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期培训：新时代研究生导师角色定位和使命担当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简介 主讲专家 专家单位
课程

学时

1

研究生教育

的信念与动

力

本课程以“有理性信念”为主题，

从研究生教育的定量表征、研究生

教育动力学的框架和定性、案例研

究等方面，阐述了研究生教育的理

性信念与发展动力。

杨卫

院士
浙江大学 0.8

2

研究生教育

的为学有道

与为人有德

本课程以“有道德情操”为主题，

从科学道德的重要性、学术不端和

不当行为的表现形式，以及学术诚

信的四点忠告等方面，阐述了如何

做到“为学有道，为人有德”。

杨卫

院士
浙江大学 0.7

3

学党史，悟思

想——中国

共产党为何

创造百年辉

煌

本课程从时代背景的角度，介绍了

中国共产党如何数次应对危局，如

何带好队伍，如何谋划策略，如何

建立群众基础，如何建立组织架

构，如何发扬优秀传统和作风，如

何力挽狂澜带领中华民族创造历

史奇迹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王传利

教授
清华大学 2.7

4

关于研究生

指导教师队

伍建设的若

干举措和思

考

本课程聚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视

角下的导师作用，介绍了清华大学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大会提出的

十个要点、博导制度改革的主要思

路和举措，以及清华大学加强导师

队伍培训工作的若干举措，详细阐

述了“导学思政”的理念与相关实

践。

杨帆

副教授
清华大学 2.2

5

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高质

量发展战略

背景与路径

选择

本课程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论述，解读了十

八大以来研究生教育政策的走向，

分析了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问题与

困境，阐释了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

的策略与途径。

王顶明

教授

北京理工

大学
3

6

加强研究生

教育研究 建

设研究生教

育强国

本课程阐述了研究生教育学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结合研究生教育的

突出问题、具体要求和重点工作，

强调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急迫感、

责任感，并介绍了研究生教育的研

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

究方向，讨论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的

发展历史、研究现状和未来一个时

期的研究方向。

王战军

教授

北京理工

大学
1.9



7

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发

展之国际比

较

本课程介绍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发展简况、国际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基本概况和发展趋势。

马永红

教授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2.4

8

关于研究生

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的思

考

本课程围绕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

理论研究、政策制度、改革实践等

主要内容，聚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学位授权审核、合格

评估、水平评估、学位点建设等专

题，从理论、政策和高校实践三个

层面探讨了如何以评促改、以评促

建与人才培养质量相联系的要点。

梁传杰

教授

武汉理工

大学
2.9

9

研究生培养

质量现状与

提升策略

本课程从研究生满意度、培养过

程、培养结果等不同角度，介绍并

分析了提升研究生满意度，以及提

高研究生技能和职业竞争力的若

干思路。

沈文钦

副教授
北京大学 2.3

10

面向新时代

的研究生教

育改革政策

与行动

本课程介绍了全国研究生教育会

议政策精神，分析系列文件的内在

逻辑，分别从改革方向（四条线）、

政策规划（六文件）、执行推进（十

行动）、院校落实（出方案）等角

度，分析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

发展的重要性。

王传毅

副教授
清华大学 2.8

11

研究生教育

质量评价：理

论与方法

本课程阐述了研究生教育质量内

涵，分别介绍了外部和内部研究生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及质量评价

的若干方法。

王传毅

副教授
清华大学 2.4

12

教研相融、导

学互长——

培养国家急

需高端人才

本课程阐述了导师在研究生培养

中的重要性，分析了目前研究生导

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

提出了详尽的建议。结合西安交通

大学十四五规划，介绍了加强导师

队伍建设的若干举措。

吴宏春

教授

西安交通

大学
2

13
学位发展简

史

本课程介绍了学位的由来和定义、

详细介绍了美国学位的创新发展

和近代欧美模式影响下的当代中

国学位发展。着重对专业学位进行

了讨论。

耿有权

教授
东南大学 2.4

15

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路径

探索与案例

分享

本课程介绍了我国专业学位发展

的脉络，以清华大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为案例，详细介绍了项目制

培养、研究生能力提升证书、研究

生实践课程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

高彦芳

副教授
清华大学 2.2



相关思考和建议。

16

研究生导师

队伍建设与

行为规范要

求

本课程从规模结构、现状特征和问

题挑战三个方面，解读了教育部对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的政策要求和

今后的发展目标，阐述了导师行为

基本准则。

王顶明

教授

北京理工

大学
2.1

17

研究生学位

论文评价与

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

本课程围绕学位论文常见问题展

开研讨，希望通过相关内容的探

讨，促进学习者对我国研究生学位

论文评价实践和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的脉络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反思

培养单位保障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的实践效果和存在问题，并寻求

改进的“政策着力空间”。

高耀

副教授
天津大学 2.8

18

学位授予管

理与改革实

践

本课程结合《高等教育法》《学位

条例》《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

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介绍了清华大学

下放学位审议学术判断权力、成立

交叉学科学位工作委员会、调整校

学位委员会工作重点、自主开展博

士学位论文评审、完善学位论文创

新成果评价等改革举措。

杨帆

副教授
清华大学 2.4

总计 38

第二期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简介 主讲专家 专家单位
课程

学时

1

研究生教育的

学识扎实与育

人道地

本课程以“有扎实学识”为主题，

从留足空间、因材施教、有择有责、

有竞有协、昂扬志气等五个方面，

阐述了如何做到“学识扎实，育人

道地”。

杨卫

院士
浙江大学 0.6

2

研究生教育的

仁者爱人与知

人为教

本课程以“有仁爱之心”为主题，

从及时给力、不怨弱进、奖励诚信、

尊重个性、一世提携等五个方面，

阐述了如何做到“仁者爱人，知人

为教”。

杨卫

院士
浙江大学 0.6

3

研究生导师如

何履行好立德

树人职责

本课程从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

背景、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开始探

讨，回顾和梳理立德树人重要论述

王顶明

教授

北京理工

大学
1.9



的核心观点，从思想政治教育、学

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

分析如何贯彻和落实研究生导师

的主要职责。

4

恪守科研诚

信、倡导负责

任研究行为—

—导师的责任

与担当

本课程探讨了导师的科研诚信意

识和培养学生恪守科研诚信的责

任与担当。内容包括：学术研究的

本质、科研失范行为分类、美国科

研诚信建设的历史回顾、中国科研

失范行为现状和治理、实现负责任

研究行为途径及导师在科研诚信

教育中的责任。

刘红

教授

中国科学

院大学
2.2

5
立德树人、因

材施教

本课程从导师和学生两个维度分

别理解“立德树人”，从“学术道

德”培养的角度挖掘“立德树人”

的关键环节，从规范的“学术行为”

角度体现“学术道德”，探讨了如

何通过识“材”辨“材”落实因材

施教。

赵学增

教授

哈尔滨工

业大学
1.8

6
项目申请书的

学术诚信问题

本课程介绍了在法治化视野下，学

术诚信与规范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探讨了如何在项目申请书中做到

个人申请行为合规前提下的风险

规避，真正贯彻和体现学术诚信的

科学精神。

印波

副教授

北京师范

大学
1.4

7

人格与身教：

研究生导师如

何立德树人

本课程阐述了研究生导师职责的

时代要义、师德概念与相关政策变

迁，从导师指导的组成要素出发，

探讨导师指导的类型和指导过程

中的关注点，以生动的案例展示研

究生导师人格与身教对研究生社

会化的重要性，并探讨“立德树人”

如何通过改善指导形式、注重导师

对研究生个人发展的关注，以及通

过加强导师人格感染、榜样塑造而

落到实处。

徐岚

教授
厦门大学 1.6

8

以系统性思维

开展研究生教

育理论研究—

—以《研究生

教育学导论》

为例

本课程以《研究生教育学导论》为

例，阐述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必要

性，介绍了《研究生教育学导论》

的结构与主要内容，讨论了从传统

文化的视角中的导师工作原理和

加强系统性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耿有权

教授
东南大学 2.7



9

导师如何指导

学生？ ——

法律与师德的

视角

本课程结合具体案例，围绕一系列

高校教师师德规范和教育部 2020

年印发的《研究生导师行为准则》

展开，介绍了我国教育法律和学位

管理的基本法律体系、研究生培养

质量保障、学术诚信等内容，有助

于高校防范研究生教育领域中的

法律风险，提高依法治校的水平。

张冉

副教授
北京大学 2.4

10

研究生常见心

理问题识别与

应对

本课程从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入

手，针对不同心理问题的分级，介

绍了研究生心理问题的发生、表

现，以及作为导师与研究生谈论心

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赵嘉路

博士
清华大学 2.3

11
高校危机应对

与舆情引导

本课程以高校易发的舆情为案例，

介绍了在多媒体时代突发事件处

理中的主要矛盾，高校教师如何寻

找网络事件处理中的关键点，如何

从中提炼“事商”和“舆商”，以

做到 “凡遇大事必有静气”的定

力和能力。

张涛

专家

北京师范

大学
1.2

12

研究生教育研

究前沿和论文

撰写

本课程介绍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现

状与研究生教育研究前沿，并以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期刊收稿及

刊发稿件中的问题为案例，介绍研

究生教育研究论文的常见问题，对

如何写好研究论文提出相关建议。

周文辉

研究员

北京理工

大学
2.7

13

研究选题、学

术表达与论文

投稿——期刊

编辑的视角

本课程以《研究生教育研究》为例，

介绍了期刊的选题方向、学术表达

与价值评判及选刊投稿注意事项

等常见问题。

黄志广

副教授

中国科学

技术
2.5

14

研究生教育改

革举措的科学

研究与成果表

达

本课程结合当前各院校在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改革成果，介绍

了如何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如何

进行优秀成果表达。

张国栋

研究员

上海交通

大学
2.3

15

《研究生导师

指导行为准

则》要点解读

与案例分析

本课程聚焦研究生导师全过程指

导，从导师对学生的思想引领，以

及导师参与教学管理两大方面，结

合以公开发布典型案例的分析，对

《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进行

了要点解读。

邓海峰

副教授
清华大学 2.9

16

机械工程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

中《工程伦理》

价值观和伦理

本课程针对工程伦理课程教学与

学科专业相脱节的问题，讨论了如

何将《工程伦理》价值观、伦理原

则等与专业课有机结合的方式方

赵学增

教授

哈尔滨工

业大学
1.7



原则的导入 法，介绍了丰富课程思政建设进行

的有益探索。

17

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体

系构建与实践

本课程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介绍

了院校在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

发展中，精准确立培养目标，构建

研究生培养体系的相关实践与思

考。

王军政

教授

北京理工

大学
2.5

18

以评促建：学

位授权点合格

评估与研究生

培养全过程管

理

本课程围绕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的

内容和要求，聚焦《关于进一步严

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

理的若干意见》，解读了加强研究

生培养全过程管理的难点、要点。

沈文钦

副教授
北京大学 2.7

19

指导风格和师

生关系如何影

响研究生培养

质量

本课程从与高校师德建设和导师

立德树人相关的政策入手，主要阐

述研究生导师的角色和职责，以生

动的案例展示研究生导师指导风

格与师生关系对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性，并探讨“为学”“为事”

“为人”如何在师生关系中通过导

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社会化产生

影响。

徐岚

教授
厦门大学 1.5

20

研究生学位质

量保障体系建

设——以东华

大学为例

本课程以东华大学为例，从学位授

予管理流程、学位论文抽检与查

重、学位授予标准设置与管理等方

面介绍了保障研究生学位授予工

作质量的若干要点。

俞 昊

教授
东华大学 2.2

总计 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