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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质量改进与研究
刘伟，刘宝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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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聚焦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现状、问题及成因，并提出针对性改进策

略。通过分析 S省2019—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抽查评估数据，发现论文存在选题缺乏规范性、文献综述不可靠、研

究方法运用不当和格式不规范等问题。从学生、导师和培养单位层面探究成因，进而从激发学生内在动力、落实导师

主体责任、完善培养单位保障机制三方面提出改进策略，旨在为提升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提供全面指导。

关  键  词  ：   数学教育硕士论文；论文质量；过程管理；评价体系；质量保障体系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Research of Master's Thesis
Liu Wei, Liu Baoyu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Henan  466001

Abstract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quality of master's these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employing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to thoroughly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problems, and causes, and to propose 

targete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By examining the data from the random assessment of master's 

theses in Province S from 2019 to 2022, the study identifies several issues, including the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sis topics, unreliable literature reviews, improper use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non-compliance with formatting standards. The causes are explored from three aspects: students, 

supervisors,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Subsequently, the study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rom 

three angles: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rinsic motivation, implementing supervisors'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fecting the support mechanisms of training institutions. The aim i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master's these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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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描述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支柱，肩负着培养高层次

人才、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任。在科技与人才竞

争加剧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对推动科技进步、培养创新型人才

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学教育硕士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仅影响数学教师的职业发展，还关乎全民数

学素养的提升。然而，国内外研究指出，硕士学位论文存在诸多

问题，如选题与专业契合度低、创新点不足、文献综述不完善、

研究方法单一等。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集中体

现，深入研究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

策略，对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推动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

2014年全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研究

生教育进入“质量时代”，教育部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如《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

办法》，强化了研究生、导师及培养单位的质量意识。2012年至

2022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招生、在校和毕业

人数大幅增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成为重要课题。本研究通过问

卷调查和论文审查，剖析数学教育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问

题，量化描述问题并揭示形式质量与内在质量的关联，进而提出

一套毕业论文质量控制策略，旨在为院系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体

系的优化提供支持。具体目标包括：（1）利用量化数据精准识别

论文问题；（2）研究形式质量与内在质量的关联；（3）提出毕

业论文质量控制策略，推动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优化 [4-8]。

二、调查设计

学位论文质量，作为衡量教育硕士培养成效的关键指标，已

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与研究．在刘良华教授的著作中 [9]，教育

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流程得到了详尽的剖析，具体涵盖了选题原

则与策略、文献综述方法、开题报告编写、调查研究方法与技巧

以及实验设计的科学性等方面．张定强教授聚焦于数学教育硕士

学位论文的写作现状 [10]，通过实证调查深入揭示了当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而有效的改革策略，旨在

提高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质量．在当今社会，数学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满足了数学教

师个人职业发展的需求，也是提升全民数学素养的重要途径．然

而，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并非一蹴而

就．为确保学位论文的高品质，我们需从论文撰写的各个环节进

行细致审视，及时识别并妥善处理潜在问题，从而构建一套全面



教育研究 | EDUCATIONAL RESEARCH

040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而有效的论文质量保障机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现状调研→问题提炼→成因分析→策略建议”

的逻辑框架。通过对 S省2019—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抽查评估数

据的分析，全面把握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现状。在此基

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导师访谈，深入探讨问题产生的根源，并

提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

（二）数据资料来源与样本分布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S省四所不同高校的数学教育硕士生导

师，涵盖师范类211高校、省属高水平高校和综合类高校。样本选

择遵循普遍性和代表性原则，确保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和针对性。

三、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现状及典型问题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化数据来源于201至2022年 S省硕士学位

论文抽查评估结果，且从中选取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抽查评估

结果数据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经过对 S省硕士学位论文的

深入量化评估，我们全面分析了这些论文的总体质量状况，并细

致探究了各分项的质量特点．鉴于评价等级在量化分析中的局限

性，我们采用了一种赋值转换的方法，以数值形式（即“不达标

=1、普通 =2、上乘 =3、卓越 =4”）对评价等级进行量化表示．

通过对 S省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估以及问卷调查结

果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当前硕士学位论文存在若干显著问题，具

体表现为论文选题缺乏规范性、文献综述不够真实可靠、研究方法

运用不当，以及论文格式规范性存在明显不足四个主要方面 [11]：

1.论文选题缺乏规范性：选题是论文的起点，需具备问题意

识和创新性。然而，抽查显示13%的论文选题存在问题：部分论

文目标不明确、研究价值不突出、选题过于宽泛，导致研究内容

缺乏深度。

2.文献综述不够真实可靠：文献综述是学术研究的关键环节，

但58%的论文在此部分存在问题：文献梳理数量不足，尤其是国外

文献；综述缺乏条理性和逻辑性，未能清晰阐述研究脉络。

3.研究方法运用不当：超过70%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存在问

题，主要表现为方法选择不当、操作不严谨。例如，问卷调查法

中未考虑信度与效度，且缺乏本土化处理，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

靠性与说服力。

4.论文格式规范性存在明显不足：49%的论文在格式规范上

存在问题，包括参考文献格式混乱、图表编排不规范、排版错误

等，反映出部分研究生对学术写作规范的重视不足。

这些问题表明，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研

究方法和格式规范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亟待改进以提升论文质量。

四、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数学教育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12]，我

们需细致探究其背后的成因，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揭示问题的本

质，更能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学位论文质量改进策略提供坚实的

事实依据．

（一）学生层面：努力程度与时间投入对论文质量的影响

学生的努力程度和时间投入是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

因素。努力程度不仅是学生学术成长的核心驱动力，更是高质量

论文的基础。调查中，导师们普遍强调，努力的学生往往展现出

更强的科研精神和韧性，能够深入钻研问题，从而有效提升论文

质量。这种努力还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形成积极的学术生

态，促进学术成就与个人发展的良性互动。然而，硕士生在撰写

论文时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就业压力。近年来，就业市场竞争

激烈，学生需花费大量时间参与招聘会和考试，导致论文撰写时

间被压缩。这种时间分散不仅影响了论文的深入研究，还限制了

学生对论文内容的精心打磨，进而影响论文质量。

（二）导师层面：精力投入与指导质量对论文质量的影响

导师的精力投入直接影响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责任感强、

工作态度严谨的导师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指导学生。然而，导

师的精力投入受到两方面限制：一是同时指导的学生数量过多，

导致导师难以对每个学生的论文进行细致入微的审阅和深入讨

论；二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频率较低，学生难以获得及

时反馈和建议，容易感到迷茫和无助，无法及时纠正错误和完善

论文。因此，导师的精力投入是衡量其负责程度的重要标准，也

是影响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培养单位层面：管理机制与质量保障对论文质量的

影响

为了切实保障并提升数学教育学科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

还应关注培养单位对论文的管理这一重要因素．正如学者安东

尼·拉昌（Anthony Rachan）所指出的 [13]，在评估研究质量时，

同行评价应当占据优先地位．同样地，当对论文的质量进行评价

时，也应引入同行专家的专业学术评价．

在论文开题阶段，部分学生未能充分梳理文献资料，导致选

题不够精准，研究方向不够明确。在论文评审阶段，尽管许多高

校采用双盲评审制度，但评审专家数量增长缓慢，且承担繁重的

教学和科研任务，导致评审过程仓促，难以识别潜在问题。

至于论文答辩环节，尽管其初衷是确保过程的公开、公正和

合理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诸多挑战 [14]．例如，尽管答辩

委员会成员确实拥有对论文的否决权，但在现实情境中，由于答

辩进程的紧凑性、行政层面的压力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制约，他

们往往难以充分且不受限制地行使这一权利．这些因素导致在实

际操作中，他们可能无法全面、深入地评估论文的质量，从而影

响了否决权的有效行使 [15]．因此，论文答辩过程往往流于表面形

式，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评价作用．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学位论

文的评价标准逐渐放宽，答辩通过率上升，但论文的实际质量却

可能逐渐下滑．

五、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改进策略

在完成了对问题的深入剖析和原因探讨之后，本节将进一步

转向实践操作，旨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核心策略和具体执行方案．

本节将从学位论文涉及的多个主体——学生、导师以及培养单位

等角度出发，清晰界定各质量主体所应承担的职责，并构建一系

列动力措施、责任机制和监管手段 [16]．

（一）提升学生对学位论文质量的内在动力

学生是学位论文研究的核心驱动力，激发其内在学术动力是

提升论文质量的关键。为此，需从学术意识、自主性和研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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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干预。一方面，邀请数学教育领域的

杰出学者分享学术经验和成功案例，发挥榜样力量，对学生进行

学术态度、科研精神和学术道德的熏陶。这种熏陶旨在培养学生

对学术的敬畏感和质量意识，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学术目标，激

发内在热情，从而提升学位论文质量。另一方面，营造浓厚的学

术氛围，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具体措施包括：定期与学生深入交

流，了解其研究进展和需求，及时提供指导；尊重学生的个性需

求，鼓励他们发挥优势，享受学术研究的乐趣。通过这些举措，

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其积极投入论文撰写和

学术研究，从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

（二）落实导师对于学位论文质量的主体责任

明确导师职责是提升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导师需在制

度框架下规范指导行为，具体改进措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

面，强化师生学术交流。导师应与学生约定固定的交流时间，频

繁探讨学术问题，解答疑惑，掌握论文进度，并精准指导薄弱环

节。在此过程中，导师不仅要严格要求学生，更要激发其学术兴

趣和主动性，引导学生培养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自由探索的精神，

从而推动学生追求高质量的论文成果。另一方面，对导师的指导

工作实施定期监督与考核。考核内容涵盖导师与学生在论文写作

过程中的交流情况、导师对论文内容的认可程度、指出的关键问

题、提供的建设性意见以及论文修改频次等。引入指导档案记录

交流内容，以便全面评估导师的指导工作，确保其履行职责，提

升论文质量。

（三）完善培养单位对学位论文质量的保障机制

培养单位需从优化培养模式和强化质量保障两方面入手，完

善学位论文质量保障机制。一方面，推行“研讨班”机制，优化

培养模式。由于数学教育硕士需投入半年时间进行专业实习，一

定程度上压缩了学术研究和论文撰写时间。因此，“研讨班”机

制通过定期举办讨论会，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严格把控论

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和预答辩等关键环节，及时纠正学生不

足，推动其持续进步，从而确保论文质量。另一方面，构建“双

匿名”审核与综合评价体系，强化论文质量保障。在现有评价基

础上引入第三方评价，全面把控毕业论文质量。论文答辩委员会

应至少包含一名校外同领域专家，增强对低质量论文的甄别力

度。同时，引入“双匿名”审核机制和淘汰机制，隐去论文中的

身份标识，避免导师主观倾向影响评审结果，确保评审的公正性

和客观性。这种审核形式能够有效克服传统评审的弊端，提升论

文评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六、总结

硕士学位论文不仅是对研究生学术能力和科研素养的锻炼，

更是研究生创造性思维得以施展的舞台．论文质量的高低直接反

映了研究生的培养成效，同时也映射出我国科研水平的整体面

貌．因此，通过本篇文章，希望可以为即将迈入研究生生涯并着

手撰写硕士论文的本科生们，提供一系列具体而高效的写作方法

与策略，助力他们在未来的学术旅程中，更为流畅且高效地进行

论文创作，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从而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加卓

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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