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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培养模式 加强导师建设
培养优秀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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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1

2005年，温总理在看望钱老时，钱老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
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06年11月20日9时许，国务院第四会议室 ，温总理再问6位
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这个问题



背景分析1

哈佛大学的启示

34名偌贝尔奖得主，32名普利策奖获得者

7位美国总统

《福布斯》公布的美国亿万富翁中，62名就读于哈佛，名
列榜首

哈佛大学培养了一批一流人才。

24任校长：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背景分析1

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
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
一代人的质量”。

19任校长：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

21任校长：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教师

23任校长：大学者，大师云集之地也

25任校长：要使我们学校常居于前列，归根到底是要有

好的教授

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
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

哈佛启示：
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的教师



背景分析1

香港科大崛起的启示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2009年英国《泰晤士
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的全球前200所大学，科大排名
第39位。MBA项目排在世界第16位（Financial Times）。
在最近的亚洲大学排名中独占鳌头。



背景分析1

外部环境：香港社会和经济
发展程度、社会条件、公民
素质、政府的大力支持、经
费的投入和国际化的环境

内部环境：大学的办学理
念和准确定位、专家治校
的组织架构、一流的校长
和师资

港科大的启示：
好的制度+好的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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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索尔维会议合影， 29 名参会者中，17 人是诺贝尔奖得
主，都有师承关系

1 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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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它不仅是DNA模型的
诞生地，也是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验场所

日本「神冈实验室」201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的梶
田隆章，师从小柴昌俊，于2002年拿下诺贝尔奖。

物理学家卢瑟福在他的培养所培养出了12位诺贝尔科学
奖获得者，有查德 威克、赫给西、卡皮查等。

在玻尔的学生中，玻尔先后培养出了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里有波罗特等。

在核物理上有着重大贡献的裴米，在他的学生中，一共培
养出六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中有李政道、杨振宁等。

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其中最著名的还是孔门十哲：子渊
、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

背景分析



1 背景分析
1 教师二级

2 教师二级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及中
青年专家

3 教师二级

4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5

6 教师二级

7 院士
中科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

8 教师二级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及中
青年专家、科学中国人2009
年度人物

9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有突
出贡献的专家及中青年专家

10
11

12 教师二级

13 教师二级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4 教育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5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6 教师二级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7 教师二级

18 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及中青年专家

19 教师二级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百千万工程”人员

20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高等学校优秀骨
干教师

21 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及中青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

22 教师二级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百千万工程”人员、国家跨世纪
优秀人才

23 教师二级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

24 教师二级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百千万工程”人员

25 教师二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

26 教师二级 国家跨世纪优秀人才

27 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国
家人事部、教育部授予的全国模范教师

启示：
人才质量关键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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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1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支持鼓励企业
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国家形势：

一带一路
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

社会的呼唤：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让高校人才培养更有的放矢
我国正在加快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势在必
行。当高校真正面向社会、注重质量、突出特色、育人为本，一流大
学、一流学科的建设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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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 培养的人才与行（企）业的需求相距甚远；
• 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认识不到位，观念没有转变；
• 培养过程沿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 导师的工程知识缺乏、工程技能欠缺；
• 研究课题脱离工程；
• 研究成果成摆设

背景分析



1 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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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培养模式

大四 硕士 中期考核 学术研究

本硕博贯通培养的学术型人才体系

计划定制 课程定制 企业实习 企业课题研究

产学研协同培养的应用型人才体系

供给侧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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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培养创业创新能力为导向，以提高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产学研

用协同育人为途径，通过分类指导、强强联合、创新模式，为国家龙

头行（企）业单位输送理论基础扎实、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突出的应用

型人才。

加强学校与行（企）业的深度协同，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协同创新”的原则，开展联合招生和联合培养，构建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元一体的协同育人模式，吸引优质

生源，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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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协同育人的培养方案

各学院根据实际社会需求，按不同专业学位类别或工程领域，打

造特色鲜明、校企协同育人的培养方案。

在设置课程时，为满足研究生在专业实践和课题研发中所需的专

业知识，实践性课程不少于4学分，根据具体合作方向的需求定制课

程，定制课程不少于6学分。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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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课程教学

各学院须紧密围绕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框架，优选教学内

容，突出课程实用性和综合性，增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创新教学方法，加强案例教学、模拟训练等教学方法的运用。

充分利用行（企）业智力资源，行（企）业专家讲授的课程不少于4

学分。

完善课程教学评价标准，转变课程考核方式，注重培养过程考

核和能力考核，着重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水平。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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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协同育人基地

各学院联合相关行（企）业、学校外地研究机构、地方政府

或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建立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协同育人基地

。

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内容和要求，健全培养实践管

理办法，加强培养实践考核评价，保证培养实践质量。

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工作的紧密结合，注重在实

践中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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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学位论文应用导向

各学院（部、中心）学位分委员会须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各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意见和学校的基本要求，分类制定学位

论文标准，规范学位论文申请和授予条件。

学位论文选题须来源于行（企）业的实际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

，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行（企）业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评阅人应有一人为相关行（企）业具有高级职称（或

相当水平）的专家,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相关

行（企）业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当水平）的专家。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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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构建 “双师型”团队
各学院（部、中心）须聘请相关行（企）业的合作导师，与校

方导师共同完成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与培养工作。
研究生第一年不指定导师，由所在学院指定学业导师统一管理

，负责选课等事宜。第二学年研究生确定课题方向后，依课题内容
自主选择双方导师。

相关行（企）业应深度参与学院（部、中心）的研究生培养活
动，并为研究生培养提供实习实践场所、科研平台、研发课题和经
费资助等各类支撑与支持，多方协同育人。

鼓励相关行（企）业为研究生提供各类资助与奖励，吸引优秀
的全日制研究生到行（企）业就业。

学校外地研究机构或地方政府应发挥管理优势、资源调拨优势
，协同学院（部、中心）和行（企）业，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服
务与条件保障。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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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各学院须建立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全过程质量保障制度，

畅通的校企沟通渠道，以及培养实践基地的监管机制。

各学院设立专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组，负责指导、规

范本单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委员会中应有三分之一来自相

关行（企）业的专家。

学校成立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专家组，对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过程提供指导，对培养质量进行监督。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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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稳步推行

各 学院（部、中心）根据以上意见制定本单位所涉及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方案，拟定指导教师和合作导师名单，经研究生院组织
专家审核通过后执行。

研究生院将为协同培养基地授牌，为行（企）业的合作导师授
予证书。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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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合

校企共同

完成课程

校企共商

培养方案

育人基地

企业就业

打造校企协同培养应用型人才体系

校企共

同答辩

联合录取 双师指导

2106年7月4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若干意见”（西交研〔2016〕62号）

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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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研究生资源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使专业学位的指标配置更切合实际需求

使专业学位的培养更切合社会实际需要

使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获得提升

使校企深度合作获得双赢

供
给
侧
结
构
改
革

文件的特点：

最大的障碍：观念转变，短期内动了自己的蛋糕，看不见远期收益

创新培养模式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1. 构建职责清晰的闭合系统

学校

学院

导师

学生
淡化职务
强化职责
导师培训
BRT考试

办学重心下移

顶层设计
资源配置

质量反馈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2. 利用资源配给倒逼改革

学校倒逼学院
学院倒逼导师
导师倒逼学生
学生倒逼学校

优质资源配给优势学院
优秀学生找到优秀导师
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按人才流动规律办事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3. 实行导师分类管理

学术型导师
专业型导师
分类指导
分类考核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4. 加强培训引导

不是学术水平越高指导能力就越强，指导好研究生
也是一门学问
强化宗旨引导：以学生为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
建立强制性的青年教师和导师定期培训制度
树立模范导师和模范团队，重视发挥导师团队作用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5. 加强导师考核

加强导师的非学术素养的考核
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发挥指挥棒作用
把学生的学风情况作为导师考核的要素
把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学术交流、思想政治教育、
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训练等纳入导师评价
鼓励研究生参与对导师人才培养工作的评价
导师资格动态调整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6. 加强校企协同

双导师制
校企导师稳定合作
企业导师授课
企业导师协助指导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谢谢大家！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
君矣！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
国家之治薄。

《墨子》——墨家的人才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