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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我国 21 所高校 630 名在职体育硕士的培养状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我国

在职体育硕士的普遍特征是高校教师、31 ～ 40 岁、已婚、工龄 4 ～ 10 年，这些因素与报考态度、师资现状、课程设置、管
理方式、学习反馈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深入剖析这些相关性的内在机理，提出从“在职”到“非全日制”不是

取代而是补充，并对即将来临的体育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的转型提出建议: 1 ) 应用型———明晰培养方向; 2 ) 分类培

养———提高培养效率; 3) 弹性学制———突破时空限制; 4) 质量评价———保证人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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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630 part-time of China kinesiology postgraduates in 21 universities cultivation conditions are investigated by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Ｒesults show that the postgraduates' identities are teachers，31 ～ 40years old，married，4 ～ 10
years employed，and these identities were related to teachers' situation，curriculum，management，and learning feedback． Further
analyz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correlations which show that model transition from the“on-the-job”to the“part-time”
one is“supplement”rather than“replacement”，from this to propose the coming part-time kinesiology postgraduates model
transition: 1) application-oriented———clear cultivating direction; 2 ) cultivating classification———improve efficiency; 3 ) flexible
education system———breakthrough the limit of time and space; 4) quality evaluation———ensure the quality of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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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职硕士的培养模式存在着“在职不研究”和

“重取证轻学术”等诸多问题。［1］为了提升在职硕士的培

养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 2014 年招

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指出，“从 2016 年起，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招生工作，将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形式纳入国家招生

计划和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管理。”［2］

目前，我国具有在职体育硕士招生资格的院校有

21 所，具备授予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院校有

62 所，研究生的培养类型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

比例正逐渐加大。［3］2009 年，体育硕士招生范围开始

发生重大变化，在职体育硕士的身份转变为非全日制

体育硕士，他们毕业后获取的“单证”将升级为“双

证”。［4］如何更好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对我

国在职体育硕士的培养现状进行实证调研显得尤

为重要。基于此，本研究对全国 21 所在职体育硕

士培养单位的 630 名在职体育硕士进行问卷调查

和访谈，在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在职体育

DOI:10.19715/j.tiyukexueyanjiu.2016.05.013



体育科学研究 第 20 卷

投稿网址: http: / /xuebaobangong． jmu． edu． cn / tyb /

硕士模式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性，为模式转型的顺

利进行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我国在职体育硕士的培养单位有 11 所体育专业

院校，6 所师范类院校，4 所综合类院校。以全国 21
所院校的 630 名在职体育硕士为问卷调查对象，每所

高校各抽取 30 名在职硕士填写问卷，并对部分高校

的在职硕士进行访谈( 抽样情况见表 1) 。
1． 2 问卷的编制

编制问卷目的是全面了解我国在职体育硕士学位

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困境，为构建非全日制体育硕士培

养模式提供参考。调查对象包括学生、教师、课程和高

校管理等四部分内容，每部分内容涵盖了个人信息、选
拔方式、课程设置、师生互动、学位要求等要素。设计

两份访谈提纲，分别对在职体育硕士及导师进行访谈。

表 1 全国在职体育硕士抽样调查的样本信息表

参数 变量 数量 比例 /%

性别
男性 387 68． 8

女性 175 31． 2

年龄分层

30 岁及以下 96 17． 1

31 ～ 35 岁 269 47． 9

36 ～ 40 岁 176 31． 3

41 ～ 45 岁 19 3． 4

45 岁以上 2 0． 3

婚姻状况
已婚 455 81． 0

未婚 107 19． 0

学历
本科 490 87． 2

大专及以下 72 12． 8

职业

高校教师 428 76． 2

中学教师 104 18． 5

科研人员 20 3． 6

行政人员 10 1． 7

工龄

2 年以下 44 7． 8

2 ～ 3 年 76 13． 5

4 ～ 5 年 181 32． 2

6 ～ 10 年 198 35． 0

10 年以上 63 11． 5

1． 3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利用在职体育硕士暑假集中学习的期间，课题组

成员采用现场发放和代发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增加回

收问卷的效率。本次发放的问卷 630 份，剔除无效

卷、空白卷和信息不全的问卷，有效问卷 562 份，有效

回收率为 89． 2%。
1． 4 数理统计法

采用 SPSS20． 0 统计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

析，分析的方法有: 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

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采用反向计分方法，定

序变量赋值为 4 分制，分数越高说明该指标的重要程

度越低。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 在职体育硕士的报考态度分析

2． 1． 1 专业素养

在职体育硕士在入学前后的专业对比，与原来专

业一致的有 370 人，占 65． 8%，与原来专业不一致的

有 192 人，占 34． 2%。他们的专业以体育教育方向

为主，占 70． 2%，运动训练方向占 23． 5%，社会体育

方向占 5． 8% ; 入学之后，这三个研究方向的人数比

例分别变为 71． 5%、18． 6%、8． 3%。这一结果说明

在职体育硕士大部分是高校教师，其次是中小学体育

教师，他们的专业结构在入学前和入学后的变化不

大。在访谈过程中，专业方向只是一个参考，他们入

学后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导师的要求改变原来的专

业方向。由此可见，在职体育硕士的专业素质相对较

高，具备体育从业人员的必备素质。
2． 1． 2 报考原则

选择高校的原则可以反映出在职体育硕士的报考

态度。在这个选项中，“就近原则”几乎占了调查人数

的一半，达到 45． 2%，“名师名校”占 33． 5%，“录取概

率”占 15． 3%，让 学 生 自 己 填 写 的“其 他”选 项 占

6. 0%，这些选项包括“专业相近”和“他人推荐”等。
“就近原则”体现了“在职”的特点，他们的精力有限，

“就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时间和减少路程。选择

“名师名校”是考生的第二个首选项目，体现了在职体

育硕士在便利的条件下追求优质教育的愿望。选择

“录取概率”只占 16． 2%，这与人们印象中对于“在职

硕士”只想“随便考所高校”的印象并不一致。
2． 1． 3 报考动机

设计问卷时把我国在职体育硕士攻读学位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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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为: 获取硕士学位、职称晋升、单位要求、拓宽人

脉和攻读博士学位等 5 个要素。超过 57． 6% 的在职

体育硕士认为“获取硕士学位”和“职称晋升”是“非

常重要”和“重要”的，有 29． 5% 的人在“单位要求”
“拓宽人脉”和“攻读博士”等方面认为“不重要”。
说明大多数在职体育硕士比较现实，提升学位和职称

晋升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2． 1． 4 录取看法

在职体育硕士的录取方式是否应该有别于全日

制的体育硕士研究生? 有资料表明，对于在职体育硕

士的录取方式有必要进行改革，以面试为主，可以避

免部分优秀学生因为笔试不过关而落榜。但通过对

在职体育硕士进行调查时发现，超过半数的人选择应

该 以 笔 试 为 主 的 考 试 形 式，占 到 总 调 查 人 数 的

58. 2%，而以面试为主的则只占 17． 6%。认为以“笔

试 + 面试”的综合分数的录取形式“主观性太强”占

到 20． 6%，因为他们认为“只要笔试过关，不管卷面

分数高低，所有的人录取机会平等，面试只不过是形

式而已”。选择“其他”的自填式选项，主要是“录取

靠关系”和“名额已内定”等一些主观想法，这部分人

不多，只占 3． 6%。看来，在职体育硕士对于笔试的

形式较为认可，认为分数才能客观地体现录取的公

平性。
2． 1． 5 选择导师

研究表明，选择什么类型的导师对于在职体育硕

士的学业发展有着很大的关联。我国在职体育硕士

定位于“实践型”，按常理而言，他们对于“学术成就”
应该是不感兴趣的，但调查显示，选择“学术成就”导

师的学生高达 43． 6%，他们认为这样的导师才是“真

正”的导师，才有能力带好学生。有 29． 3% 的学生对

于导师的“人格魅力”很重视，普遍受诟病的师生关

系同样也困扰着在职体育硕士，他们在报考之前通常

会直接或间接地了解想报考导师是否“做人不错”，

是否“好相处”等一些问题。只有 20． 6% 的学生关注

导师的研究方向与自己是否有关联，这一调查结果并

不意外。在实地访谈的过程中，有不少体育教育或运

动训练的学生，希望把自己变得“学术”点，转换到有

“学术含量”的专业能够使自己在论文写作方面更加

熟练。
2． 2 在职体育硕士的师资现状调查

2． 2． 1 教师授课情况

理想的授课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指导学生，而且

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它对于提高课堂效率有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研究生对授课教师的整体看法是，

“相当 认 真”的 教 师 占 15． 2%，“认 真”的 教 师 占

26. 7%，“应付了事”的教师占 18． 7%，“不负责任”的

教师占 37． 3%。认真负责表现在因材施教和师生积

极互动方面，不认真负责体现在照本宣科和对学生不

负责任两方面。从调查结果看，教师授课的整体状态

并不乐观，应付了事的偏多，这与学生上课的状态也

有关系，但学生上课纪律性太差也应负有责任。访谈

发现，学生建议教师的授课方式要灵活些，授课时间

最好安排在周末，并与视频教学同步进行，方便有工

作任务的同学跟踪学习。
2． 2． 2 导师结构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在职体育硕士很少有专门的

“实践型”导师。在职体育硕士导师有 86． 8% 是本校

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导师，有 10． 5% 的导师是本校

的博士生导师，其余是一些校外兼职导师。专职的在

职体育硕士“实践型”导师很少，几乎是由“学术型”
导师指导“实践型”学生，虽然不排除部分“学术型”
导师同时也具备“实践型”的指导能力，但是这种方

式身兼两职无疑会分散精力，降低培养质量。“学术

型”和“实践型”导师分类指导，不仅能降低培养成

本，又能够提高培养效果。55． 3%的在职硕士认为导

师的“实践型”知识结构欠缺，特别是实践中操作性

比较强的如赛事组织与管理、体育赞助、社会调查等

内容很少谈及。“学术型”导师比较重视科研，而且

大部分时间用于写学术论文和申请课题，很少有时间

参与到各种社会实践当中，因而社会实践能力稍有

欠缺。
2． 2． 3 师生互动的状况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

因素之一。在职体育硕士与导师经常见面的或偶尔

见面的 比 率 较 大，“总 是”和“从 来 没 有”的 很 少。
40. 5%的学生认为导师“相当负责任”，32． 2% 的学

生认为导师“负责任”，27． 6% 的学生认为他们的导

师“不负责任”，相当不负责任的导师几乎没有。学

生对导师的指导比较满意的几乎占了总调查人数的

一半，达到 47． 15%，感觉“非常满意”的有 38． 79%，

两者总数达到 86%，说明学生对于导师的指导能力

比较信任。感觉导师对自己“帮助很大”和“有些帮

助”的占 65%，“帮助不大”的占 23%，整体上导师对

学生的帮助比较大。访谈时有学生提到，导师在每学

期应适当抽空督促学生的学习进度，采用适当的网络

教学，灵活选择上课时间。学生应珍惜学习的机会，

·17·



体育科学研究 第 20 卷

投稿网址: http: / /xuebaobangong． jmu． edu． cn / tyb /

上课不能聊天和玩手机。
2． 3 在职体育硕士的课程设置调查

2． 3． 1 理论与实践关系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重要的教学环

节和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5］，但是部分人认为专业

实践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6］。目前我国对于在职体

育硕士的培养属于“实践型”导向，在攻读体育硕士

学位期间，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能力相对于入学之前有

何变化? 问卷调查在职体育硕士在过去的三年内将

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频率，结果显示，选择“总是”的人

数有 202 人，占调查人数的 35． 7%，选择“经常”的有

244 人，占 43． 1%，选择“偶尔”的人数有 107 人，占

18． 9%。在“专业理论能否满足工作”这一问题的回

答是，“完全满足”有 167 人，占 29． 5%，“基本满足”
有 323 人，占 57． 1%，基本不满足和完全不满足只占

14% 左 右。在 信 息 应 用 能 力 的 自 我 评 价 中，有

26. 3%的人对自己的能力“完全满意”，52． 5% 的人

“基本满意”，18． 9%的人“基本不满意”，只有 1． 6%
的人感觉“完全不满意”。

通过对“理论应用于实践情况”“理论满足实践

的情况”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等因素与婚姻状

况、工龄、年龄和职称等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在

职体育硕士理论应用实践方面在年龄上有显著性差

异; 理论满足于实践方面，性别差异明显; 信息应用能

力方面，在性别、年龄、工龄和职称方面均有显著性差

异( 如表 2 所示) 。

表 2 理论与实践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理论实践关系 显著性( 性别) 显著性( 年龄) 显著性( 工龄) 显著性( 职称)

理论应用实践 0． 554 0． 002＊＊ 0． 839 0． 771

理论满足实践 0． 041* 0． 449 0． 088 0． 705

信息技术应用 0． 001＊＊＊ 0． 001＊＊＊ 0． 001＊＊＊ 0． 011*

注: 星号代表显著性差异程度。

2． 3． 2 课程满意度分析

在“期望加强的课程”选项中，“科学方法”和“学

科前沿”所占的比例最大，可见，在职体育硕士对于

学术的追求有很大的热情; “外语学习”和“信息技

术”次之，但这两类课程的“不重要”因素分别占了大

约 20． 3%和 30． 6%。52． 2%的学生认为公共课是本

科课程的重复，根本没有必要开设，采取网络授课和

自学而不是集中授课。在职体育硕士“完全同意”或

“比较同意”目前所在高校的理论课程倾向于“高度

趋同”“知识陈旧”和“跨学科少”等现象。有学生反

映，他们所学的课程很多是以前知识的重复，难以激

发起学习兴趣，学生上课玩手机、睡觉、聊天甚至请假

旷课等现象屡见不鲜。课程设置应该征求学生的建

议，要符合“在职”的特色。
2． 3． 3 婚姻状况与课程设置的相关性调查

对课程设置与在职体育硕士个人背景的相关性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发现: 婚姻状况与“专业课

的重要 性”有 显 著 相 关，P = 0． 047，未 婚 者 ( M =
1. 42) 比已婚者( M = 1． 54) 更倾向于认识到专业课的

重要性; 婚姻状况与“期望加强的课程”显著相关，

P = 0． 001，未婚者( M = 1． 46) 比已婚者( M = 1． 23) 更

加认识到“学科前沿”的重要性; 学历状况与“专业课

的重要性”有显著相关，t = 2． 228，P = 0． 026，大专及

以下的学历( M = 1． 86 ) 比本科学历( M = 2． 13 ) 更倾

向于认为公共课比较重要性，而本科学历比大专学历

更多地认识到目前的大多课程存在“高度趋同”的

现象。
2． 4 在职体育硕士的管理方式调查

2． 4． 1 培养单位的管理状况

加强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在确保培养质量

的前提下提高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率。［7］在职

体育硕士所在高校的教学管理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

质量。经过调查，研究生管理方面，认为“非常轻松”
有 11． 7%，认为“宽松”达 50． 2%，认为“相当严格”
占 18． 9%，认为“严格”占 18． 6%。学生对于研究生

管理的“宽松”和“严格”的划分依据是学分和学位论

文。被调查的学生认为在职体育硕士的教育特色应

该是“学术型”的占 22． 1%，认为应该是“实践型”的

占 32． 2%，认为应该是“复合型”的占 39． 7%，这一

调查结果与在职体育硕士应该是“实践型导向”的看

法不大一致。通过深度访谈，相对于实践能力训练，

在职体育硕士更倾向于学习科研方法和训练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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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
2． 4． 2 对管理方式的看法

对在职体育硕士学习状态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婚姻和学历两个因素与教学质量、教育管

理和有助于解决工作问题等因素有显著性差异。表

3 的数据显示，对于在职学习有助于解决实际工作中

的问题这一选项，已婚者和未婚者均持否定态度 ( M
＞2) ; 婚姻状况与教育管理呈显著相关( P = 0． 001) ，

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倾向于认为培养单位的教育管理

比较严格( M ＞ 2) ; 教学质量的评价与学历的相关性，

其显著性 P = 0． 044，本科学历的学生接近基本满意，

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学生不大满意( M = 2． 18) 。

表 3 在职体育硕士学习状态的独立样本 t 检验表

因素 个人背景 数量 均值 t 检验 显著性

解决问题
未婚 107 2． 91

已婚 455 2． 69
2． 742 0． 007＊＊

教育管理
未婚 107 2． 72

已婚 455 2． 38
3． 421 0． 001＊＊

教学质量
本科 490 1． 99

大专及以下 72 2． 18
－ 2． 020 0． 044*

注: 星号代表显著性差异程度。

2． 4． 3 获取学位的因素分析

学位论文、实践能力、师生关系等因素排在重要程

度的前三位。经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婚姻状况与

实践能力( P = 0． 001＊＊ ) 、师生关系( P = 0. 008＊＊ ) 等

两个因素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婚姻方面，未婚学生比

已婚学生更趋向于认为实践能力和师生关系是获取学

位的重要因素。学历方面，本科学历的学生比大专及

以下的学生更重视学位论文( 见表 4) 。

表 4 在职体育硕士获取学位因素的 t 检验表

前三位因素 个人背景 数量 均值 t 检验 显著性

实践能力
未婚 107 1． 38

已婚 455 1． 61
－ 3． 314 0． 001＊＊

师生关系
未婚 455 1． 42

已婚 107 1． 63
－ 2． 702 0． 008＊＊

学位论文
本科 490 1． 48

大专及以下 72 1． 75
－ 2． 834 0． 005＊＊

注: 星号代表显著性差异程度。

2． 5 在职体育硕士的学习反馈

2． 5． 1 学习效果调查

在职体育硕士的一大特点是边工作边读书，他们感

觉学习任务“非常轻松”( 19． 9% ) 和“轻松”( 24. 3% ) 的

总和占有 44． 2%，认为学习任务“一般”的占到 53． 6%。
有 54． 3%学生对于自己在校的学习效果感到满意，认为

“效果甚微”( 36． 5% ) 或“完全没效果”( 9． 2% ) 的也占有

将近一半的比例。学生对于所在高校的教学质量的满

意度情况是，“非常满意”的占 25%，“比较满意”的占

50%，“基本不满意”的占 22. 4%。认为其所在高校的教

学管理“非常宽松”的占 11． 74%，认为“宽松”的占

50%，认为“相当严格”的学生占 19. 04%，认为“严格”的

占了 18． 68%。从统计结果看，学生对于高校的教学质

量和教学管理比较有信心。
2． 5． 2 学习期望和需求

在职体育硕士的学习期望与婚姻、学历等因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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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显著性相关。婚姻状况与学习期望存在着显著

的相关性( P ＜ 0． 05，均值小于 2) ，婚姻对于学习期望

的影响明显。已婚者比未婚者有更重视提升理论知

识、实践经验和职业能力等三方面的能力，未婚者比

已婚者更期望在学习过程中提高科研能力( 见表 5) 。
2． 5． 3 在职硕士学位的认可度

一些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投入少、教学

环境差，以及社会对这一学位认同度不高等问题。［8］

与全日制硕士学位的“纯正度”不同，社会对于在职

硕士学位的认可度并不高，把他们的学位形容成“注

水文凭”。对比社会较低认可度，在职体育硕士对于

这种学位的认可度较高，有 61． 1% 的学生对其学位

“完全认可”，有 30． 9% 的学生“基本认可”，两者相

加高达 90% 以上。被调查的在职体育硕士认为，在

职硕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并非是“注水”，得到国

家和单位的承认，在问及“是否支持弹性学制”时，

59． 7% 的学生“非常支持”，35． 2% 的学生“基本支

持”。对部分在职体育硕士深度访谈时，他们均提到

学习与工作的矛盾。大部分学生的职业是教师，他们

有寒暑假，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学习，但对于一些

非教师职业的在职硕士，或是教师职业在寒暑假有其

他任务的，他们就难以协调“工学矛盾”。

表 5 婚姻与学习期望的相关性统计表

学习期望 婚姻状况 数量 均值 t 检验 显著性

理论知识
未婚 106 1． 28

已婚 454 1． 44
－ 2． 806 ． 006＊＊

实践经验
未婚 106 1． 30

已婚 454 1． 48
－ 3． 215 ． 002＊＊

科研能力
未婚 106 1． 58

已婚 454 1． 45
2． 236 ． 026*

职业能力
未婚 106 1． 22

已婚 454 1． 31
－ 2． 097 ． 038*

注: 星号代表显著性差异程度。

3 结论

1) “已婚”是在我国职体育硕士最明显的特征。
婚姻状况与学习期望、实践能力、师生关系等因素存

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获取硕士学位、谋求职称的晋

升、单位要求、拓宽人脉和攻读博士学位等是报考在

职体育硕士的动机。“就近原则”和“名师名校”是考

生选择高校的两大理由。
2) 在职体育硕士的授课教师上课的整体状态并

不乐观，应付了事的偏多。学生倾向于选择“学术成

就”和“人格魅力”型导师; 在职体育硕士的导师由本

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专职的“实践型”
导师数量极少。“集中面授”和“在线指导”是受学生

欢迎的两种形式。
3) 在职体育硕士课程设置存在着“高度趋同”

“知识陈旧”和“跨学科少”等现象，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需要提升的能力有: 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科研能力

和职业能力。有 1 /3 的学生认为公共课和选修课

“不重要”或“完全不重要”，须减少公共课程，增加选

修课，多开设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实践课程或增设对实

际工作有帮助的课程。
4) 在职体育硕士对培养单位的教学质量评价

“基本满意”，理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选项有过半的

人选择“部分有用”。相对于实践能力训练，在职体

育硕士更倾向于学习科研方法和训练学术思维。

4 建议

4． 1 分层分类培养

在职体育硕士的课程设置和导师安排与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基本一致，在职体育硕士几乎成为“在职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种类型的

硕士除了入学和答辩的要求不一样，其他因素则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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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在职体育硕士的教育不仅仅是“教”，更重

要的在于“育”，既要注重结果管理，也要重视过程管

理，保证培养的延续性和高质量。
4． 2 定位培养目标

我国传统上的研究生分类，按培养目标分为学术

型研究生和应用研究生，按学制分为全日制研究生和

在职研究生。由于培养目标定位宽泛模糊，导致应用

型研究生学术化，难以突出“在职”和“应用”这些特

质，把学术需求型硕士和实践需求型硕士分类培养，

有利于目标的清晰定位。在职体育硕士全国联考并

入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有利于加强对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统筹管理，提升专业

学位的教育质量和社会认可度。
4． 3 编写实践型教材

体育经典教材对于在职体育硕士的培养起到不

可替代的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和培养单位有必要组

织一线专家撰写一批合适的教材，内容要有别于全日

制研究生的系列教材，理论联系实际或是实践性的内

容多些，让学生可以现学现用。一些欧美国家原版的

或翻译的体育教材实践性很强，又不乏经典理论支

撑，是我国在职体育硕士难得的学习资料。但是，目

前我国的此类教材相当少，而且由于在职体育硕士的

外语水平整体水平较低，外文文献的阅读和理解受到

一定的影响，缺少原版的或是翻译的国外教材，难以

了解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展动态，研究生的国际

视野因而受到限制。
4． 4 建立评价系统

建立科学的评价系统，可以有效地保证学生质

量。评价系统分为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外部评价

主要是教育部门制定较为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实

施标准，对各院校进行科学评估并根据得分列出等

级，对于不达标的高校进行通告。内部评价是指自我

管理，包括负责人、教师和学生三个因素。教师和学

生方面，学校研究生部门可以建立互评系统，教师可

以对某一学生或是某一现象进行评价，学生也可以对

课程设置和教师的授课情况进行匿名评价。
4． 5 做好转轨工作

在职体育硕士培养自实施以来，培养了众多的应

用型体育专门人才，加速了我国体育专业硕士融入终

身教育理念的进程。回顾在职体育硕士的培养模式，

正确认识其优势和缺陷可以在原有基础上扬长避短，

提高非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效率。从

“在职”模式到“非全日制”模式不是取代而是补充。
在模式转轨的过程中要注意: 贯彻应用型的培养方

向，实行分类培养以提高培养效率，尝试弹性学制以

突破时空限制，构建质量评价以保证人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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