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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和学习投入理论为理论基础,回顾相关文献提出研究假设:专业认

同和学习投入作为影响因素能够对实践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通过对天津理工大学研究生实践创新

能力培养的现状进行调研分析证实假设成立,且发现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研究生培养体系有

待完善、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效率有待提高、教学理念未能充分融入创新元素等方面的问题。 针

对这些问题,该研究从学生、教师、高校层面提出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以工匠精神为引

领更新培养理念和以“双导师”制度为依托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践策略,以期为地方高校创新

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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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

机制改革。[1]当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

制约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一大阻碍,因此增强研究

生实践创新能力成为当下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笔

者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与

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本研究

对天津理工大学研究生进行调研,试图建立专业认

同、学习投入与实践创新之间的联系,并分析前两者

对实践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天津理工大学

研究生作为个案研究,该校拥有 22 个硕士一级学科授

权点和 1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此外,该校汇聚了

138 名省部级人才(包括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

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及 19 支高水平创新团队,在同类

院校中颇具代表性,作为一所典型的理工科院校与本

课题研究目的高度契合。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研究

生实践创新能力的现状,剖析现状背后的成因并提出

针对性对策,以期推动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全面提

升,为教育改革提供决策参考与实践镜鉴。

一、文献回顾

(一)专业认同

　 　 所谓专业认同是指学习者对所学专业的接受和

认可以及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对专业的归属和投

入。[2]韩子祥等从认知性、情感性、行为性和适切性

四个方面来认识专业认同。[3] 郝龙飞等的研究在兼

顾研究生认知、情感与行为等层面,并结合自身与专

业匹配的基础上界定专业认同概念。[4] 另外,现有研

究表明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

系。 郭磊等提出专业认同感、学习动机和学习投入

度间具有显著的“两两相关”和“依次正向预测”效

应,并进一步指出学习动机在认同感和学习投入度

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5]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

和归纳,本研究认为研究生专业认同是指学生对自

身所学专业的接受和认可,并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参

与实践活动,具体表现在对专业的知情意行各方面

统一。

(二)学习投入

　 　 学习投入特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积极认知、情
绪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上的高度投入。 蔡旻君认

为学习投入是能够评价学生学习质量和效果的显性

指标。[6]陈兆军等认为学习投入是能够反映出学生

的学习状态,预测学生的学习结果的指标。[7] 文超等

分析指出可以通过学习投入有效预测学生的学业表

现。[8]王文等提出学习投入对学习满意度、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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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体验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9] 本研究将研究

生学习投入定义为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积极参与各

项实践活动,具有提高自身实践创新能力的意愿并

能够将认识和情感投入转化为行为投入,同时伴随

有积极的情感体验。

(三)实践创新能力

　 　 申卫明将实践创新能力定义为研究生在教学环

境中的适应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科研创新能力

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10] 杨颖认为实践创新能力

应该从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多样化以及解决问题能力

等层面去考虑。[11]柯朝晖提出类似观点,主张从多元

协同角度考虑实践创新能力。[12] 王光明等认为应该

深度聚焦实践创新能力,在构建研究生评价指标体

系中加入这一维度。[13] 韩民杨针对学习投入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点进行了研究,并从

研究生日常学习表现和科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

力来界定研究生创新能力。[14] 任珊珊和秦佳宇将研

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界定为学生在敏感的洞察力下能

够主动发现问题并利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的能

力。[15-16]朱红等通过对北京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进

行研究发现课程参与程度与学习投入程度是影响其

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17] 此外,多数学者从不同角

度提出了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学者们

对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界定趋于多元,由于实践

创新能力本质较为复杂,目前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

的内涵界定。 本研究将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定义为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其学习、科研等活动中发现、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研究现状

　 　 经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者在研究生创新能力

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关于研究生创新

能力的研究已成为一股热潮,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培养对策等方面,涵
盖了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分析两大层面。 在理论层

面上,研究主题主要围绕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影

响因素、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研究等方面展开,且研究通常以学习投入理论

(学生的努力质量和学生的积极投入是影响学生学

习结果的决定因素) 和自我决定理论( 认为人类

本质上是积极主动的有机体,先天即具有内在的

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倾向和潜能) 作为理论基

础;在实证层面上,国内多数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法

对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一

方面表明我国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总体水平一

般,另一方面表明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受到多重

因素的影响。
尽管学界已经考察了专业认同与学习投入、专

业认同与实践创新能力、学习投入与实践创新能力

之间的两两关系,但缺乏探讨三者之间关系层面的

研究,相关研究仍然显得不够充分。 为此,本研究着

力讨论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程度对其实践

创新能力的影响。 据此,在上述文献回顾基础之上

提出本研究假设: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作为影响因

素能够对实践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二、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现状的实证调研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当前国内专业认同的问卷有若干版本,经综合

比较测量对象、信效度后,本研究专业认同维度问卷

是以秦攀博、胡忠华编制的问卷和王顶明、刘永存编

制的问卷为基础,进行适当修改形成本研究所用的

调查问卷。 学习投入的量表是借鉴“中国大学生学

习性投入调查(NSSE-China)”量表,参考符玉洁编制

的量表并结合本次研究对象特点进行修改后而形

成。 实践创新能力则是借鉴缪凌涛硕士论文中采用

的实践能力量表,并作部分修改后形成。 本研究采

用李克特 5 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评定:“5”表示

“完全符合”,“1”表示“完全不符合”。
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3 年 5 月至 8 月对天津理

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调查,采用随机性抽

样调查形式,利用 SPSS
 

27. 0 作为统计分析工具。
根据 2023 年天津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年

度报告显示,硕士在校人数为 5181 人,博士在校人

数为 238 人,专业型硕士学位研究生为 3848 人。 专

业型硕士研究生在校人数最多的专业是材料与化

工,有 664 人,人数最少的专业是集成电路工程、化
学工程和控制工程专业,均为 1 人。 据此,此次问卷

调查共计发放 527 份,其中线上发放 327 份,线下发

放 200 份,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 516 份,剔
除 12 份不全或失真的无效样本,共获取有效样本

504 份。

(二)问卷编制的可靠性分析

　 　 第一,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本研究采用信度系数

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每个维度分别选取了 5 个

具有代表性的测量题目进行分析,表中数据由问卷

整体所得。 经统计分析得出,三个维度的信度系数

分别为 0. 933、0. 930 和 0. 932,根据项目删除后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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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系数与总体系数(见表 1)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均
小于总体信度系数,其余维度检验结果同理。 因此,
各维度题目均不需要进行调整,且无冗余题目,说明

问卷总体的可信度高(信度系数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越接近 1 表示可靠性越高),适合做进一步的

数据分析。
第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由表 2 探索性因子分

析和球形检验的显著性结果可以得出,KMO 检验的

系数结果为 0. 887(KMO 检验的系数取值范围在 0—
1 之间,越接近 1 表示问卷的效度越好),检验的显

著性无限接近于 0,所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综上所述,该调查问卷的编制在信度和效度方

面较好,能够为研究提供可靠且有效的数据支持。
基于此,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建立在调查问卷合理

编制的基础之上,为后续的分析与结论提供了可靠

的数据支撑。

表 1　 部分实践创新能力维度信度分析

选项
删除项后的
标度平均值

删除项后的
标度方差

修正后的项与
总计相关性

平方多重
相关性

删除项后的
克隆巴赫

 

Alpha
标准化
后的 α

1. 我了解本专业的学科架构和课程内容 37. 51 87. 435 0. 558 0. 4 0. 932
2. 我了解本专业的领军人物和前沿动态 37. 86 87. 432 0. 452 0. 309 0. 931
3. 我花大量的时间进行专业学习,经
常阅读相关的书籍或文献资料

37. 86 81. 282 0. 763 0. 705 0. 925

4. 积极参加与专业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 37. 95 78. 416 0. 823 0. 737 0. 922
5. 学习对我来说富有挑战性 37. 77 81. 536 0. 672 0. 583 0. 928

0. 932

表 2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指标 统计量 结果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 0. 887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182. 899
自由度 741
显著性 <0. 01

(三)调查结果分析

　 　 首先,基本情况部分的调查结果如下:本部分共

设有六道单选题和五道填空题,调查结果显示在性

别分布上,男性比例为 70. 2%,女性比例为 29. 8%。
在学位类型上,专业型学位研究生占据绝对优势,占
比高达 78. 8%,而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则占 21. 2%。
在年级分布上,研一学生占 30. 8%,研二学生占比高

达到 50%,而研三学生则占 19. 2%。
其次,相关变量的调查结果如下:根据表 3 的相

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之间

的相关系数为 0. 690,说明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之间

存在着相关性,而且二者相关系数大于 0,说明专业

认同和学习投入之间为正相关;而学习投入和实践

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 858,说明二者也存在

相关性,由此本研究假设得以初步验证。 另外,可以

得知不同学位类型的研究生在专业认同维度上并无

明显差异。
为进一步验证天津理工大学研究生专业认同、

学习投入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线性

回归方法进行检验(见表 4)。 回归分析的目的在于

解释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力,建立模型 z = ax+

by+c(z 表示因变量实践创新能力;x 表示学习投入;
y 表示专业认同;c 表示常量)。 研究结果发现:自变

量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对实践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

解释力,整体 R2 为 0. 835,这表示自变量专业认同、
学习投入可以解释实践创新能力 83. 5%的变化量(见
表 5),呈现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 模型检验的结果指

出,自变量的 β 系数为 0. 436 和 0. 557(见表 4),说明

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得分越高,实践创新能力得分也

就越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自变量学习投入的 β
值最大,即占比权重最高。 由此,本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表 3　 各个维度间的相关性

变量 相关性
专业
认同

学习
投入

实践创
新能力

专业认同 皮尔逊相关性 1
学习投入 皮尔逊相关性 0. 690∗∗ 1

实践创新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 820∗∗ 0. 858∗∗ 1

　 　 注:∗ 表示 p< 0. 05,∗∗ 表示 p< 0. 01,∗∗ 在 0. 01 级别(双

尾),相关性显著。

表 4　 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对实践创新能力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未标准化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系数

t p

(常量) -1. 043 2. 138 -0. 488 0. 627
专业认同 0. 352 0. 047 0. 436 7. 421 <0. 001
学习投入 0. 629 0. 066 0. 557 9. 472 <0. 001

表 5　 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对实践创新能力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模型 R2 调整后的 R2 德宾—沃森

1 0. 835 0. 832 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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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研究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天津理工大

学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对研究生专业认同、学
习投入和实践创新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上来看研究生专业认同感、
学习投入度同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呈正相关,即研

究生专业认同感和学习投入程度越高,对其实践创

新能力的提升效果也就越明显,反之亦然。 第二,研
究生的学习投入度相较于专业认同来看,其对于实

践创新能力的占比权重更高,且影响更为明显。 另

外,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是理工科院校

的男女生数量有着明显的差异,给样本性别平衡的

收集带来了比较大的困难,保证男女数量平衡存在

一定的难度;二是由于各个专业研究生数量参差不

一,有些专业甚至仅有一人,在调查中无法覆盖全部

专业。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在样本的选择与收集

方面,应尽可能加大样本的数量、扩大样本的分布范

围,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更具有代表性。

三、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面临的问题及

其原因剖析

　 　 基于上文对研究生专业认同、学习投入与实践

创新能力的关系论证,发现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对实

践创新能力产生一定影响,此外通过剖析问卷及对

访谈过程的分析发现当代研究生面临着实践创新能

力不足的困境,为此本研究将进一步分析困境产生

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理工类院校推动

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镜鉴。

(一)研究生培养体系制约实践创新能力提升

　 　 天津理工大学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尊
重人才培养规律,在研究生培养体系建设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 该校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涵盖了课程教

材建设、导师选拔与培训、学术交流平台搭建以及研

究生奖助机制等多个方面,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基

本保障。 然而,作为一所教研型高校,其现有的培养

体系在覆盖各学段需求、强化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等

方面仍存在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我了解本专业的学科架构

和课程内容”和“我了解本专业的领军人物和前沿动

态”两项问题,67. 7%的学生比较了解学科架构和课

程内容,但仅有 23. 2%的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动

态,反映出教育评价体系的滞后性。 当前的教育评

价体系可能仍然侧重于考试成绩和学术成果,进而

导致学校、教师和学生更加关注于应试和发表论文,
而忽视了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另外,根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约 2 / 3 的研究生本科专业与硕

士专业相同,他们普遍表示能够快速适应从本科到

研究生阶段的过渡,并实现学科的良好衔接,另有 1 / 3
的研究生虽本硕专业不一致,但二者属相近领域。
通过访谈问题“作为跨专业的研究生,你在研究生阶

段的学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进一步了解到,学生

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上存在脱节的现象,部分学生

表示渴望有更多的机会到企事业单位实习以增加自

己的阅历和实践能力。 鉴于此,学校应当考虑适合

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完善学校实践创新能力的

培养方案,健全适合不同学科背景研究生的综合性

培养体系。

(二)产学研成果转化效率瓶颈制约实践创新能力

提升

　 　 天津理工大学在提升实践创新工作水平和加

强研究机构建设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进校企合

作,在人才培养以及国家与地方重大科研项目联合

承担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初步实现了校企合

作、产学共赢的目标。 然而,当前该校在产学研合

作中仍面临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的现实问题,具体表

现在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对接不足、成果转化不理

想等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内心喜欢并认可本专业”

和“毕业后打算从事与本专业相关或对口的职业”两

项问题中,接近 70% 的学生比较认可所学专业,
23. 4%的学生确定和 46. 8%的学生比较确定毕业后

会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 此外,针对“积极参加与专

业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这一问题,55. 3%的学生会

积极主动地参与实践活动,而 44. 7%的学生则缺乏

参与积极性。 笔者通过走访座谈进一步了解到,主
观能动性较强的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成果也相对来

说更加突出。 从访谈问题“你会主动关注学科前沿

动态、进行专业的自主学习吗?”的统计结果来看,少
数研究生会关注学科前沿动态并表示能够从中获得

满足感,而从问题“你会主动参加创新大赛、校外企

业实习等实践活动吗?”的统计结果来看,部分研究

生反映虽然有意愿参与,但企业提供的实践机会有

限。 问题“我对本专业的师资和资源等配置感到满

意”的统计结果显示,39. 3% 的学生选择了比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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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17%的学生选择满意,7. 4%的学生选择不满意。
由此可见,尽管硬件基础设施条件基本满足学生需

求,但校外实践创新活动的机会不足、企业在技术创

新与人才培养中的参与度较低,以及部分学生主观

能动性较差等问题,进一步压缩了研究生的实践创

新空间,这不仅影响了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也阻碍了创新成果的孕育与转化。

(三)教学理念未能充分融入创新元素制约实践创新

能力提升

　 　 天津理工大学通过举办明理导师研究生论坛等

活动,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导学关系,以培养基础扎

实、视野广阔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为目标。 然而,当前

该校的教育教学理念中仍缺乏足够的创新元素,具
体表现为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机制等方面

未能充分融入创新思维与实践导向。 这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学生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也制约了实

践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在“我经常与老师同学讨论与专

业相关的问题”和“我从不错过与专业学习相关的

课程或讲座”两项问题中,分别有 20. 2%的学生不

经常和老师讨论专业相关问题,29. 7%的学生不会

主动参与讲座。 此外,通过访谈问题“你会主动关

注学科前沿动态、进行专业的自主学习吗?” 发现,
少数学生仅依赖教师课堂传授的知识,缺乏主动关

注学科前沿动态和进行专业自主学习的意识。 通

过问题“学习能激发我的灵感” 的回答结果来看,
55. 3%的学生表示比较符合,剩下近 40%的学生表

示不能激发,这一结果反映出当前教育教学模式在

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内驱力方面存在不足。 由此

可见,将创新元素融入教育教学理念,优化课程设

计与教学方法,对于转变被动式学习模式、激发学

生灵感、增强学习内驱力以及提升实践创新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

四、天津理工大学提高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

的应对策略

(一)学生层面: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应该“注重提升

解决行业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实践中提炼科

学问题” [18] 。 基于此,研究生应树立自主意识,增强

参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升实践创新能力。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增强自我驱动,培养主动创新意识。 研

究生作为提升实践创新能力的主体,应明确自身在

创新能力培养中的核心地位。 首先,研究生需设定

清晰具体的学习目标,以目标为导向激发学习动力,
推动其主动探索新知识新方法。 其次,研究生应具

备批判性思维,能够识别并分析其在创新能力提升

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瓶颈,从而有针对性地增

强自我驱动力,突破创新能力的局限。
另一方面,借助平台力量,促进协同创新。 研究

生应充分利用各类创新创业平台,拓展学习资源,提
升实践创新能力。 例如,第十二届京津冀招才引智

大会为区域人才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吸引了京津

冀三地 200 家优秀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了 7000 余

个就业岗位。 此类平台不仅创造了协同合作的良好

局面,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高校研究

生可通过此类平台深入企事业单位实习,将理论知

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锤炼专业能力,提升

创新水平。 这既为研究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也为培养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

质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教师层面:以工匠精神为引领更新培养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上指出:“要大力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19] 工匠精神作为新

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精神内核,其整体性内涵

及四重意蕴为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

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以工匠精神为引领,教师需

更新培养理念,优化培养模式,具体可从以下两方

面展开。
第一,提升工匠精神素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

念。 教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主导者,需以工匠精神

为引领,不断提升自身素养。 一方面,教师应主动参

与系统性、常态化的培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以更

好地适应研究生的个性化需求,为其提供更具针对

性的指导与支持。 另一方面,教师需密切关注行业

前沿发展趋势,结合研究生实际需求动态调整课程

设置,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为研究生提供展示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的平台。
第二,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 教师要有

意识地将实践创新项目融入日常的教研工作中,引
导学生进行深度创新思考。 譬如,通过项目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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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设定与企业需求紧密相关的任务,使学生

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并形成项目成果。 在此过程中,
教师需对学生的项目成果进行点评与分析,帮助其

总结经验、优化实践路径。 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

帮助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夯实基础,还能在实践操作

中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出更为全面和深

入的实践创新能力。 同时,教师也能从学生的反馈

中获得灵感,实现教学相长。

(三)高校层面:以“双导师”制度为依托促进产学研

深度融合

　 　 高校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阵地,肩负着推动

教育教学成果转化的重要使命。 “双导师”制度作

为一种创新性的教育管理模式,通过校内导师与企

业导师的协同指导,为研究生教育注入了新的活

力。 该制度不仅能够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还能

为研究生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平台,从
而提升其创新实践能力,加速产学研成果的有效

转化。
第一,强化校企协同,搭建创新实践平台。 “双

导师”制度不仅能够加强高校研究生导师与企业专

业技术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能为研究生参与

到企业项目提升实践创新能力提供科研平台。 校

内导师负责为研究生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而企业

导师聚焦实践引领,这种双向互动机制不仅强化

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还通过资源整合

与优势互补,确保企业导师深度融入研究生培养

体系。
第二,优化导师协作机制,确保制度落地实

效。 为避免“双导师” 制度流于形式,高校需建立

常态化的导师协作机制,以防“ 双导师” 制度有名

无实的现象。 一方面校内外导师之间要加强沟通

交流,以避免学术和实践脱节;另一方面建立评估

监督体系,保障机制运行成效。 通过明确校内外

导师的职责划分,增强导师的责任感,并定期对双

导师的工作成效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高校

可及时调整和优化合作模式,确保研究生能够真

正受益于“双导师”制度,获得更加全面和高质量

的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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