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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处于学生群体中的较高层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不易管理性。近年

来伴随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逐年递增，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及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冲击和挑

战。坚持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增强研究生综合素质为中心，是开展各项研究生工作的指

导思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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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思想和政治理论教育是研究生

工作的灵魂

研究生年龄差距大、人员性质复杂，这给研究

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如果注

重发挥党、团支部及学科组的作用，强化研究生的

思想教育工作的多样性，那么，这项工作就能有针

对性地开展起来。

*、结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国内、国际的发展

形势，定期组织思想政治学习。如江泽民同志关

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十六大报告”；“两会

精神”；国家对法轮功邪教本质的定性；成克杰的

腐败堕落等，使研究生在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同时，

也关心国家，关心社会。

!、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大多数研

究生，尤其是还未走出校门的研究生来说，加强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些基础的思

想理论知识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实现用知

识武装头脑，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全心全意

地服务于社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认真过好党的组织生活，完善党、团组织建

设。每学期伊始都应制定研究生的组织生活计

划，采取多种形式过好组织生活会，积极开展最佳

党日活动，同时设立学生党支部，采取集中与分组

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充分调动每名党员的积极性。

在团的建设方面，在每个学科内部成立团支部，使

团的工作得以充分开展。

’、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活动。为增

强广大研究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研究

生部党总支可结合各种纪念日开展教育活动，如

定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参观烈士纪念馆、到烈士

陵园扫墓等。这些纪念活动都极大地增强了研究

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认真组织党校、团校的学习工作，使在党

校、团校学习的研究生在思想觉悟上得到提高。

还可组织研究生对党、团的知识进行系统、全面的

学习。

二、注重日常管理，强化服务功能是研

究生工作的保障

为了使研究生能安心学习，学校应充分发挥

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为广大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创

造便利条件。

*、加强寝室设备的改善。寝室是研究生生活

的重要场所，近年来，学校加强了研究生寝室设备

的改善并实行两人一间宿舍的政策。寝室设备和

宿舍条件的改善，大大改善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

环境，使研究生的寝室管理工作逐步登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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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了研究生的情绪，其学习热情得到了提高。

!、教务管理工作的完善。研究生的教务管理

工作包括档案管理、奖、助学金管理、奖励处分管

理、学年鉴定管理、贫困生档案管理等项主要工

作。长期以来，研究生的教务管理已积累了大量

的管理经验，建立起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在研究生

的管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发挥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比如研究生会：研究生会是导师与广大研究生勾

通交流的重要纽带，是为广大研究生服务的学生

组织，在研究生的日常生活管理、开展学术活动、

文体活动方面不可小视。再如研究生外语俱乐

部、《扬大研究生》杂志等。

三、提高培养质量，加强综合素质教育

是研究生工作的核心

研究生的各项工作是以研究生的培养为核心

而展开的，培养质量的好坏，将决定一个研究生综

合素质的高低。研究生的培养教育过程中应把握

入学教育、基础学习、中期考核、论文答辩、毕业择

业这五个关键的环节。

#、入学教育的培养。入学教育是研究生培养

过程的起点。研究生入学后，立刻开展入学教育，

向新生介绍学校研究生工作的总体现状，组织新

生学习研究生各种规章制度，同时，聘请知名专家

为新生作如何成才的报告。研究生在入学时，从

思想上整体规划三年的学习生活，同时制订《研究

生个人培养计划》，有效地确定三年的学习生活目

标与方向，坚定成才的信心和力量［#］。

!、基础学习的培养。基础学习是根据各学科

专业制定的培养方案开设合理的课程。研究生通

过对学位课程、基础课程、进修课程的学习，掌握

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在基础学习

修到规定的学分后，方可进入论文阶段。基础学

习的培养是提高研究生专业知识的前提。

"、严格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常是在研

究生学习的第四个学期初进行，对研究生德、智、

体及科研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考核内容分为四

个大方面：课程学习成绩（$%&）、政治思想表现

（!%&）、科 研 动 手 能 力（"%&）、体 育 健 康 状 况

（#%&）。通过考核结果，分设五项标准：免试攻读

博士学位、提前毕业（两年）、正常毕业（! ’ ( 或 "
年）、亮黄牌、终止学业［#］。

$、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研究生在修满规定

的学分后，即进入论文的开题、实验、分析、撰写阶

段，这一阶段中，要加强实践环节，更能体现出研

究生的科研动手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毕业论文

是对研究生各方面能力的一次全面检测，也是研

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最高科研成果的体现，所以

毕业论文的质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年内研究生

知识积累和掌握的程度。

(、加强毕业生择业的教育。对于具有统招和

自筹性质的研究生来说，经过三年刻苦磨练，即将

成才。毕业后选择合适的职业，是实现人生理想

的前提与基础。对一直未走出校门的研究生，加

强其毕业择业教育，有利于研究生客观、正确地估

价自己，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

国家、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培养过程的终

点，也是研究生迈向新生活的又一起点［!］。

四、营造学术研究氛围，培养创新能力

是研究生工作的内涵

研究生作为学校学生群体中知识层次较高的

群体，在带动学校的学术气氛、提高学校学术水平

方面起着推动作用。学校应在研究生中开展一系

列的科研、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是由研究生举办的活跃学术气

氛的各种学术讲座、座谈、竞赛、论文展、思路展

等。学术活动是研究生开展实践活动的传统形式

之一。

!、三听一讲。研究生在进行论文答辩前，必

须听三次以上相关学科的学术报告，同时，围绕自

己的研究方向作一次学术报告，极大地推动研究

生的科研意识和学术热情。

"、学术论坛。是指以学科组为单位，定期面

向广大研究生举办关于本学科前沿领域知识的学

术讲座。这是研究生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天地。

$、《研究生学术论文集》。《研究生学术论文

集》是为促进与其他学校研究生的学术交流，以及

校内多学科的相互交流、融合与渗透，定期将本校

研究生中的优秀学术论文汇集成册，它是研究生

学术成果的重要体现。

(、科技信息交流。是指各学科专业的研究生

通过多种途径或渠道，搜集并整理出具有前沿性

的科技文化信息，定期举办交流会或转载在学术

报纸及刊物上相互阅览。这种方式极大地缩短了

研究生摄取信息的时间，拓宽了研究生的科技知

识层面。

·)*·万方数据



!、鼓励发明创造。研究生部设立专项基金鼓

励有发明创造的同学。对研究生的科研热情有较

大影响。

"、推优留学培训。为扩展研究生学术方面的

横向交流，研究生部将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学

生推荐到国外学习，以此了解和学习国外的一些

优秀科技成果和培养经验。

五、开展文体活动、丰富业余生活是研

究生工作的外延

开展必要的文体活动来丰富研究生的业余文

化生活，是研究生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没有

文体活动点缀，研究生的工作就是不完全的，亦是

不完美的。

#、体育活动。研究生部针对研究生的身体条

件，在部内每年都可开展研究生部运动会、乒乓球

赛、篮球赛、排球赛、棋牌赛等，同时，积极派队参

加学校的比赛，在自娱自乐的同时，达到锻炼身体

的目的［$］。

$、文艺活动。每年的元旦联欢会、迎新晚会、

欢送毕业生联欢会是研究生部传统的文艺活动。

同时不定期地组织舞会、健美操训练、野外踏青

等，这些活动，都使研究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得到

放松。

%、其他的业余活动。如在研究生中开展“三

助”（助教、助管、助研）活动；与图书馆联谊共建文

明阅览室；组织献血活动；到敬老院献爱心活动、

参加捐书活动等。使研究生的业余生活得以充实

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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