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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硕士研究生日常管理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着密切联系。为了培养一批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且能适应特定

行业、职业实际工作需求的应用型人才，采取有效的日常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日常管理的特征

出发，就其日常管理提升路径进行探究，以此为提高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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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to Improve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Full-time Postgraduate Students 
Liu Xiaoyun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order to train a group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ho hav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can adapt to the actual work needs of specific industries and occupa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adopt an effective 

daily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management of full-time postgraduat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daily management improvement, so a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ull-time post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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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与个体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非日常生活是

与社会整体相关的，但是在显示生活中这两者的界限还存在

不清晰的现象，在实际情况中，这两者相互重叠与交叉。虽

然这种分类存在一些不足，但对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日常

管理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就如我给无法清晰的界定人的日

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我们同样无法对立硕士研究生的日常

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工作”

看作“课堂学习”与“实验”，并将研究生的生活划分为两

类，即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通过采取有效的方法管理其

日常生活，从而达到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目的，本文

着重就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日常管理提升路径进行分析。 

1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日常管理的特征 

1.1多元化 

高校相关部门与研究生导师是当前硕士研究生的日常

管理主体，实习单位及研究生的自我管理还存在不足，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具有的多元化特点，，能将每个管

理主体的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进行全面

化管理，从而使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得到提高。 

1.2弹性化 

硕士研究生日常管理的弹性化主要体现在入学资格、学

习年限、学习方式三个方面，其中入学资格弹性化是指高校

逐渐对一些通过正常渠道考试升上来的学生与社会人士开

放，使得同一专业学生的专业水平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学

习年限弹性化是指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去年高考来规定

学位的学习时间，在未来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时间将逐渐变得

灵活；学习方式弹性化是指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转为新 

无论是家长还是幼儿园教师，都应做好儿童的支持者、

合作者和引领者的角色。让儿童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的，自

己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更进一步的创

造性的发展，当儿童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那么他会获得足

够的社会支持的资源，将来才会有无限的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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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学模式，如，远程教育等，其能达到学生及生活工作效

率的提高。 

1.3主体性 

学校在管理硕士研究生时，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管理方

法，将无法达到研究生自我成就的激发的意愿，因此，为了

使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管理质量得到提高，应当采取有效的日

常管理模式。 

2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日常管理提升路径 

2.1“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 

“三位一体”管理首先要讲每个管理主体的管理职能发

挥出来，全面科学的管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对其自我管理

进行鼓励，以此使硕士研究生管理质量得到提高。通过建立

“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能有效衔接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

校内理论学习、校内实践、社会实践。在该管理模式的建立

过程中，应当树立“人”的生命意识，遵循“以人文本”的

管理理念；应当走出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认识到人不应该

被束缚，其应该是自由的、生长的。 

2.2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要想更好的达到高校学生培养目标，在对其进行管理时

应当要将新型的管理模式应用于实际中，不仅要对学生的教

育进行管理，还应当对其生活进行管理。管理学生需要为学

生服务，因为管理中包含了服务，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应采取有效的管理方式为学生提供服务。要想使学生工

作者与学生的关系更加密切，学生工作者应当在服务方面下

功夫，以此使学生工作者与学生的距离得以拉近，为更好的

管理学生奠定良好基础。 

2.3建立激励机制，提高学生主动性 

激励是人本管理的核心所在，人们通常十分渴望想要达

到的目标，等到这个目标达到了时，又十分渴望达到另一个

目标。因此，每个人都是渴望成功的，大学生也不例外，高

校管理者通过结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建立有效的激励机

制，能试学生的成就感需求得以满足。为了达到大学生的激

励效果，可以采用物质激励法，通过对其进行物质奖励，或

者授予荣誉称号，以此调动大学生的主动性。 

2.3加强社会实践，使学生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要想使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日常管理得到提升，还可以通

过加强社会实践的方式，硕士研究生的管理主体主要是实习

单位，其应当要与高校建立培养质量反馈机制，加强与高校

之间的沟通，定期向高校提供硕士研究生的实习情况，包

括实习心得、体会等，结束实习后，应真实的反馈硕士实

习生的具体表现，并给出综合建议，以此将实习单位的管

理主体职能充分发挥，从而为提高硕士实习生的实践能力

奠定基础。 

3 结语 

为了提高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采取有效的管

理模式十分有必要，由于他的实践经验较少，学校应注重建

立“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在管理中还应当做

到以“服务”为中心、注重调动学生主动性，对其社会实践

予以加强，从而为培养一批高素质、综合型的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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