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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简要介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办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协办

北京理工大学承办

创刊于1984年

三高一大



定位：综合性刊物

工作指导

理论研究

用稿原则——有用

 理论有用；实践有用



入选数据库情况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

CSSCI来源期刊（南大）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科院）

同方 万方



主要栏目
 本刊专稿
 导师论坛
 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管理
 研究生教学
 研究生德育
 招生与就业
 学科建设

 评估与质量保障
 学术探索
 比较与借鉴



 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现状



2011-2013年研究生教育研究文献分布



2011-2013年载文前10位的期刊统计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篇数 期刊 篇数 期刊 篇数 期刊

17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9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98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80 研究生教育研究
（原教育与现代化）

90 研究生教育研究 98 研究生教育研究

37 中国高教研究 42 中国高教研究 36 中国高教研究

21 中国高等教育 27 中国高等教育 31 高等教育研究

17 江苏高教 24 江苏高教 22 中国大学教学、中国高
等教育、教育研究

16 高等教育研究 20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1 图书情报工作（中科
院）、高教探索

12 复旦教育论坛、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19 中国大学教学 20 江苏高教

10 图书情报知识（武汉） 19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17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比较教育研究

9 比较教育研究 18 教育发展研究 16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情报杂志（陕西）

8 中国大学教学、
高教探索

15 比较教育研究、
高教探索

15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1-2013年研究生教育期刊论文关键词



资助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项
目 比例

项
目 比例

项
目 比例

国家自然基金 9 2.3% 18 3.6% + 21 3.7% +

国家社科基金 44 11.3% 33 6.7% - 63 11.2% +

省部级社科基金 42 10.7% 71 14.4% + 59 10.5% -

省部级自然基金 2 0.5% 3 0.6% + 3 0.5% -

省市区其他专项基金 101 25.8% 123 24.9% - 141 25.1% +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36 9.2% 78 15.8% + 94 16.8% +

国务院学位办委托项目 9 2.3% 7 1.4% - 3 0.5% -

部委其他专项基金 40 10.2% 40 8.1% - 24 4.3% -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项目 21 5.4% 15 3.0% - 17 3.0% 0

其他专业学会、教指委托项目 9 2.3% 8 1.6% - 16 2.9% +

校级课题资助 74 18.9% 98 19.8% + 118 21.0% +

其他课题资助 4 1.0% 0 0.0% - 2 0.4% +

资助合计 391 100.0% 494 100.0% 561 100%



2011-2013年总计发表3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列表（第一作者）
篇数 作者

9 李云鹏

8 张淑林、王建华

7 包水梅、邱均平、赵世奎

6 王战军、袁本涛、耿有权、何克抗、孙健

5 李锋亮、梁传杰、廖湘阳、王传毅、章丽萍、周文辉

4 冯 斌、李立国、潘剑波、武永江、熊华军、余桂红、翟亚军、张金福、
张乐平、赵 军、郑 燕

3 蔡茂华、陈建俞、丁雪梅、杜占元、段 锐、古继宝、顾海良、何 峰、
胡 莹、黄 超、蒋 承、金蕾莅、李 力、李 丽、李明磊、李润洲、
李玉兰、刘国瑜、刘小强、刘亚敏、罗尧成、罗 云、骆四铭、马
健生、马 玲、穆 雷、钱佩忠、秦发兰、孙立会、孙晓敏、唐德先、
汪 玲、王顶明、王东芳、王恩科、王福胜、王 玲、王知津、吴根

洲、吴开俊、吴小林、武晓峰、向兴华、熊勇清、徐国兴、殷翔文、
于汝霜、张国栋、张建功、张 军、张晓阳、张 胤、张振刚、张志
红、赵 坤、郑 刚、朱 明



2013年发表5篇以上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机构统计

篇
数

机构名称

28 北京师范大学

26 清华大学

22 华东师范大学

19 北京大学

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 东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

11 浙江大学

10 吉林大学

9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8 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7 复旦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6 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2013年5篇以上研究生教育学位论文的机构统计

论文数量 授予单位

23 东北师范大学

16 上海师范大学

15 陕西师范大学

14 南京师范大学

13 山东师范大学

12 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11 河南大学、广州大学

8 哈尔滨工程大学

7 湖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

6 北方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湘潭大学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师
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山东大学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论文的主要类型

二、 论文选题的常见问题

三、 论文分析论证中的常见问题

四、 提升论文的学术理论性

五、 技术性、规范性问题与投稿注意事项

研究生教育领域论文撰写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论文的主要类型

 基于研究的内容和主题的分类：

基本理论研究，政策与制度研究，院校或系统研
究，管理工作研究，培养过程、内容、方法研究，
学生支持研究，导师与研究生研究，质量研究等

 基于研究方法的分类：

概念研究，实验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个
案研究等

 基于研究层次、层面的分类：

个体经验层次，课程层次，学科层次，院校层次，
系统层次，国家层次，国际比较



 本文的分类（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刊文情况
为依据）：

1.理论研究

2.工作研究

3.专题研究

4.调查研究

5.比较研究



1.理论研究(5%以下)
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理论问题的研究。如研究生教育的
性质、目的、任务、基本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要求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思辨能力。

 一般为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所写。

 研究生教育动力学——理论框架初探

 研究生教育动学——定性讨论与案例构想

 学科危机与学科突围——我国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构论略

 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构的合用性、合法性与合理性



 2.工作研究(40%左右)

 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实践的研究。

 基于工作的经验、体会和思考。包括各级管理人员
的管理工作、教育工作，导师的培养工作，教师的
教学工作，还包括研究生的学习、研究和论文撰写
工作。

 作者包括管理人员、导师、教师、研究生

 包括两种模式: 问题-思考式, 实践-总结式



3.专题研究(35%左右)

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定问题
的研究。如学位类型研究，学制研究，研究生教育
规模、结构、布局、发展战略研究，某一类型研究
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模式研究，研
究生教育质量及评估研究等。

 与工作研究类论文的区别：所研究的问题超出了具
体工作的范畴，问题具有宏观性、普遍性、全局性。
既涉及制度层面，又涉及操作层面。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战线上的资深专家是主要作者群
体。



4.调查研究(10%左右)

 基于研究方法的分类。

 通过严格规范的调查与分析来获得数据、寻找规律、
验证假设。

 常见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分析、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特
征，课程与教学现状研究等领域。

 作者主要是教育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



5.比较研究(10%左右)

 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情况所作的研
究，对两个以上国家研究生教育情况的比较研究。

 典型模式：介绍情况—总结特点或优势—对比国内
得出相关启示和建议

其他(5%以下)

 讲话、人物等非论文类文章



工作研究/专题研究类论文的一般结构

分析问题

提出问题

提出方案

论证方案

实施方案

评价反思



二、论文选题的常见问题

1.选题太大,内容空泛

2.选题太小,意义有限

3.选题陈旧,重复研究

4.缺乏问题意识,写成工作总结



1.选题过大
判断选题是否过大的标准:工作量是否允许；是否有一个
核心问题

 选题是宏观性、全局性的问题，一篇论文很难解决，如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改革设想》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涉及问题过多，如

《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统筹各级各类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

一，统筹兼顾博士与硕士生教育协调发展；

二，统筹兼顾理工类与文科类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

三，统筹兼顾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

四，统筹兼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

五，统筹兼顾区域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



2.选题过小

判断选题是否过小的标题：重要性，普遍性

 细枝末节问题，如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写作教学中的考核问题》

 非普遍性问题，如

《留学研究生的教育现状研究——以某某大学文学
院为例》

“空间医学”研究生的培养问题



3.选题陈旧

判断论文是否有新意的标准：新问题；新视角；新方法；新

观点

示例：
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制度实施中的问题

研究生心理压力的来源及解决

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计算机辅助学习在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研究生教育改革 特需项目 研究生创业 在线教育 三助一辅---



4.缺乏问题意识
一篇论文须围绕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而
展开，对这个核心问题要有明确清晰的表达

 有范围没有主题，如
《某国研究生教育研究》
《美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

 有主题而没有问题，如
《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收费问题的思考》
《硕士研究生教育收费的必要性分析》



三、论文分析论证中的常见问题

1.缺少相关分析论证

2.分析论证过于简单

3.理论与实践两层皮

4.分析与结论不匹配



1.缺少相关论证

观点、建议、结论缺少分析论证，强词夺理

比较研究类论文的常见问题

示例:
对中美两国硕博比的研究



2.分析论证过于简单

 文章过短，有骨无肉，不善于分析论述

 分析不够深入。例如：

《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布局的特点及其调适》

《我国研究生教育省际发展状况及其特征研究》

 分析片面，结论武断。例如：

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片面评价



3.理论与实践两层皮

 理论视角的运用：必要性，适用性

 选用理论对论文的分析、结论关系不大

 生态学、社会学、管理学SWOT---
 示例:
《研究生教育中诚信缺失问题研究》的博弈论视角



4.分析与结论不匹配

 前文的分析与后文的结论缺少直接关系。

 后果：分析成为无的放矢，结论成为无源之水。

 原因:研究目的不明确，先入为主的结论

 示例：

关于工程硕士公共课开设情况的调查



四、提升论文的学术理论性

学术理论性：一个涉及选题、研究视角与方法、分析论证、结
构安排等多方面的论文评价指标

 综述文献，将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综合性：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归纳
 评述性：用作者自己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

 逻辑性：层次清晰，逻辑性强

 前沿性：把最新的研究结果、研究动态传递给读者
 引入理论工具，建立分析框架
 实践经验的概念化、理论化---升华



五、技术性、规范性问题及投稿注意事项

1.摘要

2.前言

3.小标题

4.参考文献

5.投稿注意事项



1.摘要

 摘要的功能:内容梗概，二次文献收录或数据为采用

 要反映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和结论

 字数：200字左右

 语气要客观

 避免“我们”“笔者”“本文”等字样



2.前言

 前言的功能：导出话题

 交代研究背景、研究缘起、研究方法、研究过程

 提出问题或观点



3.小标题

 小标题的功能：提示相关内容，使论文的结构层次
清晰明了。

 简洁

 准确

 形式美



4.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论文规范性的重要指标

 说明性的文字与引文注释方式不同

 引用出现在有必要的地方，不引用与本文无关的文献
 引用公开的、最重要的论述，不隐匿重要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格式规范

 格式按《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7741－
2005）编排，放在论文末尾



 5.注释



 “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
或补充说明”。

 夹注：在文中注释，注文加括号

 脚注：在页下注，和文中序号一一对应

 尾注：一般用于较长的注释，排在文末参考文献前。



6.投稿注意事项

 选对期刊，一稿一投

 按目标题刊要求修改论文格式

 提供详细的作者信息

 按编辑要求及时修改论文



2015年组稿重点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研究

 研究生招生制度与招生方式改革研究

 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标准研究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研究生课程建设理论与实践

 学位制度与学位法研究

 研究生教育基本问题研究

 国外研究生教育最新进展研究

 研究生奖助、创新创业---



zhouwenhui@bit.edu.cn

www.adge.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