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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硕士生教育的生师
一

比问题探讨

—
一所大学的调查分析

谢作栩 王康平 施华晌

摘要 通过调查
,

刻画 了部分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实际生师比
,

反映了研究生和导师对偏高的生

师比的意见
,

并根据有关规定和调查数据测算了研究生教育的合理生师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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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以来
,

我国普通高等教

育规模增长了 倍
,

其中研究生教育的增长更为

迅速
,

在学研究生人数从 年的 万人增长

至 年的
,

万人
,

增长了 倍
,

其中博士

生 万人
,

硕士生 万人
。

这个发展速度使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大超出了 《全国教育事业第

十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
“

到 年在学研究生规

模达到 万人左右的目标
” ,

也提前完成了 《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提出的 年在

学博士生达 万的目标
。

年来研究生教育的高速

发展为我国各行各业提供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
,

为

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

然而
,

相对研

究生规模的扩张速度而言
,

研究生导师数量出现了

短缺
,

引发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及议论
。

那么
,

究竟现

实中的生师比是多少 不同学科的研究生教育的合

理生师比该是多少 对此
,

本文以一所部属大学的

硕十生教育为考察对象
,

通过调查当前该校硕士研

究生教育的实际生师比
、

分析高校导师和研究生对

现实生师比的满意度
,

进而从学生的学习量和教师

的工作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
,

并测算出当前

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合理的生师比
。

一
、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实际生师比调查

就上述研究生教育师资短缺问题
,

笔者查阅了

留
资

教育行政部门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导师与研究生数量

的有关统计数据
。

自前
,

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有关研

究生教育导师与学生数量的统计
,

只统计导师与研

究生的自然数及 比例
。

如
,

年全国平均每位博

士生导师指导 名研究生 平均每位硕士生导师

指导 名研究生
。

若就这些统计数据来看
,

我国研究

生教育的生师比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研究生教育的

生师比
,

并不存在导师短缺的问题
。

但实际上
,

导师

们在担任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同时
,

也承担相关的科

研项目工作
,

并且
,

绝大多数导师还承担了本科生教

育的重任
,

部分导师还从事李校行政管理工作
。

所

以
,

考察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实际生师比
,

如果将科研

算作导师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组成部分
,

那至少也须

将导师们担任本科生教学的工作量折算成学生数
,

并进行扣除
。

对此
,

笔者调查了一所大学人文学科
、

理科
、

工科
、

经济管理和术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

本科教学的工作量情况
。

年该校博士生导师平均每人指导博士生

名
,

硕士生导师平均每人指导硕士生 价名
,

与全国高校  年研究生教育 包含博士生和硕士

生 的生师比  相比
,

结果比较接近
。

由此可见
,

由该校推算出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实际生师比
,

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内其他大学的实际情况
。

测算硕士研究生导师的本科生教学工作量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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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工作量的比重
,

笔者所采取的计算公式为

研究生导师的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占其全部工作

量的 比重 研究生导师 给本科生 开课的学分数

研究生导师给本科生开课的学分数 十 研究生导师

给研究生开课的学分数 研究生导师指导硕士学位

论文的学分当量
。

在这个公式中
,

导师承担本科生
、

研究生课程教

学的工作量按学分数计算
。

根据教育部 《关于高等

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的规定 教师全年工作

量
,

按每天 小时
,

每周 天
,

每年暂按 周计算应

为 小时 劳动法也规定 小时工作制
,

每周五

天工作制
。

教师讲课 含备课
、

上课
、

课外辅导 的工

作量可用计划课时数乘以相应折合系数来确定 教

授
、

副教授讲课工作量 计划课时数
一

开新

课工作量 计划课时数
一 重复班工作量

计划课时数 班级数
。

在本研究中
,

每个教师的

周课时工作量为 个课时
,

相应的就是要上 个学

分的课算是满工作量
。

由于研究生的班级规模比本

科生小
,

其教学的课时折合学分数与教本科生等同

看待
,

即一名研究生导师一学年上 学分的课即为

满工作量
。

研究生导师指导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量

是通过折合为研究生导师上课的学分数当量来统计

的
,

具体结果见表
。

生教育实际的生师比如表 所示
。

表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实际生师比

⋯氟袱纂引宜恶纠嘿
平均

由表 可见
,

扣除导 师承担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之后的硕士生教育生师比
,

比导师与研究生的自然

数的比例高出了一倍左右
,

这说明
,

当前来自各高

校
、

最后 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集成的我国研究生教

育的生师比数据
,

只是简单地计算全国导师数与研

究生数的比例
,

忽视了研究生导师承担大量本科生

教学工作这一事实
,

与实际的研究生教育生师比相

差甚远
。

二
、

师生对生师比的认同情况调查分析

表 研 究生导师的本科生教学工作量占其全部工作量的比重

院院系系 研 究生 导 师师 用于硕士生教教 导师给本科 生上上

给给给本科 生 开开 学与指导的学学 课 占其教学总学学

课课课学分数数 分数数 分数的比重

中中文系系

会会计系系  

数数学与应应    ! ∀ #

用用数学系系系系系

软软件学院院  ! ! ∀∀∀

美美术系系  !  

本研究共向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发放
“

硕士研

究生课业修习情况调查表
”

份
,

收回有效问卷

份
,

回收率为
。

同时访谈了有关学科的导

师
。

学生对生师比的认同情况调查

问题一
“

您导师指导您的论文的时间是 充分
、

比较充分
、

一般
、

比较少或很少
”

不同学科的研究

生选择了不同的答案
。

笔者将导师指导研究生人数

的多少与学生的回答联系起来分析
。

结果发现人文

学科
、

理科
、

工科
、

经济管理的导师指导的研究生分

别在
、 、 、

人以下时
,

学生认为其导师指导他们

论文的时间较多 指导的研究生分别在
、 、 、

人

以上时
,

学生认为其导师指导他们论文的时间较少
,

详见表
。

表 各科类导师指导学生的人数

与学生对导师指导论 文时间多寡的评价

由表 可见
,

这 个院系研究生导师给本科生

上课的时间占其全部实际工作量的比例为
一 ,

平均约为
,

在计算研究生教育实际

生师比时
,

将导师所承担的本科生教学工作量折合

为学生数进行扣除
。

扣除之后
,

这 个学科硕士研究

获获获
不同学科导师平均指导学生人数数

文文文科科 理科科 工科科 经济管理理 术科科

学学 生 认 为为 名名 名名 名名 名名 术 科 数数

指指 导论 文文 以下下 以下下 以下下 以下下 据 较 少少

时时间较多多多多多多 无 典 型型

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义
。。

学学 生 认 为为 名名 名名 名名 名名名

指指 导论 文文 以上上 以上上 以上上 以上上上

时时间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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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

您对您导师指导学生的总的满意度

是 满意
、

较满意
、

一般
、

较不满意或很不满意丁
”

学

生的选择答案是 当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在 人以

下时
,

其学生选择了
“

满意
、

较满意
、

一般
”

而一旦指

导学生数超过 , 个
,

其学生则选择
“

较不满意
“

和
“

很

不满意
” 。

由手这些导师平均将其 左右的精力

投人本科教学
,

所以
,

换句话说
,

如果导师全部精力

都投人硕士生教育中
,

那他们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在

人以下时
,

学生是感到满意或认可的 人以上
,

学生是不满意或不认可的
,

详见图
。

导师指导硕士生数

公公一一
满意 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学生满意度

图 硕士生导师的指导人数与学生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问题三
“

您认为在不影响教学质量的前提下
,

一位硕士生导师最多能带多少名硕士生
”

人文学

科
、

理科
、

工科
、

经济管理和术科的硕士研究生所选

择的答案的平均数分别是
、
卜  

·

称
。

由于导

师平均将其 左右的精力投人本科教学
,

所以
,

换句话说
,

如果导师全部精力都投人硕士生教育中
,

那这几个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所认可的生师比分别

是 八
、 、 、 、 。

导师对生师比的认同情况调查

在接受访谈的 位导师 其中 位为分管教学

的院系领导 中
,

多数导师认为自前高校的研究生生

师仁游在着比率过高的问题
。

他们认为近年高校研

究生扩招的脚步走得太快
,

而相应的师资
、

实验设

备
、

教学场地与设施等没有同步协调增长
,

将会甚至

已经在有些科类引起了所培养的学生质量下降
、

就

业时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

此外
,

不少教师明确表示

夔馨

少 谬份舞与娜宾味本嘴

自己目前所承担的工作量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己所能

承受的范围
。

对
“

一个导师每年指导研究生多少人最合适
”

这

个问题
,

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导师认为最好能控制在

每个博
、

硕士生年级指导 名研究生
,

并倾向子只指

导博士研究生
,

认为硕士研究生最好让硕士生导师

指导 硕士研究生导师认为
,

每年级指导
一
名硕

士生才能保证较高的培养质量
。

理科的博士生导师

认为
,

指导的学生最好能形成一个梯队
,

各个年级都

有
,

这样形成一个团队
,

不仅有助于提高导师指导的

效率
,

同时在团队内部实现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

思想碰撞与交流
,

更好地促进学生们的学习与发

底 因此 理科的博士生导师也认为每年可以分

别招收并指导博
、

硕士生
一

名
。

硕士研究生导

师则认为可以指导每个年级的硕士生
一
名左

右
,

认为在这样的范围内既能保证每一名学生得

到比较多的指导
,

同时又不浪费实验设备等硬件

资源
。

工科导师与理科导师的看法基本相同
,

但

有个别导师提出成立导师组的构想
,

并认为采取

这种方式
,

可指导更多的研究生
。

经济管理类的

博士生导师认为每年可分别招收并指导博士生和

硕士生各 名
,

认为在这样的范围内能保证较

高的培养质量
、

术科教师普遍认为每个年级指导
一
名硕士生是最多的

。

总之
,

不同学科导师对指

导研究生人数及其合理生师比有木同的见解
,

具体

统计数据见表

表 导师认为合理的师均指导学生数

博博博士生导师师 硕士生导师师 合计指导硕硕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生数量 人博博博士生 人 硕士生 人 硕士生 人

最最最低低 最高高 最低低 最高高 最低低 最高高 最低低 最高高

文文科科    

理理科科

工工科科

经经济济    

术术科科科科科科

注 根据教育部 年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指标 试行 饥本表

“

合计指导硕士生数量
”

一栏
,

将博士

生数按 折合为硕士生数
。

由表 可见
,

人文学科
、

理科
、

工科
、

经济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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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科的多数导师教师能够认可 的最高生师比分别

为
、 、 、 、 。

综上所述
,

不论是接受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研究

生
,

还是接受访谈的导师
,

基本上认为该校硕士生教

育的实际生师比偏高
。

表 有关硕士研究生教育几种生师比的比较

三
、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合理生师比测算

人人人文社科科 理科科 工科科 经济管理理 术科科

合合理 生师比比

实实际生师比比

学学生期望的生师比比  

教教师期望的生师比比

教教师认可的最高生师比比    !!!

合理生师比的测算
,

是依据劳动法规定的教师

工作时间
、

学校规定的教师教学工作量
、

各专业研究

生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
,

并参考教师和学生的反馈

意见
,

以及教学管理人员的见解等进行的
。

具体测

算步骤 一是根据访谈和问卷征集多方意见
,

确定各

类研究生课程的合理班级规模
,

二是通过计算
“

生均

占用教师资源的合理数
” ,

进而推算出合理的生师
·

表 各类研究生课程的合理班级规模

院院系系 各类研究生课程的合理班级规模模
科科类类类

院院系系 英语 公共共 政治公共共 专业课课 专 业 选 修修 跨系选修修
课课课 人数 课 人数 人数 课 人数 课 人数

文文科科  !

理理科科  !  

工工科科  !  

经经管管  

术术科科

平平均均  

比
。

根据有关问卷调查和访谈所确定的各类研究生

课程的合理班级规模见表
。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确定的每位教师满负荷工

作量的规定
,

以及各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以及

问卷的反馈意见等因素所确定的
“

生均教师配备数

计算公式
”

如下

生均教师配备数 乏l(教师每学期满额授课

学分数 /( 授课学分数
·

学期期数
·

授课班级人

数)] }
·

1 1
0 %

合理生师比
=
l/ 生均教师配备数

注
:
公式中乘以 110 % 是考虑 10 % 的教师储备

,

以应对出差
,

休
、

病假等情况
。

例
:
人文学科硕士研究生 (三年制)合理生均教

师配备及其生师比的计算如表 6
。

根据表 6
,

同理可推
,

理科
、

工科
、

经济管理和术

表 6 人文学科硕士研究生(三年制)合理生均教师配备

人人文学科类研究生合理生均教师配备数数

二二
{艺〔各类课程学分数/( 教师每学期满额授课学分数

·

学期期数
·

班级最多授课人数) ]}
·

1 1
0 %%%

课课程与学学 课程程 教师每学期期 授课课 授课班级级 课程 学分数/ (授课学分数数 生均占用用

位位论文文 学分分 满额授课学分分 学期数数 最多人数数
·

学期期数
·

授课人数))) 教师工作量量

政政治公共课课 444 888 666 76
.
2888 4 / (8

·

6

·

7
6

.

2 8
)))

0

.

0
0 1 0 999

英英语公共课课 444 888 666 2 6
.
7 000 4 / (8

·

6

·

2 6

.

7 0

)))

0

.

0 0 3 1 222

专专业课课 l222 888 666 10
.
9222 12/ (8

·

6

·

1 0

.

9 2

)))
0

.

0
2 2 8

999

专专业选修课课 888 888 666 13
.
2222 8 / (8

·

6

·

1 3

,

3 2

)))

0

.

0 1 2 5 111

跨跨系选修课课 222 888 666 21
.
4666 2/ (8

·

6

·

2 1

.

4 6

)))

0

.

0
0 1

9
444

综综合实践课课 222 888 666 1000 2 / (8
,

6

·

1 0
)))

0

.

0 0 4 1 777

论论文文文 888 66666 r/ (10
·

3

)))

0

.

0 3 3 3 333

合合计0
.
07905 ,

乘以 110%
,

则生均教师配备为 0
.
086955 ,

生师比为 11
.
5:111

注
:
根据问卷调查学生反馈的导师指导学位论文的时间以及导师的估计

,

每篇硕士学位论文

的指导时间约相 当于教师年教学工作量的 1/ 10
,

即第三 学年每周指导半天
。

科等四科的合理生师

比分别为
:11
.
0

、

1 2

.

5

、

1 2

、

5

.

5

。

由表 7 可见
,

上述所推算的硕士研

究生教育 的合理生师

比的数值
,

除了人文学

科的合理生师比的数

值超出了
“

导师认可的

最高生师比
” ,

其他数

值均落在导师与学生

的期望值与导师认可

的最高生师比值之间
,

并远低于实际 的生师

比
。

( 责任编辑 周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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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