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设计工程硕士不存在了，考研得考机

械方向，这意味着必须得学高数。但我们的培养

计划中并没有高数。这操作真让人头皮发麻。”

一名学工业设计的网友在微博上感慨道。

他的担忧与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正式下发的《关于对已有的工程硕士、博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进行对应调整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有关。《通知》决定对已有的工程硕

士、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对应调整，工程

专业学位类别调整为电子信息、机械等 8 个专

业学位类别。

该通知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有高考生

担心影响专业报考，有准备报考相关专业研究生

的同学忧心忡忡。什么是工程硕士和工程博

士？为何要对工程学位进行调整？

瞄准实践，培养应用型人才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强调工程应用，为工矿

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

理人才。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是与传统哲学博士学位

相对应的专业博士学位。它以实践创新为导向，

旨在培养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

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

能力的专业型领军人才。

中国的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由经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的高等学校与企业联合组

建工程博士教育中心进行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

位由高等学校授予。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的招生

对象一般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具有较好的工

程技术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工程技术实践经验，并

取得一定成就的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人员。

2012 年至今，天津大学作为全国首批 25 个

工程博士培养试点单位之一，在能源与环保、先

进制造两个领域已招收 118 名工程博士生。去

年，该校首批工程博士研究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

位。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赵美蓉表示：

“在工程博士教育领域开展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探

索与实践，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工程

技术领军人才。”

精简门类，顺应现实需要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调整有利于规范工程硕士

的考试及管理，学位的内涵更加广泛和综合，本科专

业与工程硕士可以更好地衔接。”湖南大学设计艺术

学院院长、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何人可教授

表示。

不少设计类学生表示担心 2019年和 2020年

报考研究生的路“被堵死”，何人可表示：“就设计类

专业而言，原来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学位并入机械工

程，考生仍可报考MFA的艺术设计方向，读研并不

受影响。”他表示赞成这次学位调整，认为调整有利

于精减培养单位的学位门类，便于管理和服务。

2018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

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工

程专业学位现有的设置模式、机制逐步显现出局

限。一是工程专业学位领域固化、滞后；二是工程

专业学位与其他类别专业学位的培养范围存在部

分重复，工程博士、硕士衔接不够；三是部分工程

领域设置与工学学科设置较为接近；四是管理机

制不适应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现实需要。

据报导，多方都希望调整优化工程专业学位。

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徐伟等人指出，工业设计工程

专业学位设立时间不算长，培养模式存在“重理论、

轻实践”现象。“国内相关高校虽制定了以应用为导

向的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但研

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有待进一步提升。”

据悉，2018年和 2019年的工程硕士、工程博

士研究生按调整前的工程领域进行招生、培养、

学位授予。2020 年起，按调整后的专业学位类

别进行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

工程专业学位调整，没你想象的复杂

9 月 8 日，上海交通大学迎来全球万名新同学，开启新里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 77、78 级校友入校 40 周年。

开学之际，上海交通大学 77、78 级的学长们专程给 00 后学弟学妹寄来

一封大学锦囊。

“学习时，要明确目标，学无止境，全面发展自我；科研时，要勤思

考，勇创新，扎实开展研究；就业时，勿盲从，要有己见，择长处而就

业；工作时，要肯吃苦，扩眼界，力争行业领袖；有规划，心态稳，坚强、

坚韧、坚持是你们应该坚持的人生目标。” 这是来自 77、78 级学长们

的寄语。

上海交大 2018 级的新生备受鼓励，给学长们写了一封回信，成就

一段穿越时空的对话：“四十年前的你们恰逢改革开放，肩负改变国

家落后面貌的责任，为了祖国、民族的兴旺奋发学习；而今天，我们这

批新交大人将十九大报告中十三个强国目标写入我们未来的征程，这

是信心，更是责任。对于未来的四年，我们也定当传承学长们当年对学

习、对国家的这份赤诚，让‘责任担当、志存高远’成为‘强国一代’最亮

眼的标签。”

运用信息技术，上海交大将助力每一个学子放飞并成就梦想。

2018 年上海交大还将绿色通道工作前置，家庭困难的学生拿到录取

通知书之后。根据提示，扫描录取通知书上二维码，用手机填写绿色

通道申请信息。这样绿色通道工作就从原来开学报到当天提前到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到报到之间，大大方便了学生办理。

2018 年共有 718 名新生在网上填写了绿色通道申请信息。为了

更加方便学生办理绿色通道，9 月 4 日，交大专门为 200 余名体验营的

新生提前办理绿色通道。经过测算，每名新生办理绿色通道的时间

仅为 1 分钟。

同时为了更好地帮助这些通过绿色通道入学、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上海交大还专门为这些学生建立了个人电子档案，跟踪其助学贷

款申请情况，为每个学生提供绿色通道助学金。

上海交大新生入学
学长们寄来求学锦囊

8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责编 李国敏
教育观察 JIAO YU GUAN CHA 2018 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教育时评

扫一扫
欢迎关注
教育观察

微信公众号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王 春

图说教育

本报记者 俞慧友

近日，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李明阳在自己博

客上，对科研是否一定能促进教学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他谈及了现下的一种“潮流”：貌似只

要有人提到高校“重科研轻教育”，就总有人跳

出来反驳，认为“科研强，教学质量自然也就上

去了”。

对此，他略有微词，认为教学能力不等同

于科研能力。科研侧重于创新，教学则是一种

表达自然、人文知识的艺术。科研强，不等于

教学强，比如，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是著名科学

家，但却不是称职的中学数学教师。此外，他

认为，科研只有在“所教即所学”的情况下，才

能促进教学的提高。而现下，“教非所学”的现

象越来越严重。

对此，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法律

专业优秀教师王红霞表示了部分认同。王红

霞是湖南省教学能手、湖南省法学教学标兵，

但其在学术研究中，也获得了不少全国性的荣

誉和奖励。在她看来，在科研、教学融合而非

对立的基础上，科研将是教学的“好搭档”。

“大学教学与中小学不同。中小学教育主

要教授常规的一般性知识，适宜通过标准化教

学、强化性训练来开展。大学教育则着力于向

学生传授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前沿知识，它对

教育的厚度、广度、高度和时效性都有更高的

要求。这意味着，大学教师只有做好科研，才

能深刻理解基础理论、时时把握前沿动态，从

而将其融入大学教学，确保教学的含金量，培

养基础扎实、视野宽广的合格大学生。”王红霞

如此向记者表示。她介绍说，中南大学作为一

所旨在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在教学方面

并不满足于对学生常规知识的传授，更重视的

是与时俱进，确保学生总是学到该领域最新最

前沿的知识，而不是陈旧的、过时的知识。

“教学和科研是每位高校教师需要平衡的

两端。教学是本，无论科研做的多好，也不能

忽视教学。有一个说法，如果你想学好一门

课，最好就是把这门课程讲一遍。”王红霞表

示，讲授的过程能倒逼教师系统盘点学科知

识、切实夯实自身基础。因此，每一轮备课、上

课，都会让教师有新的理解认知和提高。这些

理解的加深，能够有效帮助教师夯实科研基本

功。“尽管教学和科研会存在‘时间和精力’分

配比例上的问题，但不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事

实证明，科研和教学能够相得益彰。我反思自

己之所以能教好，不是我把大量时间都投入到

了教学中，而是在科研中把知识点‘吃’得更透

更懂，自己懂了，在教学里才能深入浅出、信手

拈来，从而会更好授业。不得不说，科研为我

的教学提供了很重要的给养。”

科研为教学提供给养

“本科生完全有能力胜任科研。我回国来

到学校后，在本科教学中就一直积极融合我们

的科研进展，并向学生‘宣传’，鼓励他们从大

一开始，就利用课余时间来实验室里参与科研

工作。我们的实践证明，科研实验确实让他们

更深刻地理解了专业课知识。我们有一个大

三的学生，通过几年参与科研实验，已学会了

主动去思考在实验室做研究时遇到的问题，并

结合课本知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目前，他

已经发表了自己科研结果的 SCI论文。”长沙

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湖南省团

队百人计划负责人贾传坤如此回复科技日报

参与研究的学生更善学习

我国著名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

曾说过：“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

研，就不是好教师。”肯定了双方之间的“友好

关系”。不过，今日频繁被诟病的“重科研、轻

教学”现象，又是如何造成的？

近年来，社会各届一致认为应建立能激励

教师重视教学的考评机制。比如，如何解决教

学成果量化评价问题，提高教师教学业绩在绩

效分配、职称评聘、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充

分调动教师投身于教学的积极性等。

尽管如此，但多数教师依然认同科研对高

校的重要性。山东科技大学教授王耀东认为，

重视教学不等于忽视科研。大学教师只有在教

学活动中不断纳入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其

教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学。切勿以重视

教学为名而一边倒地忽视科研。有科研能力、

在其特定的专业领域有原创思想和研究的教

师，更能帮助学生发展培养思考、分析和探求真

理的综合能力，成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与王红霞的观点一致，王耀东认为大学教

师不能只是知识的“搬运工”。教师的科研积

累，对学生的创新能力本身就具有教育价值。

科研的过程，即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和对许多

基础问题认识深化的过程。“鼠目寸光”的教

师，培育不出创新型人才。而世界一流的大

学，首先必须是研究型大学，才能产出世界一

流的学术成果。因此，要在鼓励教育的同时，

大力提升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切不可将科

研与教学对立，造成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的越

来越大。

教师不只是知识的“搬运工”

实习记者 代小佩

9 月 10 日，我国第 34 个教师节之际，全国

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强调深化

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加快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着重培养

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新时代的人才培养标准，对高校教师提出

了更高要求。与以往相比，他们更要肩负起科

技创新和培养人才的双重责任，实现对高校两

大基本职能——教学与科研的“双肩挑”。

知易行难。近年来，科研与教学间的“协调”

备受吐槽。高校职称评聘、考核评价的“重科研、

轻教学”导向，让教师更为重视科研和自主知识

产权成果，间接导致教学或多或少地被“冷落”，

进而引发人们对整体教育质量下滑的担忧。随

着呼吁高校回归教学本源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

人甚至埋怨让高校教师从事科研是“不务正业”。

校园内外

9 月 11 日，与时舒卷——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学员结业作
品展在江南大学举办，展览共展出 68位学员的纺织、紫砂、泥塑作品百
余件。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方共同牵头开展，旨在通过组织非遗传承人群的
研修、研习、培训，提高中国传统工艺的设计、制作水平，促进传统工艺走
进现代生活。图为观众在拍摄展出的团扇作品。新华社发（朱吉鹏摄）

非遗传承作品在江南大学展出

近年来，重庆市南川区积极引导乡村学校对校园操场、图书室、音乐
室、实验室等场所的设施设备进行有效整合，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丰富农村孩子生活，引导学生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图为 9月 11
日，重庆市南川区石墙镇桥塘小学学生放学后在多功能室内练习绘画。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乡村学校有了丰富的课外活动

学习的动力，来自于好奇心和求知欲。哲

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通

过学习，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俗话说:要给学生

一滴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那么知识渊博、

学养深厚的教授、院士们，正是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好奇心的好老师。

近年来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大咖”们给本科

生上课，已经越来越不能算是新闻了。早在

2009年，武汉大学开设了一门由 5名院士授课的

本科课程，被冠以“最奢侈本科课程”的名号，着

实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被当成一件稀罕事儿。

而如今，上海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已经能直

接与诺贝尔奖得主学习、交流。这已经无法引

起人们的惊诧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

鼓励科研人员们投身本科教育，培养适应社会

发展的人才。

科学研究与教学本就不该分家。我国先贤

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教学相长这个道理。《礼记·
学记》中写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无论是教授、院士还是诺奖得主，他们的专

业学识精深，格局和视野开阔，可以在更宏观的

角度上，帮助本科生理解所学专业的发展，提升

学生的眼界。正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被束缚在申报材料、职

称评选之中，而一线教学任务仅仅作为工作量

的要求出现，自然会导致科研人员对人才培养

的忽视，也才让院士授课成为了新闻。

好在这样的现象正在得到彻底扭转。多所

大学探索院士、教授授课的同时，也在探索利

用制度将科学家送回三尺讲台。比如复旦大学

为提升本科质量已进行多年探索，该校将本科

教学质量在教师绩效中占比提升到了 50%以

上，自然会吸引更多优秀教师走上讲台，培养

本科人才。

在今年上半年的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主

管部门明确提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

牢、地动山摇，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

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

展的前沿地位。

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看似戏谑的一

句话，却说出了困扰本科教育多年的顽疾。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三大主

要功能，而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教育，是一所

大学的立校之本，成果之源。

政策支持、制度保障，高校本科教育的改变

正在悄然进行。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我

们期待着更多“大咖”回归讲台，夯实本科教育

的基础，利用制度保障优秀教师的权益，用教

育培养出更多人才。

不论怎样，“大咖”给本科生上课这件事，如

同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愿更多学术“大咖”走上三尺讲台

杨 仑

记者的提问，并分享了自己的“实践”心得。

毕业于山东大学的贾传坤，自己也有深刻

的体会。在大三时，贾传坤参与了学校组织的

暑期实验室开放性课题研究。在参与的过程

中，他通过试验，加深了自己对电化学知识的

理解。这为他后来的科研生涯，打下了好基

础。此后，贾传坤到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深造，

导师给他定了做高分子隔膜材料的方向，要求

他要做出“便宜好使”的新材料。“从仪器构建

搭配、试验设计、实验完成，都是一个人在摸

索。但我比较顺利，因为在大学参与开放式实

验的经验，让我把知识点刻在了心里，对科研

方法也有了一定‘套路’，是我真正终身受益的

财富。”

现下，为学校本科生、研究生提供现场试

验教学，已经成为了他和同事们的“常规动

作”。他呼吁，高校信任本科生，更多为本科生

教学融入“科研”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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