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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医院研究生校院二级管理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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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附属医院研究生采取校院二级管理模式下的管理效果． 方法 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2013 级 40 名研究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20 人，试验组采用校院二级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

照组采用学校研究生部统一负责管理模式进行管理，两类模式管理后 1 a，对两组学生采用问卷调查表评价管理

效果，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管理人员工作水平、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管理制度合理性、导师教学工作满意

度、班级干部管理能力．结果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其中对管理人员工作水平、管理制度合理性、导师进

行工作满意度三项，试验组教学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5） ．结论 附属医院研究生校

院二级管理模式能提高研究生管理的有效性、提高管理队伍的管理水平、提高导师的教学水平，能保质保量完成

研究生教学工作．此模式值得进一步探索，改进，完善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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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two levels management mode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affiliated hospitals. Methods I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40

graduates in the class of 2013 grade，were randomly and equal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 group.

The two levels management mode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hile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graduate was adopt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 year，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the two types of

management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mainly including management personnel levels，

management personnel comprehensive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 rationality，mentor 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and class cadre management abilit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es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results of management personnel levels，management system rationality，and mentor

work satisfac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 0.05） . Conclusion The two levels

management of affiliated hospitals could improve the graduat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the level of management of

the management team， and th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 Meanwhile，the two levels management can comple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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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0.05.

graduate student teaching work with good quality and quantity. This model is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improvement， perfec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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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管理人员工作水平 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管理制度合理性 导师教学工作满意度 班干部管理能力

试验组 92±4.72* 90±2.53 95±2.54* 93±4.28* 88±4.37

对照组 89±5.25 87±3.76 90±4.65 90±3.06 86±4.83

表 1 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管理效果的评价 ［（x±s），分］

Tab. 1 Comparison of management effect i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x±s），score］

3 讨论

附属医院研究生校院二级管理可以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强化学院职能、降低管理重心、改革

用人和分配制度、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从而调动

学院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形成权责明确、责

权统一、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符合高等教育发

展规律的一种学院管理和运行机制，体现教学相

长的学习氛围，通过调整学校与院系之间的责、

权、利关系，能够有效地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

和办学效益 [3，4]．通过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2013 级 20 名研究生采取校院二级管理模式下

的管理，取得一定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3.1 研究生校院二级管理能明确、细化管理人员

的责任、权利、义务

在一级管理时期，医院只是按照学校研究生

部下达的各类任务，工作缺乏自主权，因此工作

上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工作思路欠清晰．医

院作为承担研究生教学、科研、临床实习工作的

主体，是研究生的直接培养单位，对研究生的招

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培养环节的要求、过程更

自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教育至今，我国研究生

教育水平及其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以往的研

究生教育管理过程中，昆明医科大学采取的是由

研究生部统一负责管理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学

位授予、学科建设以及党建、思政工作的一级管

理模式．这种一级管理模式在研究生人数较少的

研究生管理初期显示了一定的优势[1]，但随着培养

规模的增大和研究生教育类型的多元化，一级管

理不能面面俱到，出现了一些盲点，这是研究生

教育及管理的新课题 ，因此推行校院二级管理势

在必行[2]．昆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每年

达 800 人左右，博士 50 人左右，在校研究生人数

达 2 500 多人，并于 2014 年推行研究生的校院二

级管理，作为直属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将校院二级管理作为研究生管理的重要

工作，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13 级研究

生 40 名，其中男生 14 名，女生 26 名，年龄 23～

30 岁，平均 25 岁．

1.2 方法

在认真完成研究生教学大纲的前提下，40 名

研究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20 人，试

验组采用校院二级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照组采用

传统的学校研究生部管理模式进行管理，40 名研

究生分别采取两种管理模式进行 1 a 管理．

1.3 管理效果评价

对两组学生采用问卷调查表评价效果，问卷调

查内容主要包括 5 项：管理人员工作水平、管理人

员综合素质、管理制度合理性、导师教学工作满意

度、班干部管理能力．问卷调查表包括 5 项，每项

共 100 分,问卷调查表每项中包括 10 个问题，每个

问题为 1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检验，

计量资料数据以 （x±s） 表示，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种管理模式进行 1 a 管理后，进行问卷调查，

试验组中的研究生对管理人员工作水平、管理制度

合理性、导师进行工作满意度3项中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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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主体力量[5]．本研究中

通过对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13 级 40 名

研究生采用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管理后，采取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中的研究生对管理人员

工作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体现校院二级管理对管理人员工作的责

任、权利、义务有明显的影响，此管理模式下，

能提高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因此，推

行二级管理后，对附属医院来说，虽然在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班级管理、奖助金的评选、惩处、

计划生育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空档，但我们明确了

医院和学校在管理中双方的分工，明确双方的责

任、权利和义务，并在在学校研究生部的指导、

监督下，根据医院自身特点，发挥自身优势，细

化工作内容，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研究生管理工

作中来，管理更加细致、贴切，为研究生的培养

做好服务工作，保障了管理的有效性．

3.2 研究生校院二级管理能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研究生教育重在管理，关键是建立一支高效

的研究生管理队伍，这支队伍比须政治过硬，业

务能力强，并具备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能进行

创造性的工作 [6，7]．实行二级管理模式后，针对医

院研究生教育及管理队伍不够健全的情况，配备

专职干部负责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在原来教学

管理科负责研究生业务培养及导师管理的基础上，

成立了学生管理科，具体负责研究生的政治思想、

班级管理、奖助金的评选、惩处、计划生育、宿

舍管理等工作．并由医院纪委书记分管相关工

作．2 个科室各司其职，建立了一支管理能力强、

有敬业精神的管理队伍．在完成学校研究生部工

作安排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有清晰

的工作思路，加大对研究生的教育与引导，强化

责任、主动管理，为学生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3.3 研究生校院二级管理能更加健全规章制度

在明确了研究生二级管理的责任、权利、义

务后，根据管理内容和职责，建立健全了相关的

管理制度，规范研究生的日常行为，增强对研究

生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管理，提高二级学院学

生管理制度规范化的水平．此外，针对研究生一

级管理模式中容易忽略的地方，笔者也制定了相

关规章制度．例如，针对研究生宿舍管理，在校

级研究生宿舍管理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院

自身情况，制订了符合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研究生宿舍管理的规章制度，并定期进行文明

宿舍评比，将导师作为评比专家，使研究生更能

在本院环境中更好地服从管理；针对研究生奖学

金及其他奖励的评定，建立了医院评审专家库，

公平、公正、公开地对符合评定要求的研究生进

行相关奖励的评定．本研究中显示试验组中的研

究生对管理制度合理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体现校院二级管理对

结合研究生所学专业特点及附属医院的自身特点，

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研究生发展的管理制度，提

高管理的效益．

3.4 研究生校院二级管理能切实发挥研究生导师

的育人作用

研究生学习、生活、工作中，接触最多的除

了同学，就是导师．导师是研究生直接学习的榜

样，引领学生的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甚至影响

研究生的人格发展．医学研究生应该是集医术、

医德及综合素质于一身的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

才．本研究中显示试验组中的研究生对导师教学

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 ＜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因此针对研究生培养相关规章制度、质量要

求、培养各环节及云南省肿瘤医院研究生导师自

身的特点，制定了研究生导师责任目标书，对导

师进行考核．研究生导师考核设立了 3 个一级指

标，8 个二级指标及 35 个三级指标，内容涉及导

师教书育人 （包括招生工作、指导研究生业务、

对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及对研究生能力培养）、导师

业务能力指标 （包括导师教学情况、科研能力和

发表的论文论著发表情况）、师德师风指标 （主要

为是否按要求参加学校、医院有关活动；是否按

要求提供并更新导师个人信息；是否按要求参加

导师培训；研究生对导师的评价） 等．考核结果

与导师招生、医院发放的导师培养经费挂钩．此

措施有效的提高导师的指导能力，使导师能充分

发挥其育人的作用．此外，导师积极与研究生谈

心，及时对研究生进行思想及道德教育，切实发

挥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榜样作用，把研

究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8，9].

3.5 研究生校院二级管理能充分发挥研究生辅导

员的作用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实施、目标

的实现，都必须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若干意见》 （教思政 〔2010〕 11 号） 文件指

出：“建设一支以专职为骨干、专兼结合的研究

生辅导员队伍．高等学校要结合实际工作需要，

选聘一定数量的硕士学位以上优秀毕业生专职从

事研究生辅导员工作，加强培养培训，使他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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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生辅导员的骨干，支持他们把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作为专业去建设、作为职业去发展、作

为事业去追求，成为专门人才”．医院除了设立

专职辅导员外，各教研室、各科室均配置教学秘

书，除负责学生的日常培训、管理及考核相关事

务外，还兼任研究生辅导员，积极了解研究生心

理状况，加强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辅

导，保障了研究生心理健康，将二级学院研究生

管理工作做得更深入、细致．

3.6 研究生校院二级管理能充分发挥研究生党员

及研究生会干部的作用

合格的研究生应是具备竞争力的创新性科研

人才、研究型临床人才和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

因此，应具备科研能力和管理能力，才能适应社

会的发展．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根据研究

生自身特点，要求研究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及自我服务的能力．通过研究生干部、党员及

研究生会，组成研究生中的领导团体，发挥研究

生党员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定期了解研

究生的学习、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及需求，

有问题及时向医院学生管理部门反映，并组织各

类丰富多彩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培养研究生的团

队合作精神，对培养其解决问题能力、 团结协作

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过以上措施，形成了校级指导、监督，二

级学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措施并实施的直接

管理模式．校院二级，分工合作，使研究生管理

更主动，更有效，使管理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

用．高校二级学院是高等学校进行高校管理的基

本组织,担负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基

本工作的具体实施工作,是高校工作的桥头堡,是高

校稳定与发展的枢纽,在高校管理效益的提升中担

当着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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