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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实践
张吉礼



2015年第八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2

内 容
改革背景

改革做法

改革成效

新的思考



2015年第八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一级学科博士点：27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129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42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219个

 专业学位授予权：12个

一、改革背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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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基本稳定期
2009年以来

五年招收硕士
生2万余名、博
士生4105名

快速增长
1999~2008

十年招收硕
士2万余名、
博士5173名

小幅增长期
1978~1998

二十年累计招收硕士生
7157名、博士生750名

停滞期
文革

十四年累计招收硕
士生 188名

起步期
文革前

数据来自黄宝印
主任的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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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在校博士生：3900人
 在校硕士生：9900人
 在职非学历生：5000人
 国际研究生：410人

3

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建设成为提高质量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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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2007年修订：全面修订
 2010年修订：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
 课程质量监督机制：督导组+查课员
 形成《研究生课程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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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1）课程体系层次定位问题：
本、硕、博不同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化、层次性

和逻辑性体现不够
一级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不够
学校、学部（学院）对课程体系的作用体现不够
学术型和专业型课程体系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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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2）课程设置和内容设置问题：
课程设置和教学定位不清晰
按二级学科设置课程，内容重复，容量小、碎
课程缺乏深度、基础性不强，信息综述类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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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3）博士生课程体系问题：
基础课和必修课少
专业选修课少
硕博连读课程缺乏优化、叠加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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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4）对研究生课的认识问题：
学部学院：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教师参与程度

不够
教师：认识和重视不够，甚至“研究生不需要上

课，不如直接进实验室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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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

（5）课程管理和激励机制问题：
课程质量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缺乏淘汰机制，新开的课多、淘汰的少
学校对上研究生课在政策上的重视不够

上述问题若不解决，必将影响：
个体上：学术水平提高难、发展无后劲
整体上：制约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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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秋，确定课程体系改革的试点学科：
 6个：土木、水利、化工、船舶、管工、哲学
 针对国内外标杆学科，进行调研，形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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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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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试点，专题研讨，了解基层心声，凝练、做实基
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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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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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做法

 2012年1月9-10日以“育人为本，协同创新，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为主题，召开了学校事业发展研讨会
 时任校党委书记张德祥教授、校长欧进萍院士、常务副校长

郭东明院士、副校长李志义教授、副校长曲景平教授分别作
了重要讲话和专题报告

 教育部科技司基础教育处明炬处长作了协同创新专题报告
 从学校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研讨本研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建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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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做法

 2012年1月9-10日，召开2012年学校事业发展研讨会
 副校长曲景平：《研究生培养质量体系的若干思考》
一个核心：提高质量

两个重点：优化课程体系、质量保障体系

三项措施：课程质量建设、质量监督机制、培养
机制改革

课改思路：由点到面，自下而上，论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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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做法

颁发了《大连理工大学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实施方案》，
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培养方案修订领导小组，于
2012年3月2日召开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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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做法
18

以优化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为重点，修订研究生培养
方案；以五个有利于为基本定位，改革课程体系；以
指导性文件为规范，全面推进；旨在形成以能力培养
为导向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

五个有利于：
 夯实文理兼容的通识基础
 健全系统扎实的知识结构
 培养突出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培养敏锐客观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培养准确生动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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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做法
19



2015年第八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二、改革做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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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做法
21

研讨内容
 培养目标
 培养模式
 学分学制
 课程体系
 课程要求
 教师要求
 上课方式
 课程评价
 淘汰机制
 学位论文



2015年第八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

二、改革做法
22

 2012年7月22日完成了本、研培养方案的审定工作，
并从2012年秋季入学的新生起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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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24

（1）实现了培养目标的顶层设计，准确定位了研究生培
养目标及其内涵，体现了本、硕、博人才培养目标的区别，
解决了“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硕士生培养目标
 文理兼容的通识基础
 系统扎实的知识结构
 突出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敏锐客观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准确生动的表达能力
 开阔的国际视野
 较高的学术道德标准

博士生培养目标
在硕士的基础上，还要求：
 扎实的理论基础
 跨学科的工作能力
 把握学科前沿的能力
 较高的思想与文化素养
 担当奉献的社会责任感
 引领未来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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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25

（2）实现了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新方案既体现了不同类
型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的本质区别，又按一级学科设置培养
方案，较好地解决了研究生“如何培养”的问题

 改革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在培养模式、课程
体系、论文标准、实习实践等方面，明显区别于学术学
位，强化了实践能力培养

 做实了各类课程的学分，新增了博士专业必修课，学术
活动不计入学分。加强了基础，增大了学生选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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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26

（2）实现了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新方案既体现了不同类
型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的本质区别，又按一级学科设置培养
方案，较好地解决了研究生“如何培养”的问题

 发挥学部制优势，打通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按一级
学科设置培养方案
 改革后：4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有35个按一级学科设

置培养方案，占83.3%；27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有25
个按一级学科设置培养方案，占92.6%

 改革前：仅有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按一级学科设置培
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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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27

（3）实现了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学士、硕士和博
士课程体系之间的层次性和逻辑性，为从全局解决“上什么
课”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明确了学校、学部学院和各二级学科之间在课程建设和
课程管理上的分工要求和作用，特别是突出了学校和学
部的作用，避免因人设课

 整合全校资源，开设了44门校管平台课程，明确了每门
课程的定位和要求，打破了跨学部开课之藩篱

 发挥学部制优势，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按一级学科设
置课程体系，实现了各专业横向贯通

 本、硕、博课程统一编码，实现了课程设置和内容要求
的本-硕-博纵向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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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28

（1）按一级学科建立了以44门校管课和550门专业必修课
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解决了“上什么课”问题

第一类：人文社科类课程。
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
构建人文精神

44门
校管平台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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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29

（1）按一级学科建立了以44门校管课和550门专业必修课
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解决了“上什么课”问题

第一类：人文社科类课程。
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
构建人文精神

第二类：外语类课程。
夯实研究生语言基础、
提高语言能力、增强
国际文化素养

44门
校管平台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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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0

（1）按一级学科建立了以44门校管课和550门专业必修课
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解决了“上什么课”问题

第一类：人文社科类课程。
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
构建人文精神

第二类：外语类课程。
夯实研究生语言基础、
提高语言能力、增强
国际文化素养

第三类：论文写作与学术
规范类课程。提高研究生
论文写作能力、加强学术
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

44门
校管平台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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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1

（1）按一级学科建立了以44门校管课和550门专业必修课
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解决了“上什么课”问题

第一类：人文社科类课程。
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
构建人文精神

第二类：外语类课程。
夯实研究生语言基础、
提高语言能力、增强
国际文化素养

第三类：论文写作与学术
规范类课程。提高研究生
论文写作能力、加强学术
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

第四类：数理化生类课程。
夯实学生数理基础，提高学
生推演和凝练能力、试验分
析能力

44门
校管平台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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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2

（1）按一级学科建立了以44门校管课和550门专业必修课
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解决了“上什么课”问题

第一类：人文社科类课程。
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
构建人文精神

第二类：外语类课程。
夯实研究生语言基础、
提高语言能力、增强
国际文化素养

第三类：论文写作与学术
规范类课程。提高研究生
论文写作能力、加强学术
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

第四类：数理化生类课程。
夯实学生数理基础，提高学
生推演和凝练能力、试验分
析能力的数理化生类课程

第五类：工程技术类课程。突
出大工理工特色和优势、加强
学生学科交叉、提高研究生工
程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

44门
校管平台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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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3

（2）新的课程体系中，基础课的门数和比例得以提高，有
利于加强研究生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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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4

（3）增加总学分，做实了课程学分，删掉了“概述概论、
进展类、现代类”等内容空泛课程，做实了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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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5

（4）新的课程体系深受学生的欢迎，开课效率显著提高

10人以下硕士
生课由原来
29.7%降低到
18.5%；30人
以上课由
30.3%提高到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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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6

（4）新的课程体系深受学生的欢迎，开课效率显著提高

10人以下博士生
课由原来52.2%
降低到26.9%，
30人以上课由
13.1%提高到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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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7

（5）编制了课程目录、110万字的培养方案汇编和330万字
的教学大纲，为课程体系的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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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8

（1）加大了研究生教学资助力度，制定了优惠政策，极大
地调动了教师上课的积极性，解决了“谁来上课”的问题

 建立了17个以承担省级和校级精品课为主的优秀教学团
队，获省精品课6门、校精品课8门、校教学成果奖2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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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39

（1）加大了研究生教学资助力度，制定了优惠政策，极大
地调动了教师上课的积极性，解决了“谁来上课”的问题

 建立了17个以承担省级和校级精品课为主的优秀教学团
队，获省精品课6门、校精品课8门、校教学成果奖2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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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了课程质量监督与淘汰机制，加大了听课力度并
及时反馈意见；建立了课堂听课、师生座谈等及时了解学生
学习状况的长效机制。解决了“如何上好课”的问题。

三、改革成效
40

严格开课
条件，3
年累计因
选课人数
少而停课
182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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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41

（3）以课程体系改革为契机，完善了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
监督与淘汰机制，提高了服务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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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42

（3）以课程体系改革为契机，完善了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
监督与淘汰机制，提高了服务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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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成效
43

获教育部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试点单位，应邀作了多场课
程体系改革的专题报告，10余所高校来连进行经验交流，
起到了很好的辐射示范和借鉴作用

2013年教育部课程改革课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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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的思考
45

 互联网+、MOOCs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一流大学建设
 ……

 进一步优化一级学科课程体系
 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
 加强国际化专业建设
 先试点、再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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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