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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家对创新型人才需求的背景下，构建科学有效的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培养

创新型人才至关重要。文章依据扎根理论，通过文献检索、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运用开放性编码和

主轴性编码，构建包含 4 个一级指标和 14 个二级指标的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论可

为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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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

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产教融合育人

机制，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1]。 

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

核心任务。 

    伴随着我国建筑智能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建

筑类高校在未来要加强智能建造学科的发展[2]，

尤其需要注重工程建造与管理方向研究生信息

科学专业的教学。工程建造与管理方向的研究生

教育主要是培养工程类、管理类等学科的复合型

人才。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学校对该学

科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工程建造与管理方

向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不足，进而制约着该方向研

究生的培养水平，致使该领域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难以得到充分挖掘，逐渐和社会脱节，不能很好

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3]。 

    为提升工程建造与管理方向研究生的培养

水平，首先需要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

系，对该领域的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进行测评，

以找到问题的症结，为针对性地修改培养方案提

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简要述评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国内针对某一

具体研究方向进行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相关研究较少，而有关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多。侯锡林[4]认为，由于

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的个体优势有别，

因此需要基于直觉模糊数的个体优势特征进行

识别，从利于被评价对象的角度构建了学术型研

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刘雷[5]从素质教育

视角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他运用物元可

拓模型对传统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

补充。邹浩[6]从知识积累、创新技能、创新个性、

创新思维四个方面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工

科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申静波[7]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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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角度出发，通过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和市

场调查，选择了一套能够全面描述和反映毕业生

创新能力内涵和特点的指标体系，其中第一个层

次有三个指标：知识、能力和创新素质。田洁[8]

认为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

合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体

系，拥有 3 个一级指标：理论知识结构、实践能

力结构、素养结构。申永鹏[9]以电气类研究生为

研究对象，从创新能力、创新素养和创新知识三

个方面构建了面向应用实践的创新能力评价体

系，该体系包括多个二级评价指标和相应的三级

评价要素。徐吉洪[10]从心理学和经济学、教育学

等方面分析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总结出多

学科视角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构建相关的评价指

标体系提供了借鉴，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是评价对象不够明确，缺乏针对性，从而造成研

究生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不足，对

改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现状难以提供有效的

帮助。鉴于此，本文基于微观层面，以工程建造

与管理方向研究生为对象，基于扎根理论尝试构

建出一套科学、有效的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体系，为新时代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与提升提供

相关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最早出现在 1967

年，是由美国学者 Glaser 和 Strauss 在出版的合

著《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提出的，

为了从现象中分析出某一领域的基本问题，进而

创建和完善对应的理论体系[11]。运用扎根理论研

究的主要步骤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信度

检验、理论饱和度检验等，是一个先收集数据

再不断完善理论的循环过程[12]。构建指标体系

时使用扎根理论，能优化指标体系的目的性和完

备性[13]。当前，归纳式的研究方法更适合于研究

中国的教育问题，所以文章运用扎根理论方法非

常必要且合适，可以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教育实

践，根据实证得出的数据提炼出理论，使研究成

果更贴近中国教育的实际[14]。 

    借助扎根理论探究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能有效避免前人在研究此问题时的“主

观臆断”，对于实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具有

现实的指导意义。本研究立足于实践，采用扎根

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生创新能力指标体

系构建研究，目的是为了运用概念性的框架来

梳理收集到的所有资料，将材料研究提升到理

论高度。 

    因此，本研究以工程建造与管理方向研究生

的培养为例，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科学的

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设计流程如

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设计流程图 

 

    (二) 研究设计 

    1. 数据取样 

    第一，文献检索。针对研究的重点和目的，

查阅并收集知网中的文献资料，以“研究生创新

能力+评价指标”“研究生创新能力”“创新能力

评价”为关键词，以北大核心、CSSCI 期刊作为

检索条件进行检索，搜集 2005—2021 年国内外

相关文献，选取 59 篇文献作为样本文献；第二，

访谈数据获取。以京津冀地区内的三所拥有土木

水利专业工程建造与管理专业的高校的研究生、

老师等为调查对象，以深度和焦点访谈的形式获

得调研资料，并对搜索到的资料进行筛选、整理、

质量验证，尽量使资料数据能真正反映工程建造

与管理方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现实情况[15]。最后

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归纳整理，摘录出 150 条和

“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有关的资料记录作为可

供指标选择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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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开放性编码 

    对原始资料整理分析得到开放性编码，将有

关联的概念划归为一类范畴，再对每一类范畴进

行编码。最终将初始概念归出 14 个互不相同的

范畴，尽管其中有些因素很少被文献提及，但是

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初

始范畴和概念如表 1 所示。 

    3. 主轴性编码 

    由于开放性编码所得出的概念是分散的，将

初始范畴和概念通过再分析整理，把不同范畴联

系起来，再次排序，根据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

系和层次关系，将范畴化概念归类为 4 个主范畴。

主范畴对应的初始范畴及关系如表 2 所示。 

    4.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性编码的基础上得到

的，对已经建立的 4 个主范畴的逻辑关系进行系

统分析，构建核心类属，最终形成初步理论框架。 

    在系统分析和精细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的 
 

表 1  初始范畴和概念列表 

范畴化 概念化 

批判与质疑精神 学术上的批判精神、审慎思考和敢于指出问题的品质 

认知水平 认识的总体水平 

创新精神 开拓性和创新性意识 

学习能力 理解、掌握、吸收新知识的能力 

专业基础 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积累与掌握程度 

知识结构 对本专业知识的理解程度，对前沿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研究方法与操作技术水平 对与本专业相关的研究方法和专业实践性问题操作技术的熟悉和掌握程度 

逻辑思维能力 思考分析与应变能力 

合作交流能力 理解、沟通及协同解决科研问题的能力 

知识建构能力 对知识的科学运用及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科研项目情况 主持或参与项目的数量、层次、排名等因素 

论文影响因子 代表性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水平 

专利情况 所获专利数量、水平、参与排名等因素 

科研获奖 科研奖项数量、层次、参与排名等因素 

 
表 2  主范畴、对应范畴及关系列表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关系 

创新意识 

质疑精神 研究生的质疑精神会影响创新意识 

认知水平 研究生的认识水平会影响研究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 研究生的创新精神会影响创新意识 

知识积累 

学习能力 研究生的学习能力会影响知识积累 

专业基础 研究生对本专业基础会影响知识积累 

知识结构 研究生的知识结构会影响知识积累 

创新技能 

研究方法与操作技术水平 研究方法与操作技术水平会影响创新技能 

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会影响创新技能 

交流沟通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会影响创新技能 

知识建构能力 知识建构能力会影响创新技能 

创新成果 

科研项目情况 科研项目情况是创新成果的反映 

论文影响因子 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影响因子是创新成果的反映 

专利情况 研究生获得的专利情况是创新成果的反映 

科研获奖 研究生的科研获奖是创新成果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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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将文章的 14 个子范畴和 4 个主范畴归

为一个核心范畴：研究生创新能力。 

    5. 理论饱和度检验 

    按照扎根理论要求，需要对指标体系进行理

论饱和度检验。本研究选取 65 位工程建造与管

理方向研究生进行访谈，根据访谈结果得知，本

指标体系中的范畴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全面性，

所以依据扎根理论，认为该评价指标体系已饱

和。本研究构建并丰富了工程建造与管理方向研

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由四个主范畴创新

意识(包括质疑精神、认知水平、创新精神)、知

识积累(包括学习能力、专业基础、知识结构)、

创新技能(包括研究方法与操作技术水平、逻辑思

维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知识建构能力)、创新成

果(包括科研项目情况、论文影响因子、专利情况、

科研获奖)构成。 

    三、评价指标探讨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发现，工程建造与管理

方向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释

该方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从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四个主范畴：创新意识、知识积累、创

新技能、创新成果。 

    (一) 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指研究生根据学校和个人进步

和发展的需要，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思想的动

机，以及在创作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意图、愿望和

想象。研究生的教学过程有两个主体参与：导师

和研究生。导师可以为研究生提供激励措施，

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研究生也可以为了自身

发展需要，主动发掘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工

程建造与管理方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需要考虑

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鼓励和激励；激发

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引导研究生保持积极的创新

态度。 

    (二) 知识积累 

    在教学实践中，为了增加研究生的知识积

累，教师作为引导者，需要事先设计好课堂教学

内容，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在课堂上，开展启发式、探索型授课方式，

来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基础素养；在实践中，提高

对学生参与调研、设计、讨论、研究等任务的要

求，以扩大研究生的知识积累。 

    (三) 创新技能 

    为了促进研究生的学术创新，高校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首先，搭建多层次、多学科交叉的创

新技能培养平台；其次，充分利用学院和学校

的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和国家级的研究生创新基

金资助项目；再次，联合校内外企业成立多类

型的技术创新资助体系，提升研究生的技术操作

水平，构建工程实践技术创新平台；最后，可以

鼓励研究生参加全国各种学科比赛，建立“以学

带创、以练促创、以赛推创和以研提创”的培养

模式。 

    (四) 创新成果 

    创新成果作为最后一个评价指标，是对前面

三个指标的衡量和考核，也可以检验整套评价指

标体系的最终效果，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起着

关键性作用，该项指标可以用科研项目情况、发

表的论文影响因子、发表专利情况及其他科研获

奖 4 个二级指标予以反映。 

    四、总结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结合师生对研

究生创新能力评价的真实看法，对工程建造与管

理方向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进行了研究，构

建了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模型。该评价体系从教

师和研究生的角度出发，评价主体明确，不但明

确了创新意识、知识积累、创新技能、创新成果

等四个主范畴并厘清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还发展

了工程建造与管理方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形成

机理以及各影响变量的构成因子，对培养工程建

造与管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生创新能

力起着现实指导意义。由编码得到评价指标体系

的每个指标，具有针对性、明确性、参照性和可

靠性。在实施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时，与评价目

标相结合，依据评价指标体系面向研究生发放调

查问卷或者访谈方案即可，所以评价指标体系具

有较高的适用性。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定性研究

方法，每个指标的权重均不明确，所以在以后的

研究中将根据该评价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各个指

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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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demand for innovative talent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graduate talent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is paper obtains data through literature retrieval,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uses open coding and spindle coding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which includes four first level indicators and 14 second level indicator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valu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Key Words: Grounded theory; innovation ability; Index system 

[编辑：游玉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