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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理论研究
高校是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机构，学生在高校接受学习期间，需要高校加强教育管理，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社会实践，进行科学研究。因此，高校担负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重任。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经济的
发展，必须要加强对高校的教育管理。研究生教育管理是高校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途径，高校的从业人员

要根据人才培养的需求，以教学目标为导向，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将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进行合理化、科学化
安排，合理利用教育管理的方法，保障高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为国家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高校研

究生教育管理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是保证教学质量，维护教学秩序正常运转，推动教学计划顺利开展
的重要因素。

薛天祥主编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学》(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一书结构严谨，利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指导，构建了
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相关理论体系。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六个章节。第一部分从研究生管理活动
的不同环节出发，将管理的相关理论体系构建进行了说明，以体系构建的逻辑为出发点，对教育系统进行了分析，

并向下延伸，指明了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的，并重点为读者介绍了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对研究生教育管理
工作需要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这部分的最后提出了研究生管理体系构建逻辑的最终环节，即提高研究
生教育管理效益的办法；第二部分为后六章主要讨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效益，需要的方法，高校要通过合理的教学

计划，良好的组织模式，行之有效的指挥方式，完善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加强对研究生教学工作的管理。随着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个知识经济快速膨胀的时代，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要求不仅是对研究生
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还体现着对研究生管理工作的要求。在这个要求下，我国的高校研究生管理工作必须要与时

俱进，进行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创新，从而提高研究生管理的水平。
该书为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水平提供了指导，在作者的介绍下，研究生的教育系统、教育理念、教学目标、教育

管理基本原则、方法等内容完整构建了高校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为高校开展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等教育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培养来源，因此，高校必须要加强教学管理，相关教育从业者要与时俱进，从
教育工作的理念出发，以国家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为导向，紧密结合专业知识，不断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管理，建立
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对教育工作进行严格把控，形成良好的组织模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从而实现
高校研究生管理水平的提高。

此书为加强研究生培养，推动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高等教育是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高校对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原则，从研究生培养工作和高校的实际出发，构
建完善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将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融入教学内容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
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方法。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作为培养人才的
单位，高校必须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将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精准把控，将教学理念、教学目标、

人才培养计划融入管理体系中，根据不同专业学科的要求，调整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将所有细节系统化，形成一
套完善的研究生教学管理系统，提升高素质研究生人才的培养水平。

高校研究生教学和管理工作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进行创新。该书从理论层面将高校研究生管理工作进行了分
析，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和办法，对高校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优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胡俊梅，泉州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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