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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习状况调查分析

——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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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东北林业大学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问卷调查，从专业认同、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

习成效四个维度的学习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整体上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普遍较高且学习态度总体较积极，但

在学习能力方面学生之间的差距较大，部分同学的学习成效还有待提高。跨专业学生与非跨专业学生在四个维

度上的学习状况差异不显著，在学习能力与学习成效方面跨专业学生学习状况略逊于非跨专业学生。科研规划

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基础知识掌握程度是决定学生学习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引导学生对于理论知识进行

定期的巩固，鼓励学生在研究实践中提出创新性观点想法，细化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这将有助于产生积极的学

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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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ve Analysis of Learning Situation of Logistic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Postgraduate Students:
Taking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as Example

WU Jinzhuo, FAN Zhit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logistic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we examined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the students from four dimensions being specialty identification,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effect. Through the survey, we found that on the whole, the students could well identify with their specialty and
were generally of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but in terms of learning ability, a large gap existed among the students, and some of the students
shoul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ffec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rans-specialty students and non-trans-specialty students
concern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d in terms of 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effect, trans-specialty students were slightly
inferior to non- trans- specialty students. It was also concluded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planning ability,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fundamental knowledge mastery were important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learning effect of the students, therefore, the students should be
guided to reinforce their theoretical knowledge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hey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come up with innovative idea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d fine-tune their 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programs, which would help them achieve positive learn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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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生教育阶段是高等教育中非常重要的教育

环节，是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要结合点，是推动

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当前经济结构转

型、消费升级、高等教育规模扩大背景下，为进一步

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培养符

合社会发展建设需求的尖端人才，我国不断推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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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实施，完善研究生教育体制，研

究生招生规模也在持续扩大[1]。2019年，全国研究生

招生人数已经达到91.65万人[2]。与研究生扩招相呼

应的是更为火热的研究生报名。越来越多的学生愿

意投入到研究生学习中以实现自我核心竞争力的提

升。据统计，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

290万人，相比2018年增长21.8%。在此背景下，如

何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对研究生教育制度与方

式的重大挑战。

专业学位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培

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

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

位类型[3]。随着社会各界对于专业学位的认可度提

高以及国家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于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需求的增加，专业硕士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比

例日益提高。至2017年报考专业型研究生的比例已

经超过学术型研究生达到了56%，成为研究生教育

的主体[4]，这也反映了社会对于专业型尖端人才的迫

切需求。物流工程原属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2019年7月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对

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进行调整的通知》（学位[2018]7

号）文件调整到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类别下的招生领

域之一—物流工程与管理。伴随着专业学位招生领

域的调整，初试考试科目也进行了调整，招生来源变

得更加广泛，跨学科报考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为了了解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

养过程中的学习状况，本文以东北林业大学物流工

程与管理专业学位领域为例，运用网络问卷调查和

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生的总体学习状况

和跨专业研究生学习状况进行分析，以期发现物流

工程与管理领域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最终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

1 文献综述

1.1 研究生学习现状
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于研究生的学习状况进行了

调查与分析，试图通过对研究生全方面学习情况的

了解发现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需求，

以及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之处，进而采取相应的调

整措施，实现培养质量的提升。本文中研究生学习

状况是指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以及综合

运用的总体状况，涉及到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学习态

度、学习习惯、学习成效等多方面的情况。

（1）专业认同感。专业认同感是研究生对于所

学专业以及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带有评价意义的认知

与理解[5]，也是学习态度的基础。专业认同感能够影

响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心理和专业能力发展，是研究

生积极开展学习与科学研究的源动力之一。罗英

姿[6]通过问卷与数据分析，发现目前全日制专硕整体

的专业认同度不高，且专业认同度受学生内外因同

时作用影响。曾琴[7]通过对比发现专业型研究生的

专业自我意识要高于学术型研究生，并得出了专业

认同度在学科、性别、年级上的差异，通过分析原因

提出了进一步的完善措施。姜欣魏[8]对硕士研究生

的专业认同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硕士研究生专业

认同现状，并运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对影响专业

认同的因素（专业课程、科研、前景与选择、学校、人

际、导师）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研究生个人层面的专

业选择与课程学习，以及高校层面的教学、职业生涯

规划引导环节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2）学习态度。学习态度可以表现为学习者对

学习活动的认知和评价，是一种长期而较稳定的心

理倾向。学习态度能够调节学习者的行为，直接影

响学习的效率和效果[9]。研究表明，学习态度与学习

效率呈正相关关系，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可以促进

良好的学习成效的实现。硕士研究生具备良好的学

习态度是其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

李东林等[10]对某大学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调查发现，

研究生的学习态度总体上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倾向，

但仍有部分研究生的学习态度在课上和课下行为

中，以及对学习和科研的情感体验中，表现出较消极

的倾向。

（3）学习习惯。学习习惯是学生在长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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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经过反复的重复与完善形成的一种学习行为

与方式。良好的学习习惯主要包括制定合理的学习

计划、培养发现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能够及时

的复习与巩固，反思学习或实践过程，是研究生提高

学习质量、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基础。王志

浩[11]研究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习惯在性别、年级等人

口统计变量上的差异及其与学习动机的关系，通过

对不同身份背景的研究生数据的分析与推测，揭示

出较好的学习态度与较高层次的学习动机对于良好

学习习惯形成的促进作用，从而总结出对于研究生

教育方面的相关启示。结果表明，大多数研究生具

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男生的课外学习习惯要好于女

生，不同年级之间的学生在学习习惯上也有显著性

的差异。

（4）学习成效。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成效可以在

培养过程中以及培养结束之后以一定的指标来体

现，如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科研

成果产出等，可以采用综合评价法对研究生的学习

成效进行评价。评价的结果将为改进研究生培养过

程提供理论依据 。

1.2 跨学科研究生教育
国外对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尝试较早，早在20世

纪50年代前后，美国部分知名高校如普林斯顿大学

等便开始设立跨专业研究中心。如今跨学科研究生

教育已经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12]。

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可以分为两类：（1）规划类的研究

生培养，驱动的主体为高校和科研院所；（2）自发性

的研究生培养，驱动的主体为研究生个体[13]。本文仅

对第二类跨学科研究生培养进行归纳和总结。

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契合了科技创新、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需要，顺应了现代科学综合发展的趋势，有

利于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但是，自发性的跨

学科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大多

数针对跨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报告中都提到了跨学科

研究生由于缺少四年该专业本科学习的经历，相对

于非跨专业研究生相关的专业基础知识较为薄弱、

专业思维较差，从而导致其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成效

不及非跨学科研究生。曹丽[14]运用问卷法调查并从

学习心理、态度、成绩等多维度分析了跨学科研究生

与非跨学科研究生的学习现状，在比较中得出了跨

专业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同时

从内因外因两方面深度分析了造成跨学科研究生学

习现状的多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丁

学芳[15]通过对中外文献资料的综述介绍了文化适应

并阐述了其对跨学科学习的影响，围绕文化适应问

题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的专业学

习，促进文化适应以激发其专业思维；李盼盼[16]结合

国外高校跨学科教育成功案例分析提出，需要针对

跨学科人才建立灵活的教学方案与培养计划，优化

课程设置加强实践教学才能更好的发挥跨学科人才

的专业优势。王珍珍[17]对某大学的在读硕士研究生

进行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提问，发现跨学科研究生群

体学习动机功利化，在学习中有较大的压力，学习成

效也不及非跨学科研究生，并通过纵向比较得出其

在各年级间的变化趋势也不统一的结论，体现了适

当的引导对于跨界研究生学习状况的积极影响。张

斌[18]归纳了跨学科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一些

问题，如奋斗目标不明确、专业基础知识不够扎实、

面临“跨界”的压力、在择业中处境尴尬。针对跨学

科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多数研究提出可以从

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规范导师选聘与指导方式、改

革研究生招生录取制度以及研究生自身努力提升等

方面进行改进，以实现培养质量提升。

2 问卷设计与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问卷星对东北林业大学物流工程与管

理（物流工程）专业学位2018级、2019级、2020级的

硕士研究生学习状况进行在线问卷调查。问卷主要

分为基本资料与正式问卷两大部分。正式问卷部分

共有31题，从专业认同、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学习成

效四大维度对研究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调查与研究。

问卷设计完成后以链接与二维码的形式通过QQ和

微信发送给研究生，进行在线填写，并由问卷星自动

回收。问卷填写阶段结束后，利用Microsoft Excel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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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在对学生学习状况总体的分析中，本文将调查

结果中的“非常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一般”“基本

同意”“非常同意”分别对应数值1~5，通过对各个维

度、二级指标的得分取均值得分，统计选择“基本同

意”和“非常同意”的人数所占百分比（处于该项指标

中上水平的学生占比），取得在该指标下学习表现较

好的学生所占比例。在计算各维度的均值得分时，

本文取各个指标权重相等，对该维度各个指标取均

值，在跨学科研究生学习状况的对比分析中，通过对

跨专业研究生与非跨专业研究生各维度学习情况的

横向比较，进一步关注了特殊群体的学习现状，从而

思考现有教育资源是否能够满足所有学生的学习需

求。本文运用Microsoft Excel应用软件，通过t值检

验对跨专业研究生与非跨专业研究生在四个维度的

学习状况数据进行了差异显著性检验分析。本文参

考《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研究生管理条例》中

对于研究生学业水平的管理评定方法，结合学生在

专利申请、论文发表、竞赛获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对

于研究生的学习成效进行了量化处理。运用逐步回

归法构建学习成效与影响因素（专业认同、学习态

度、学习习惯）的回归分析模型，得出各个因素对于

最终学习成效的影响程度。

3 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共收回60份，调查对象为东北林

业大学物流工程与管理（物流工程）2018-2020级专

业学位研究生，其中，男生19人，占总数31.67%，女

生41人，占68.33%；2018级学生占26.67%，2019级学

生占30%，2020级学生占43.33%；跨专业研究生14

人，占总数 23.33%，非跨专业研究生 46 人，占比

76.67%。

3.1 整体分析
（1）专业认同分析。专业认同维度包括专业认

知程度、专业价值认同和专业发展潜力三个指标。

与同维度其他指标相比，专业认知程度得分不高，均

值为3.97。80%的学生对专业有比较清晰全面的认

识，18.33%的学生对专业了解一般，仍有1.67%的学

生对专业认识比较模糊。专业价值认同的均值为

4.05，75%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有较高的价值，

23.33%的学生认为所学专业的专业价值一般，1.67%

的学生认为专业价值较低。专业发展潜力的均值为

4.38，是三项指标中均值最高的一项。88.33%的学生

认为学好专业知识对于自己未来发展很重要，

11.67%的学生认为专业知识对自己未来的影响一

般。总体来看，参与问卷调查的研究生的专业认同

程度较高，愿意主动了解所学的专业，较认可当前专

业的价值，且未来有可能会从事该专业相关的工作。

（2）学习态度分析。学习态度维度包括专业学

习兴趣、学习自信、专业发展关注度、课内投入、课外

学术交流和疑难问题解决六个指标。专业学习兴趣

和学习自信心在同维度指标中得分较高，分别为4.28

和4.17。88.33%的学生比较喜欢专业学习与研究的

过程且有信心学好专业知识，11.67%的学生没有表

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且信心不足。专业发展关注程

度指标的均值为4.08，81.67%的学生会经常主动了

解专业的发展趋势，15%的学生关注度一般，仅有

3.33%的同学对于专业发展动向的关注度并不高。

整体来看，学生对于专业的发展和变革比较关注，能

够追踪本专业发展的趋势动向。课内投入指标主要

表现为课堂投入，73.33%的同学表示能够认真听讲、

积极思考，在课堂的学习效率较高，26.67%的学生课

堂效率一般。课外学术交流是学习态度维度下指标

均值最低的一项，仅为3.85，且标准差较大。仅有

66.67%的同学会主动参加课外学术活动，26.67%的

学生对于课外学术活动的积极性一般，6.66%的学生

较少参与学术讲座、沙龙等活动。通过课内外学习

投入程度数据对比，可以看到学生学习的主要差距

产生在课外。在疑难问题解决方面，56.67%的学生

会找老师讨论，35%学生选择自己想办法独立解决，

仅有8.33%的学生会通过与学生讨论共同解决问

题。可以看出，多数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比较依赖老

师，追求高效的结果，同时，选择与其他学生讨论共

同解决的学生较少。受到研究生阶段学习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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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之外，也说明学生合作学习能力较低、自主思

考能力较为欠缺。

（3）学习能力分析。学习能力维度包括基础知

识掌握程度、学习目标明确程度、学习规划能力、信

息搜寻能力、跨专业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科研

规划能力和表达能力八个指标。调查发现，学生的

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高，均值仅为2.3，仅有41.67%

的学生基础知识比较扎实，40%的学生掌握程度一

般，其余学生的基础知识较为薄弱，并因此产生心理

压力。在学习目标方面，53.34%的学生有较为清晰

明确的学习目标，38.33%的学生学习目标较为模糊，

8.33%的学生表示没有学习目标，并因此感到迷茫。

在学习规划能力方面，60%的学生会制定学习计划并

基本能够按照计划展开学习，35%的学生虽然会制定

计划，但可能没有长期的学习计划或不能严格地按

照计划执行，5%的学生没有制定学习计划的习惯或

不能按照计划展开学习。在信息搜寻能力方面，可

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自己所需信息的学生超过

81.67%，18.33%的学生的信息搜索能力一般。在跨

专业学习能力方面，61.67%的学生基本可以比较容

易地学习不同专业的知识，35%的学生跨专业学习能

力一般，3.33%的学生在其他学科的课程学习掌握上

仍有一定的障碍。在创新思维能力方面，60%的学生

表示自己可以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创新的想

法，然而仍有4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

一般，难以在研究中提出创新意见，较难全面、细致

的分析与思考问题。在科研规划能力方面，仅有

41.67%的同学比较擅长研究内容与实施方案的拟

定，46.67%的学生在此方面能力一般，11.66%的学生

认为自己并不擅长研究方向选择与规划。在表达能

力方面，50%的学生基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或研究成

果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顺畅地表达出来，46.67%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陈述与表达能力一般，3.33%的学

生认为自己不善于将自己的思想、成果表述传达给

他人。

（4）学习成效分析。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效主要

表现在专业文化素质与科研成果两方面。专业文化

素质的评估分为纵向与横向的比较。通过专业的学

习，85%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专业基础得到了提

升，13.33%的学生认为提升并不明显，1.67%的同学

认为自己的专业基础并没有通过学习得到提升。横

向的比较主要依靠排名体现，参与本次调查的学生，

43.34%学生的成绩在专业中处于前25%，40%学生学

习成绩一般处于中游水平，16.67%的学生专业排名

较靠后。科研成果包括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等。调

查显示，学生在上述科研实践领域取得的成果较少，

曾发表过中文核心及以上文章的学生仅占13.33%，

曾至少获得一项专利的学生仅有11.67%，可见学生

在科研实践方面的学习成效还有待加强。

3.2 跨专业研究生学习状况分析
由于东北林业大学物流工程与管理跨专业研究

生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群体的学习

状况与非跨专业的学生进行对比分析。本文从专业

认同、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效四个方面对这

两个群体的学习状况进行分析，见表1。

表1 跨专业与非跨专业学生对比分析

维度

专业认同

学习态度

学习能力

学习成效

指标

专业认知程度

专业价值认同

专业发展潜力

专业学习兴趣

学习自信

专业发展关注度

课内投入

课外学术交流活动

基础知识掌握

学习目标明确程度

学习规划能力

信息搜寻能力

跨专业学习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科研规划能力

表达能力

专业文化素质

科研成果

均值

非跨专业

4.021 7
4.021 7
4.369 6
4.239 1
4.130 4
4.000 0
3.956 5
3.826 1
2.413
2.608 7
3.782 6
4.108 7
3.695 7
3.804 3
3.739 1
3.695 7
3.627 9
2.982 1

跨专业

3.785 7
4.049 5
4.383 1
4.282 6
4.166 1
4.082 0
3.999 3
3.849 6
2.301 9
2.583 7
3.799 7
4.083 7
3.732 7
3.750 9
3.651 5
3.667 1
3.090 9
2.385 3

P值

0.297 2
0.645 5
0.782 4
0.355 9
0.413 0
0.127 5
0.439 2
0.723 0
0.118 2
0.709 4
0.749 3
0.600 0
0.488 8
0.282 2
0.097 8
0.630 9
0.065 0
0.165 8

0.813 7

0.470 0

0.390 2

0.1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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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认同对比。跨专业研究生与非跨专业

研究生在专业认同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p=0.813 7>

0.05），说明二者专业认同程度相近。在专业认知程

度中，跨专业研究生的认知程度与水平低于非跨专

业研究生，跨专业学生相对缺少了四年的专业知识

学习，尤其对于研一的学生，对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

的学习时间较短，了解较少，专业认知方面较为欠

缺。在专业价值认同指标和专业发展潜力指标中，

跨专业研究生的均值得分高于非跨专业学生，专业

认同度高于非跨专业学生，这可能是因为跨专业学

生的研究生专业是综合各方因素、深思熟虑后自主

的选择，在考研过程中选择了跨考至物流工程与管

理专业，说明其对于该专业的认可程度。

（2）学习态度对比。跨专业研究生与非跨专业

研究生在学习态度维度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p=

0.470 0>0.05）。跨专业学生在专业学习兴趣、学习自

信、专业发展关注度、课内投入、课外学术交流活动

和疑难问题解决六个指标中的均值得分均略高于非

跨专业学生。跨专业学生的研究生专业是经过四年

本科学习后再次选择的结果，而初步接触新的专业

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高。同时，跨专业学生面临

的学习压力更大、竞争更加激烈，故学习投入更多、

面对疑难问题时的态度更为认真。

（3）学习能力。跨专业研究生与非跨专业研究

生在学习能力维度方面的差异不显著（p=0.390 2>

0.05）。在各项指标中，跨专业研究生在基础知识掌

握、学习目标明确程度、信息搜寻能力、创新思维能

力、科研规划能力、表达能力这六项指标中的均值低

于非跨学科研究生的得分。这主要是由于跨专业研

究生缺少了本科阶段对该专业的学习经历，相对于

非跨专业研究生缺少了基础知识的积累与专业思维

的训练。非跨专业学生在本科阶段参加过的各级各

类专业竞赛经历以及本科实习经历的训练可能是影

响该能力的原因之一，而跨专业学生考研时的学习

主要局限于理论知识的准备与学习，故在专业学习

与实践的经历上有所或缺。

而在学习规划能力、跨专业学习能力这两项指

标中，跨专业学生的均值得分基本高于非跨专业研

究生，即优于非跨专业研究生。跨专业学生在考研

时对于专业有自主选择的过程，其学习的目标性更

强，目的更为明确，且在考研过程中以及后期研究生

阶段的学习中为弥补自身劣势更加需要其对学习有

自主、详尽的规划与安排，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对于

学习规划能力。跨专业学生本科学习的内容与现阶

段不同，其学习经历更加丰富、知识储备范围更加广

泛，他们学习接收不同专业知识的能力更强，思维广

度更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4）学习成效。跨专业研究生与非跨专业研究

生在学习成效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p=0.177 0>

0.05）。在专业文化素质与科研成果两项指标中，跨

专业学生的均值得分皆低于非跨专业学生，具体表

现在跨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相较非跨专业学生较

靠后；科研实践成果，如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竞赛获

奖相比非跨专业学生较少。

3.3 学习成效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识别出影响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

习成效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学习成效为因变量，以专

业认同、学习态度、学习能力三大维度下的分指标

（疑难问题解决没有量化数据，故不予考虑）为自变

量，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对于

学习成效影响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具体的模型如

下：

学习成效=α+专业了解程度β1+专业价值认同

β2+专业发展潜力β3+专业学习兴趣β4+专业学习自

信β5+专业发展关注度β6+课内投入β7+课外学术交

流活动β8+基础知识掌握β9+学习目标明确程度β10+

学习规划能力β11+信息搜寻能力β12+跨专业学习能

力β13+创新思维能力β14+科研规划能力β15+表达能力

β16 +ε
其中，ε为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仅考虑

科研规划能力因素时的模型可以解释学习成效差异

的63%；增加创新思维能力因素后的模型可以解释

学习成效差异的80.5%；增加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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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解释学习成效差异的87%，可见科研规划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与基础知识掌握程度是影响学生

学习成效的三个显著因素。在以科研规划能力因

素、创新思维能力因素、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因素为自

变量的模型中，科研规划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734，创

新思维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392，基础知识掌握程度

的相关系数为0.258，三者皆与学习成效呈正相关，其

中科研创新能力因素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最高，该

因素对学习成效的影响最为显著。在科研规划能力

指标中，更加擅长拟定科研内容与实施方案的学生

更加容易在专利获取、论文发表、竞赛获奖方面有所

收获。在创新思维能力指标中，那些在日常学习、科

研过程中能够提出新观点、新建议的同学相较其他

同学的学习成效更加明显。在基础知识掌握程度指

标中，那些理论知识基础更加扎实的同学在后期的

学习与科研中，往往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表2 逐步回归分析模型

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R
0.794

0.897

0.933

调整后 R2

0.607

0.779

0.842

F值

27.222

30.987

31.254

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变量

(常量)
科研规划能力

(常量)
科研规划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常量)
科研规划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基础掌握程度

标准化系数
Beta

0.794

0.704
0.428

0.734
0.392
0.258

t值
-3.741

5.217***
-6.121

6.035***
3.673***
-7.674

7.396***
3.942***
2.646**

注：∗∗ p<0.05，∗∗∗ p<0.01。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对东北林业大学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总体学习状况和跨专业研究生的学习状况进行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总体来看，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

认同程度普遍较高，学习态度普遍良好，但在学习能

力以及学习成效方面总体水平不高，且学生间差距

较大。在各项指标中，学生在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和

学习目标明确程度两方面的学习现状最不理想，说

明多数学生并未形成合理的学习节奏，没有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其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有

所欠缺。因此，建议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对于理论基

础知识的重视程度，在细化现阶段理论知识的同时，

对以往的理论知识进行适当回顾与加强，提高学生

基础知识掌握水平，为进一步深化的学习与科研实

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2）通过跨专业学生与非跨专业学生的对比分

析，可以看出目前跨专业学生与非跨专业学生在各

项指标间的差异并不显著。通过均值比较可知，跨

专业学生在专业认同程度与学习态度上情况优于非

跨专业学生；而在学习能力方面，尤其是科研实践能

力、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和创新思维能力上，跨专业学

生则与非跨专业学生有较明显的差距；同时，跨专业

学生所取得的学习成效相较于非跨专业学生较差。

针对跨专业学生在基础知识、创新思维能力、科研能

力方面的劣势，指导老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以及后续的科研规划，指导学生选修研究生培养方

案中的补休课程，增强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培养其

专业学习思维，尽可能帮助跨专业学生降低本科四

年专业学习缺失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3）通过对学习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

科研规划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基础知识掌握程度

是较为稳定地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关键性因素。三

项指标作为自变量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个体间学

习成效的差异。扎实的理论知识是后期科研实践的

必要基础，能够在学习中提出创新性观点想法、自行

拟定研究内容、制定实施方案是学生进行科研实践

的重要前提。提高基础知识掌握程度要求提高学生

对于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在教学安排中，对知识进

行定期的回顾，完善理论知识的考核制度；在后期的

科研实践中，落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化学生对于

基础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科研规划能力与创新思

维能力其本质都是引导学生在研究过程中自主思

考、反思总结。在立项、实施计划的拟定以及问题解

决的过程中，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研究结束

后，组织学生对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总结回顾，让学

吴金卓，等：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状况调查分析——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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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自我评价与权威评价中认识到实践过程中的优

势与不足，更加深刻清晰地认识到如何进行科研，为

下一次的研究实践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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