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大会 

邀 请 函 
（第二轮） 

 

首届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大会的相关研讨活动信息一经发

布，就受到研究生教育战线和相关方面的广泛关注。在发布大会筹

备进展情况的同时，再次邀请关心支持首届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

大会的广大会员、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学术界、

出版界、媒体的领导、专家、老师和同学们届时参会研讨交流。 

一、会议目的与意义 

1．促进关于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交流，助

力提升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质量和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2．汇聚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支持单位，为

促进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质量提升储备专家资源和合作力量； 

3．为今后探索开展研究生课程与教材相关的研究、团标制定和

示范性项目建设提供思想和理论准备，并探讨可行的实施方案。 

二、会议时间与地点 

1.时间 

2024年5月10日全天报到，5月11日全天—12日上午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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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点 

北京·友谊宾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 

三、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学术支持：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承办单位：清华大学出版社 

协办单位：超星泛雅集团 

四、大会主题与议程安排 

大会主题：研究生课程与教材是要教练创新的——新时代研究

生课程与教材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会议议程安排，详见附件。特别提示，会议安排可能会因故作

出部分调整，以实际发生为准，敬请知悉。 

五、会议报名、缴费及酒店预订 

1．会务费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为本会有效会员提供会员礼遇（享

受会员价）。凡会费缴纳在有效期内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都为我

会有效会员。有效单位会员的师生员工，无论是否为我会个人会员，

报名参会均享受会员礼遇（可在报名系统里查知本单位是否为我会

有效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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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费用 2500 元/人（有效会员 2000 元/人）。4 月 30 日前缴纳

会务费可享受早鸟价 2000 元/人（有效会员 1600 元/人）。 

会议期间，差旅、食宿费用自理。 

2．会议报名、缴费 

报名参会、缴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3．会议酒店预定 

（1）本次会议参会代表自行预订住宿酒店，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选择在友谊宾馆或者其他宾馆住宿。 

（2）选择入住友谊宾馆的参会代表，可以享受酒店协议价优惠，

预订房间请扫描以下二维码。 

友谊宾馆怡宾楼，预订请扫码： 

  

友谊宾馆迎宾楼，预订请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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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式 

1．学会秘书处 

郭文婷，010-62328685 

2．清华大学出版社 

徐远洋，18500257961 

 

附件：首届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大会开幕式、主论坛、分论 

坛、闭幕式初步安排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202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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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届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大会 
开幕式、主论坛、分论坛、闭幕式初步安排 

（2024年 5月 11日-12日，北京，友谊宾馆） 

说明：以下议程仅为初步安排；大会议程与分享内容以实际发生为准。 

5 月 11日全天 

开幕式 

08:30-08:45 
 

主论坛 1 

 

主旨报告 

08:45-12:00 

 

 

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政策要求 待定 教育部主管部门领导 

建立符合研究生教育特点的课程体系 李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副主任，二级教授 

高站位认识 高标准谋划 高效率落实 

努力打造研究生基础前沿交叉课程

“样板间” 

岳晓奎 
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

长，教授 

工程管理专业学位课程与教材建设探

索 
张  伟 

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教授 

人工智能时代研究生在线课程建设与

数字教材的探索与实践 
刘  强 

超星泛雅集团副总经理，研究生教

育研究院院长 

从学科史中培养创新——清华科学技

术史专业建设的经验与挑战 
蒋  澈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 

国外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 朱佳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学生发展与

人才成长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自助午餐 

12:00-13:30 
 

分论坛 1 

【研究生课

程与教材建

设：理论与

实践】 

 

专题报告 

13:30-16:50 

 

每个报告 20

守正出新：研究生教育课程开发的理

论遵循与实施方略 
罗尧成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人事处

处长，教授 

以系统思维引领研究生课程建设——

我国研究生课程建设的理论基础、政

策变迁与改革实践 

郝德贤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生课程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性教学

——基于知识、研究与教学的多维思

考 

郭一凡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新时代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思与行 李  飞 
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

长，二级教授 

五育融合 分类培养——医学院校研 林  晨 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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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主题研讨 

17:00-18:00 

 

究生课程建设探索与实践 授 

我们学到了什么——教育博士课程学

习体验的现象学研究 
刘凤园 广州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主任 

浅谈研究生课程建设 李玉凤 
华北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与管

理办公室副教授 

化学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学科发展史和

研究方法论教育 
李  昆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生物

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教授 

创新思维与技术转化课程教改、教材

建设的探索 
吕  爽 

四川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创新

创业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院院长，副

教授 

《算法设计与分析》研究生课程教材

与本科生课程教材的异同 
王建芳 

河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 

参会人员围绕“研究生课程与教材是要教练创新的”主题对以下议题进行研讨（与

会人员可自由发言。希望在本环节发言的专家，请提前作必要的内容准备）： 

1.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2.精品课程与优秀教材评定标准及其制定； 

3.示范性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项目方案。 

分论坛 2 

【研究生课

程思政理论

与实践】 

 

专题报告 

13:30-16:30 

 

每个报告 15

分钟 

 

 

 

 

 

 

 

 

 

 

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冯绍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教授，

科协秘书长 

混合教学视域下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

的探究与践行 
王晓敏 

太原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大思政教育观下的课程与教材建设的

哈工大实践 
李  均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处副

处长，教授 

新时代地方性行业高校研究生课程思

政建设思考与实践 
常金玲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管理学

院教授 

外语学科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与评价机制研究 
张蔚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区域国别战略研

究院院长，教授 

中医药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崔轶凡 山西中医药大学教授 

东华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实践 刘晓艳 
东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纺织学

院教授 

坚定蓝色信念，培育海味人才（行走的

课堂—海洋科考认知实践） 
刘海波 

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

教授 

《交通大数据管理与分析》教材与课

程思政案例建设 
胡晓伟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

副教授 

新商科背景下《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

研究生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杨彩霞 

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 

内部控制课程思政理论与实践 李  正 云南财经大学审计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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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讨 

16:45-18:00 

 

《语用学》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 王晓冬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参会人员围绕“研究生课程与教材是要教练创新的”主题对以下议题进行研讨（与

会人员可自由发言。希望在本环节发言的专家，请提前作必要的内容准备）： 

1.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2.精品课程与优秀教材评定标准及其制定； 

3.示范性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项目方案。 

分论坛 3 

【研究生课

程与教材建

设：案例】 

 

专题报告 

13:30-16:45 

 

每个报告 15

分钟 

 

 

 

 

 

 

 

 

 

 

 

 

 

 

 

 

 

 

 

主题研讨 

17:00-18:00 

 

以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导向的研究生实

验课程体系建设 

龙志强 

吕云霄 
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教授 

研究生课程组与系列教材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 
文华国 

成都理工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研究生院院长，二级教授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材如何教练学

生做转化 
宋丽梅 

天津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 

从理论到实践的机制与方法：以《人工

智能安全》教材为例 
曾剑平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

授 

基于学科交叉课程体系建设的跨学科

研究生培养探索——以中南大学“一

二二”研究生学科交叉课程体系建设

为例 

谢日安 中南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 

从“实践教学”走向“具身学习课程”：

教育硕士“三习一训”一体化研制进路 
谢  翌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育与课程建设

融合发展探索 
金  帆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学科独立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本-硕-

博课程设置分层建设实践逻辑——以

教育教学类课程为个案 

郭中丽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教

授 

单一理论课程下研究生“八会”综合科

研能力培养新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探索 
毛建文 

广东药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教授 

国际化视域下，面向土木类研究生的

“1245”课程思政建设新路径 
杨忠华 

沈阳工业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副主任，副教授 

行业特色院校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

的改革实践 
洪振宇 

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

授 

“大健康时代”研究生高级营养学课

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汪建明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外语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发展之路 屈  琼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参会人员围绕“研究生课程与教材是要教练创新的”主题对以下议题进行研讨（与

会人员可自由发言。希望在本环节发言的专家，请提前作必要的内容准备）： 

1.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2.精品课程与优秀教材评定标准及其制定； 

3.示范性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项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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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 4 

【研究生课

程与教材建

设：机制与

技术】 

 

专题报告 

13:30-17:15 

 

每个报告 15

分钟 

 

 

 

 

 

 

 

 

 

 

 

 

 

 

 

 

 

 

 

 

 

主题研讨 

17:15-18:00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生课程与教材

建设：以《数据科学理论与实践》课程

为例 

朝乐门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与分析系主

任，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智慧

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田  蜜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处副处

长，副研究员 

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的保障机制和

改进措施探析 
王  莉 扬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高校-社会”协同的风景园林研究

生实践课程建设与实践 
李  倞 

北京林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

处长，教授 

产教科教协同融合推进研究生优质课

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张  瑾 青岛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 

高校出版社研究生教材高质量发展：

形势研析、堵点梳理与路径转型 
周  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

社长，副编审 

人工智能时代新教材与新教学的探索

与实践 
姚  凯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Credamo见数创始人 

聚焦痛点、跨校联动：《研究生学术表

达能力培养》线上特色 MOOC 课程建设 
张海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学院副院

长，教授 

推动研究生课程体系高质量建设  加

快三航“总师型”人才自主培养 
田  芬 

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助

理教授 

教育数字化战略下数字教材建设与发

展的策略 
庞欣欣 

河南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主持

工作），副主任医师 

“人工智能+大数据”背景下工商管

理学科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 
刘先伟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高等药理学》在线课程建设与课程

思政教育实施 
周延萌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教授 

打造优质课程 培育西迁新传人——

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课程《质性

研究》建设探索与实践 

蒋小平 
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主任护师，

教授 

数字赋能学科教学（化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的案例开发与应用研究 
姜大雨 吉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研究生核心课程《统计信号处理》在线

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张文明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参会人员围绕“研究生课程与教材是要教练创新的”主题对以下议题进行研讨（与

会人员可自由发言。希望在本环节发言的专家，请提前作必要的内容准备）： 

1.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2.精品课程与优秀教材评定标准及其制定； 

3.示范性研究生课程与教材建设项目方案。 

自助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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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20:00 

5 月 12日上午 

主论坛 2 

主旨报告 

08:30-11:00 

 

每个报告 30

分钟 

医学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思考 董家鸿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

学院院长 

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与教

材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徐  丹 

大连海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教授 

推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 王传毅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研

究中心副主任，长聘副教授 

遵循研究生教育特点规律的高水平教

材建设思路探究——基于对首届全国

教材建设奖获奖教材的多维分析 

吴  丹 
国防科技大学一流大学建设评估办

公室主任，研究员 

 待定  

闭幕式 

11:00-12:00 

各分论坛分享“主题研讨”成果，每个分论坛 8-10分钟； 

主办方总结会议成果，提出第二届大会动议。 

自助午餐 

12:00-13:30 
具体地点详见会议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