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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科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影响广泛。2017 年，本学科

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行列。当前，学科坚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

积极响应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聚焦国家

治理、地方与基层治理、政党治理、全球与区域治理四个重点领域，努力构建中

国本位、全球视野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本学位点由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共建。现有 5个博士、硕

士学位点，2 个本科专业，2个国家重点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外政治制度），1 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政治学）,1 个湖北省“楚天学

者”设岗学科（中外政治制度），5 个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研究院、

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全国民政政

策理论研究基地、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1 个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

刊（《社会主义研究》）。

（一）研究生招生情况

2020 年本学位点政治学科共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216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34

人、硕士研究生 182 人。各专业具体招生情况如下：

专业名称 研究生类别 学习方式 招生人数

政治学
博士研究生 全日制 34

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 182

合计 216

（二）研究生学位授予及毕业情况

本学位点政治学 2020 届毕业生总人数计 220 人。其中硕士毕业生 193 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87.72%；博士毕业生 27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2.28%。

毕业生具体情况如下表：

专业名称 学位级别 学生类别 授予学位 毕业人数

政治学
博士 学术型博士 法学博士学位 27

硕士 学术型硕士 法学硕士学位 193

合计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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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就业情况

2020 年，本学位点出台并实施《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及奖励方案》，多措

并举，广发发动资源，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与帮扶工作，帮助研究生顺利就业截

止到 12 月 20 日，2020 届毕业研究生年终就业率已达 92.74%。

（四）研究生导师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 56 人。其中，教授 26 人，博士生导师 25

人，副教授 15 人；形成了学科带头人（45-55 岁教师）—学术骨干（35-45 岁教

师）—学术后备力量（35 岁以下教师）的雁阵型学术梯队。学术队伍中，1人为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 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3 人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

人为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1人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 人

为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人，“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2人，民政部全国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5人，

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1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获得者 2人。本学位点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授。

二、目标与标准

1.本学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本学位点围绕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要求，培养具有宽广学术视野和学术能力

的创新性人才，培养面向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和外交外事、高校教学等领域的具

有国际视野的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层与地方治理研究的高端人才、乡村

振兴和农村发展的卓越人才。本学位点将以能力和知识为并重目标，以提升学生

能力为目标，以实证研究为基本方法，为国家培养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与理论体

系、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独立的社会科学调查与研究能力、深厚的人文关怀与

国家情怀的中国特色政治学高层次人才。

2.本学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

掌握深厚的政治学专业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国内外政治学研究的历

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钻研学术

问题和政治社会问题；外语水平较高，能够用外语从事本专业研究及开展国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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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培养面向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和外交外事、高校教学等领域的具有国际视野

的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教学的高层次人才。

3.制定了与本学位点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法学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执行

情况良好。

三、基本条件

（一）本学位点的主要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1.政治学理论

以学习、研究政治学基础理论为主，包括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政治理

论、公民身份理论、文化政治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等；运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分析、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研究中国政治，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学理

论。本研究方向注重研究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关注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把握

当代中国政治实践逻辑；了解政府及社会公共部门的治理体制与机制、治理行为；

研究公共政策及其创新。本研究方向继续加强和提升地方和城乡基层治理、社会

治理、文化治理和地方政府创新等特色优势研究，建设高峰研究领域。

2.中外政治制度

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流变和最新进展、中

国比较政治学的建设；国别政治制度研究：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制

度研究、俄罗斯、韩国、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研究。中外政

治制度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比较。

同时需要学习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国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治团体、政治文化、

公共政策、政治生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等。

3.中国政治。

中国政治方向以田野政治学为研究路径和方法，在吸收政治学基本理论与分

析方法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场域，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和特点。注重从中国

实践和中国经验中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提炼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原创

性的中国政治学理论；在历史借鉴的前提下，探讨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现

代意义和世界价值；立足现实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从世

界政治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底色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4.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主要学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实践形

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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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现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等。

该方向还需要学习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为其研究

重点，兼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左翼社会运动和思潮。

同时还需要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民主法治，研究城乡社区自治；民

族理论；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法制建设等。

5.国际政治

学习研究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美国的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流派；英国的国际社

会学派；北欧的和平学派；第三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等。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

的产生、发展及前景。

同时学习研究区域政治、国别政治，包括一些有代表性区域联盟的起因、发

展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的影响；大洋洲、南美洲、中亚、北欧等区域主

义发展的现状及走向；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基本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内容。

6.国际关系

主要学习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包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三世界的国

际关系理论，以及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以军事、政治等为核心的传

统国际关系发展，以经济、环境等为重点的非传统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国际关系

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

同时需要学习研究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亚太地区地点问题、亚太区域发展

研究，如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东亚一体化研究等。

该方向还需要学习研究国际关系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冷战后国际关系的

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对外战略与政策。

（二）本学位点的主要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1.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和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实践形

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

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

设的理论和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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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主要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外社会主

义的理论、思潮、运动、实践，包括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国外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原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新进展；当代

资本主义的变化过程、特点、实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

影响；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等。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基层治理。主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中国

城乡基层治理为研究内容，着重研究新时代我国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城

乡基层治理的重大制度建设；城乡基层治理的地方经验和规律；城乡基层治理的

发展方向；城乡基层治理的中外比较等。

2.政治学理论

（1）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主要以研究政治学基础理论为主，包括国家理论、

政府理论、政党政治理论、政治学方法论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形成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理论体系、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等。

（2）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主要探讨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发展规律、

理论流派及其发展趋向，揭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求、目标和路

径，深入探讨城乡基层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

（3）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主要探讨社会政治变迁的一般规律，研究政治

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向，掌握分析中国政治的能力，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向

与历史前进的脉搏以及模式。

3.中外政治制度

（1）比较政治学理论。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对当代比较政治学的

主要理论流派、代表性人物进行研究；对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分析、解释

和总结，推动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新时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致力于新时代中国政府的组织、结构、功能、

运行机制及新时代政府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对于中国政治的过程及

政治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分析。

（3）比较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致力于对中外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的历史

发展、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治理方式以及绩效评估等进行研究。

4.国际政治

（1）国际政治理论。主要研究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马克思主

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国

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等。

（2）国别政治和区域政治。主要研究美、俄、英、法、日本、印度利西亚

等国家的国内政治，以及北美、欧洲、东亚和亚太等区域政治。



7

（3）国际比较研究。主要从事国家间和区域间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建设经

验和全球问题对策的比较研究。

5.国际关系

（1）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合作理论；区域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等。

（2）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亚太地区经济、安全、文化、社会合作；中美

日俄大国间关系；东亚合作及一体化进程等。

（3）中国对外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中国与大国间

的关系；中国与地区组织的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等。

（三）师资队伍——政治学一级学科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1.政治学理论

徐勇，男，1955 年出生，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

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

究领域的学者之一，主持大型中国与世界农村调查。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乡村治

理研究。曾经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政治学会副

会长。主要著作有《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农民改变中国》《国家治理的中国底

色与路径》《关系中的国家》多卷本等。“田野政治学”的主要构建者。

袁方成，男，43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

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

者，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陈伟东，男，58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

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成员。

陈军亚，女，1973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 年-2009 年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贸易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

系访问学者（2011 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访问学者（2019 年）。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项目多项。

2.中外政治制度

项继权，男，59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民政部“全国农村社

区建设专家顾问组”专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持多项教育

部重大攻关项目，发表论文 110 余篇。

邓大才，男，1970 年 10 月生，湖南省汉寿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政治学

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办、农业农

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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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

研究领域为基层与地方治理、农村政治学、产权政治学。

黄辉祥，男，43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退役军人事务部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退役军人事务研究

院副院长，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或参与国家或省部级项目，发表论文 30 余篇，10 余篇被《新华文摘》《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唐鸣，男，64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湖北省城乡基层自治组

织研究会会长，《社会主义研究》主编，湖北省科社学会副会长。

牟成文，男，56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

会常务理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美国 Philosophy Study 杂

志评刊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王建国，男，48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

会理事，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理事，湖北省党建研究会理事，政治与国

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社会主义研究》副主编。

陈荣卓，男，41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

基地主任，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第二批全国基

层政权和社区建设专家，民政部首批行政区划调整论证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通讯

评审和成果鉴定专家。

4.国际政治

胡宗山，男，49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湖北省国际关系学会

常务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政治

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刘从德，男，57 岁，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导，主持国际

合作项目、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大项目、教育部项目等 20 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5.国际关系

韦红，女，57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赵长峰，男，48 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导，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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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研究

2020 年本学位点共获得科研立项 69 个，累积科研经费 970.32 万元。其中，

邓大才教授的《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研究》获得研究阐释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刘筱红教授的《建党百年农村妇女

参政议政资料收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也是研

究院连续第四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同时，邓大才教授、张大维副

教授各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肖盼晴老师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青年基金项目一项。牟成文教授的《人民意志：马克思法哲学的思想特质》发

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项继权教授的专著《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研究》入选国家

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将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公司翻译出版；袁方成教

授专著《国家治理与社会成长——中国城市社区治理 40 年》入选 2020 年国家社

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将以英、法、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此外，王敬尧

教授的《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聂运麟教授的《新时期 新探索 新

征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吴理财教授的《公共性的消解

与重建》分荣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一等

奖、著作二等奖、著作三等奖；袁方成教授的《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研究》获得武汉市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五）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科研能力，促进科教融合科研育人，搭

建了一系列的科研学术平台。

一是搭建了学术科研育人平台。以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为引领，突出基层与

地方治理高峰领域，着力推进学术、科研育人。通过开设系统性调查研究方法论

课程，让学生熟悉研究方法、明确问题意识、掌握研究工具，鼓励学术创新，为

科研活动开展打好方法论基础。同时，开展“百村讲坛”、“中农-政科讲坛”、学

术沙龙、线上线下读书会等一系列学术科研活动，不断提升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

二是搭建了课题项目育人平台。在理论培养的同时，注重与课题项目结合起

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一是以地方改革项目育人。本学位点依托地方合

作平台，组织学生前往湖北秭归等多地开展了实地调查，对地方的改革创新经验

进行了总结。这些地方项目的参与促进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也提升了

学生的调查研究和写作能力。二是以中央部委委托课题育人。本学位点承接了中

农办、农业部、农政部等中央部委的委托课题，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这些课题项

目中。

三是搭建了社会实践育人平台。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本学位点学生搭建

了多类型的实践平台，成立了组织和管理大规模调查工作的调查中心、负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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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和新媒体运维的传媒中心，以及负责数据库建设和运营的数据中心。与此同

时，根据学生自身兴趣特长，组建多个志愿服务小组，在充分对接研究院科研活

动的同时，学生的个人能力也实现快速提升。

（六）奖助体系情况

本学位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遵循研究

生教育规律，以培养拔尖复合创新性人才为根本，以提高研究生综合能力为核心，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调查实践育人为特色，建立健全长效、多元的研究生奖助

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评价机制，全面激发研究生科研、实践的活力，

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和荣誉称号三部分组成。为了进一

步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加强对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吸引优质生源，激励研

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根据《华中师范大学奖助体系

实施办法》，结合本学位点的实际情况，综合考察研究生的实际情况，落实研究

生的奖助学金的发放管理工作。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情况

2020 年，本学位点政治学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共计 418 人，录取人数共计

182 人，录取比例为 43.5%。博士研究生报名人数 140 人，录取 34 人，录取比例

为 24.29%。

为适应当下疫情常态化的新环境，本学位点通过网络在线宣讲等方式，开展

研究生招生宣讲，在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推免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 2020

年下半年开展的推免工作中共计录取 26 人，是近年来研究生推免录取的最好成

绩。

二、思政教育情况

本学位点始终坚持“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学科发展”，以“田野政治学”为

主线，突出田野思政特色，充分激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一是认真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本学位点按照研究生院统一安排，硕

士、博士生均全面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并要求所有研究生均需要修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学分后才能获得申请答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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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做好常态化党员教育管理。2020 年，本学位点始终坚持思想政治建设

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落实上级党组织各项工作部

署，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作为分党校主办单位，承办第

63 期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线上培训班，独立主办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班，顺利

完成年度党员发展和转正相关工作。

三是做好意识形态专项督查。本学位点按照学校党委相关要求，完成自媒体

自查工作，起草《中国农村研究院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工作实施方案》，规范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和活动开展。完成对“中国农村研究网”改版升级工

作。本年度，网络与新媒体中心加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机构号）、

中国农村学、中国农村调查、政治科学研究等四大微信公众号的建设力度，发布

推文质量和传播影响力具有显著增强，关注量、阅读量增幅和单篇最高阅读量都

稳步提升，持续扩大学术影响力。2020 年四大公众号累计发文 596 篇，关注人

数达 33704 人。

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特别是针对新冠疫情的影响，认真做

好研究生的思想疏导和激励，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有多名研究生

在当地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正确引导研究生通过疫情防控的成就，正确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优越性，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维护”。

三、课程教学情况

2020 年春季学期，面对新冠疫情，我院积极应对，率先面向硕士研究生开

设线上课堂，按照教学计划，共计开设了 26 门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网课开设

率达到了 100%，按要求完成了春季学期的教学计划。

四、导师指导情况

（一）导师选聘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的导师选聘标准，制定了研究院聘任上岗的学术和科

研成果要求，导师招生资格审定以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及以往研究生培养质量作

为主要依据。

（二）导师培训

本学位点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导师培训。组织研究生导师进一步深入学

习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深入学习各类研究生教育培养相关文件。如《研

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

干规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

则》《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深入领会学校关于研究生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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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与学位申请的改革变化。组织开展研究生教育相关的专题学习培训，比如师德

师风建设、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研讨等。

（三）博导管理制度建设

为进一步规范博士生导师上岗管理，加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学位点依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生导师聘任上岗的学术和科研成果要求》的相

关规定，结合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队伍实际情况，于 2020 年制定了《政科-中农院

博士生导师管理细则》，对博导上岗的基本原则、聘任管理规定、指标分配原则

等进行了规范。

五、学术训练情况

2020 年，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术训练，提升研究生理论水平，本学位点

组织开展了多场高水平学术论坛。本学位点始终坚持以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为特

色研究方法，从未中断，不断深化。随着国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后，研究院逐渐形成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

象，从事实出发的“田野政治学派”，并举办十期“田野政治学”系列论坛及八

期长周期论坛。论坛邀请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共

同与会，以高水平的学术平台，提升了研究生学科素养、开阔了研究视野，在比

较学习中，反思调查实践，培养研究思维。

六、学术交流情况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加强研究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开

阔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扩大学院的学术影响力，本学位点出台了《关于资助研究

生出国交流学习的管理办法》《关于资助博士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的管理

办法》等制度，支持研究生外出开展学术交流，增加个人学术能力的提升。

七、学位论文质量

作为政治学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主体单位，本学位点一直高度重视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一是建立了节点约束机制。本学位点实行学位论文全过程指导，强

调节点约束，要求学生在论文开题之初就做过有规划，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开题、

提交论文初稿、预答辩、答辩等各个学位授予环节。二是建立了学位论文预答辩

机制。为了让研究生全面了解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当前问题对论文做进

一步的完善，本学位点建立了学位论文预答辩机制，所有研究生必须通过学位论

文预答辩，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盲审，有效提升了论文的质量。三是建立了硕士论

文全盲审机制。本学位点自2015年即全面实现了硕士学位论文的全盲审，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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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经全部送审 3位校外专家盲审，通过全盲审，一方面可以提升研究生对学位

论文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有效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督促研究生重视学位

论文的写作。

学位论文质量是学科发展质量的重要表现形式，学位论文抽检是研究生学位

授予质量外部监督的重要抓手。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

办法》精神，国务院教育督导委、自治区教育厅分别对学位授权高校的博士学位

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实施论文抽检。2020 届研究院硕博研究生毕业论文，在学

校，教育部论文抽检中心及国家的抽检中，均已通过。

八、学风建设情况

（一）加强自主学习学风建设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十分注重学风建设，尤其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风

气。通过开展线上线下读书会、学术沙龙、“百村讲坛”等自主学习平台，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每年由学生自发组织开展的读书会 30 余场，年均参与人

数累计超过 700 人次，自主学习蔚然成风。

（二）学术诚信建设

一是加强教育，及时宣传。从学位申请人入学起，就不间断进行学术道德和

学术规范教育，培养其严谨与踏实的求学和学术作风。二是明确职责，加强指导。

加强指导教师对所指导学生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加强对学位论文开题及

撰写过程的指导。三是完善制度，明晰奖惩。在加强学位论文开题、写作、中期

检查、答辩等各个环节的指导与把关的同时，通过学位论文预开题制度、预答辩

制度、复制比预检测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加强对于学位论文的全程把关，避

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三）强化调查诚信建设。

田野调查和实地调查是本院的立足基础，每年都组织师生开展大量的调查任

务。在调查工作中，非常重视调查诚信建设，以保证调查的质量和真实性。在“百

村调查”中，通过调研前的培训、调研合同的签订、调研后的审核等环节，确保

问卷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强化学生的诚信意识。对于村庄调查、口述史调查和家

户调查，也会通过培训、检测工具的运用、调查报告的审核等手段确保调查材料

的真实性。

第四章 服务贡献

一、咨政服务彰显成效

2020 年，本学位点研究人员向各级决策部门提交咨询报告 39 篇，其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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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级领导批示共计 15 人次、11 篇，获得省部级采纳、转用 3次，批示、采纳

部门涵盖民政部、农业农村部、住建部等多个部委。其中，徐勇教授、任路老师

撰写的《新型城郊：着力营造城乡融合的第三空间》被住建部王蒙徽部长批示；

徐勇教授、陈军亚教授撰写的《建构促进城乡深度融合的新型行政建制体系》、

徐勇教授、张大维副教授撰写的《建设以清除城乡差别为导向的新型社区》均被

民政部詹成付副部长批示；张利明老师等人撰写的《“积极老龄化”：人居环境整

治中的老年人参与》、《如何保障农村垃圾处理行稳致远》被农业农村部刘焕鑫副

部长批示。

面对 2020 年突发的疫情，研究院积极动员治理专家为疫情防控贡献智慧，

学者一边抗疫、一边研究，在农村疫情、舆情引导、应急管理等方面撰写 8篇疫

情防控相关的咨询报告，体现了一流学科在国家需要时的担当。其中，田先红教

授撰写的 3篇、胡平江老师的 1篇专业性报告均被省级政府部门及领导采纳、批

示。张大维副教授带领博士生集体攻关，发挥团队优势为防控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二、践行科教文化育人

一是以思想道德文化为引领育人。本学位点将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融入育人成才全过程。创新思想道德教育形式和活动，贯彻落实“学、

思、践、悟”的教育理念，通过组织生活会、读书会、写作会等学习活动，充分

发挥学生党支部、学生工作平台、研究生会等学生组织的积极性，在共读书、学

写作、同讨论中，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重

要文件精神，开展系列思想道德教育活动。

二是以科学知识文化为基础育人本学位点。立足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建立

“社会调查基地班”，用全新的培养方式，探索以能力为核心的培养新模式。2020

年本学位点更加强化学科归属，着眼前沿领域，通过开设经典著作导读、政治学

基础理论等课程，让学生打好理论基本功，强化政治学学科归属，不断提升学生

的科学文化水平。

三是以调查实践文化为关键育人。进一步突出田野调查、实地调查在育人过

程中的作用，引导和鼓励学生深入参与田野调查。通过开展各类田野调查中，不

断提升学生的调查、写作、思考能力。

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一是文化挖掘计划，全面搜集和整理农村文化资料。通过文本资料、影视资

料等形式对即将消逝的传统农村、农民文化进行抢救性挖掘。目前，本学位点已

经收集各地村庄档案 45 个，基本上均实现电子化且进入数据库。

二是实施文化传播计划。通过多途径向全世界交流和传播中华文化。本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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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目前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中国家谱族谱数据库，该库收录17723册共计120893

卷的中国家谱族谱，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追溯姓氏起源和家族历史提供公

益服务。同时，中国地方志数据库也已经上线，引起广泛关注。

三是拍摄中国底色纪录片。本学位点依托中国农村深度调查，远赴浙江、江

苏、福建、广东等东南省份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区域拍摄中国农村底

色纪录片共 158 部，每部时长约 25 分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完成了

“用影像丈量中国、用镜头还原历史”的学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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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专业基础，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工作，具有良好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具有系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理论基础，从整体性上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3.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分析批判能力。了解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对本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有实践价值的问题能提出独立的见解，对非马克思主

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有敏

锐的识别能力和科学的批判能力。有一定能力承担或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

4.具有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比较宽广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强的语

言文字表达能力；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读、听、写、说、译）。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

（二）学位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我校研究生院制定了学位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在课程设置、

教学方式、培养过程、学位论文、教育实践等方面严格遵循国家和学校统一标准。

在此基础上，鼓励各专业方向彰显特色与优势，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个性化人才。

1.知识体系与知识结构

根据研究生培养目标，学位点要求研究生掌握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学术前沿知识等，为形成良好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实

践能力夯实基础。

2.学术素养与学术道德

学位点高度重视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与良好学术道德，注重制度建设，将

学术道德水平的考量纳入到师生业绩、素质的考核范畴，引导师生一心向学、务

实求真。

3.学术能力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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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要求研究生具备扎实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注重研究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将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等活动纳入研究生学分考核范

畴。注重学位论文质量，严格遵照选题、开题、盲评、预答辩、答辩等程序。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有5个博士专业培养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党的建设。7个硕

士专业培养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党的建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

（二）师资队伍

总体来看，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专业门类较为齐全，专业方向涵

盖范畴广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并在全国产

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方向于 2007 年入选国家重点学

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于 2008 年、2012 年入选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在教育

部组织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估等级为 A，进入全国

前 2%—5%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该学科拥有一批国内知名的学

术带头人，有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团队。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60 人，其中

教授 20 人，副教授 16 人。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实力和水平，先后聘请了多位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兼职教授，如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冯刚教授、《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主编谢成宇教授等，通过举办专题讲座、联

合指导研究生、合作科研，有效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水平。此外，还

聘请多名来自基础教育界、关心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名师和名校长为

校外导师。通过多种方式，建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职称结构合理、学缘结构优

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校内为主体国内外多元优质资源为支撑的优质师资队伍。

（三）科学研究

2020 年本授权点在研项目共 22 项，代表性项目见表 1。

表 12020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研代表性项目统计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立项时间

1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重大项目

基于大数据的世界民粹主义

思潮发展动态及其有效引导
郭明飞 2018

2 国家社会科学 重点项目 恽代英年谱长编 李良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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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3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一般项目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及基

本经验研究

钟德涛 2018

4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一般项目

作为哲学史家的马克思研究

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杨丽珍 2018

5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一般项目

奥地利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1860—1934）
孟飞 2020

6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青年项目

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革命精

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吕惠东 2019

7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青年项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

作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姚金艳 2019

8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突发事

件研究（1949-1976）
孙佩 2019

9
教育部社科基

金

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融

入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
秦在东 2019

10
教育部社科基

金

示范马院和教研

建设（重点

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

生头脑长效机制研究

万美容 2018

11
教育部社科基

金
青年一般项目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

的审查逻辑和提升路径研究
程仕波 2020

12
教育部社科基

金
青年一般项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研究
吕惠东 2018

13
教育部社科基

金
青年一般项目

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精神

生活发展研究
孙清华 2018

14
教育部社科基

金
青年一般项目

传统自我观的创造性转化：现

代新儒家与西方社群主义自

我观比较研究

王斐 2018

15
教育部社科基

金
青年一般项目

空间正义视域下边缘村的生

成逻辑与治理策略研究
黄雪丽 2021

16
教育部社科基

金
一般项目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研究

生培养研究
秦在东 2018

17
教育部社科基

金
一般项目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增强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研究

丁茜 2018

18
教育部社科基

金
一般项目

同课异构 互惠学习 ----“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分

众化教学模式研究

高扬帆 2019

19
教育部社科基

金

思政课教学方法

改革项目择优推

广计划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形势与政

策”课“教法攻坚”创新研究
邵莉莉 2019

20
教育部社科基

金

思政课教学方法

改革项目择优推

基于智慧教室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徐秉国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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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计划

21
教育部社科基

金
择优资助项目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智慧课

堂教学创新研究
熊富标 2018

22
教育部社科基

金
专项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

治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

研究

常泓 2018

（四）教学科研支撑

1.学术研究平台支撑

本学位点共建成研究生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5 个，其中国家级平台 4 个，省

部级平台 1个，详见表 2。
表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教学科研支撑平台统计表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注部门 批准年度

1 国家级重点马克思主义

学院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宣部、教育

部

2019

2 国家级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创新发展中心承建单

位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

新发展中心

教育部思政司 2019

3 国家级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队伍培训研究中心承

建单位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

伍培训研修中心

教育部思政司 2019

4 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 中组部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示

范基地

中组部 2018

5 省级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育厅 2015

2.学术交流平台

作为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实施

卓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计划，读马列经典活动常态化，率先成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研习社”，常年主办“华大马克思主义讲坛”，

强化理论铸魂育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突出思想品德和创新精神培养，每年

举办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论坛，举办“思政名家讲坛”等系列学术讲座，

推进学术育人。为开阔研究生学术视野，提升研究生学术水平，举办“华大韦卓

民哲思系列讲座”。自 2018 年以来，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桂子山论坛

已举办三届、“华大马克思主义讲坛”已举办 18 期、“思政名家讲坛”已举办 20

期、“华大韦卓民哲思系列讲座”已举办 21 期。

3.实验设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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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建设有多项实验平台。为教师设立单独的教授工

作室，学生设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习社工作室、融媒体中心

等专项实验平台。

4.图书资料与电子数据库

本学位点拥有图书 56782 册，其中中文图书 50782 册，外文图书 6000 册；

订阅中文期刊 125 余种。电子数据库层面，学院有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等中文数据库等，此外，学院使用专项经费购买“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

库”，方便院内外师生加强理论学习。

（五）奖助体系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校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和培养质量，

吸引优质生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华中师范大

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试行）》。除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授权点设

置的奖助制度与规定还有《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

法（定稿）》、《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实

施办法》等。在相关规章制度的指导下，本学位授权点依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

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除奖学金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授权点还为学生提

供了获得三助津贴（助研、助教和助管）的机会，同时为经济困难的研究生提供

困难补助和助学贷款等，实现奖助学金 100%覆盖。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学术

型研究生发放奖学金项目 36 个，共计 356.6 万元；助学金项目 28 个，共计 99.76

万元。详见表 3。

表 3 2020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校研究生奖助情况统计表

奖学金 助学金

项目总数（个） 19 28

总额（万元） 356.6 87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1.报录比例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在 2020 年招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研

究生招生工作的要求进行管理。与 2018-2019 年度相比，2020 年度报考人数呈

现明显增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党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视现状，

录取人数缓慢增加，具体报考人数、录取人数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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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8-2020 年学术型研究生录取数据统计表

年度 马理论研究生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考录比率 备注

2018 314 61 19.43%

2019 354 57 16.10%

2020 391 82 20.97%

2.生源来源广泛

从录取结构来看，学生主要来自全国 19 个省市，其中生源最多的三个省份

分别是湖北省、河南省、山东省，最少的三个省份是云南省、陕西省、安徽省等。

具体信息见表 5所示。

表 5 生源结构及比例

序号 省份 生源比例 序号 省份 生源比例

1 湖北省 21.1% 11 宁夏自治区 2.9%

2 河南省 19.2% 12 江苏省 1.9%

3 山东省 11.5% 13 黑龙江省 1%

4 四川省 7.7% 14 云南省 1%

5 湖南省 6.73% 15 辽宁省 1%

6 山西省 3.8% 16 陕西省 1%

7 重庆市 2.9% 17 安徽省 1%

8 江西省 2.9% 18 福建省 1%

9 河北省 2.9% 19 西藏自治区 1%

10 广西省 2.9%

3.生源质量提升举措

为提升生源质量，学位点在 2020 年度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吸引优质生源，来

自双一流高校的生源比例明显提升。为了优化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提高全国

211 高校优秀本科生报考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的比例，除了加强与国内同等师范

大学的联系，扩大招生宣传外，我院积极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招

生推免工作，2020 年度共招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25 名，均毕业于省级重点高

校及全国重点马院等知名高校。

（二）思政教育

1.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位授权点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思政课程，

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引领，揭示中国化探索和当代发展。同时，遵循育人规

律，用好全过程育人“三课堂”。畅通主渠道，用好学科思政、课程思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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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实施卓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计划，读马列经典活动常态化，率先

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研习社”，常年主办“华大马克

思主义讲坛”，强化理论铸魂育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突出思想品德和创新

精神培养，每年举办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论坛，举办“思政名家讲坛”等

系列学术讲座，推进学术育人。为开阔研究生学术视野，提升研究生学术水平，

举办“华大韦卓民哲思系列讲座”等专题系列报告。

2.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专兼职辅导员 3 人，管理的学生总数 450 人，生师比为

150:1。学院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工作负责人每周例会制度，在辅导

员的专业与技能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积极组织辅导员参加校内外的线上线下培训，

全方位为辅导员的工作提供条件保障，切实保证辅导员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3.研究生支部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共有 7个党支部，其中各党支部的共产党员、预

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的数量如表 6所示：

表 6 党支部情况统计

党支部名称 正式党员数量 预备党员数量 入党积极分子数量

18 研究生党史综合

党支部

18 15 10

118 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党支部

28 14 11

19 研究生党史综合

党支部

15 20 12

19 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党支部

22 20 11

20 研究生党史综合

党支部

18 4 15

20 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党支部

24 7 13

博士党支部 32 5 6

研究生党支部成立以来，定期开展活动。18 研究生党史综合党支部成立以

来共开展 45 次活动，其中 24 次主题党日活动，10 次党员发展工作，2次党员特

色观影活动，2次党员普遍谈心活动，2 次党组织生活会和 4次学生支部书记上

党课活动以及 1次研究生党员线上助学活动；博士党支部自成立以来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 30 余次；19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党支部党日活动 12 次；19 党史综合党

支部 2020 年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1 次；20 研究生党史综合党支部开展常规活

动 5 次，特色活动 4 次。20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党支部开展常规活动 5 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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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活动 3次。

4.研究生党建工作成效

2020 年度马克思主义学院恽代英班学生党支部获得湖北省先进党组织；马

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9 级思想政治教育党支部获得校级先进党支部。

（三）课程教学

2020 年，学位点在教学方面加强课程与实践的联系，注重案例教学，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方式变革，在部分专业和课程中实行“混合式教学”。

课程体系注重基础性和应用性，加大研究方法课的比重，注重学科融合与交叉。

注重宽口径人才培养，加大一级学科必修课比重，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

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专业英语”

等 4门一级学科必修课。实施博导团队集体授课制。注重跨学科协同培养。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

专业方向之间相互打通，整合各种学术资源，创新课程与教学体系。

学位点在课程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胡田庚教授撰写的《新理念思想政治

（品德）教学论（第三版）》、万美容教授参编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等均撰写完成。详见表 7。

表 7 国家级精品教材出版情况

序号 教材名称
主要作

者/译者

署名

情况

出版/

再版时

间

出版社

1
新理念思想政治（品德）

教学论（第三版）
胡田庚 主编 2019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
万美容 参编 202003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新时代高校预备党员培训

教程
钟德涛 主编 202004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李芳 参编 202004 高等教育出版社

5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毕红梅 主编 2021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与

教材分析

胡田庚、

高鑫
主编 202109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为提高研究生质量，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年启动了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

工作。课程体系注重基础性和应用性，加大研究方法课的比重，注重学科融合与

交叉。注重宽口径人才培养，加大一级学科必修课比重，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专

业英语”等多门一级学科必修课。实施博导团队集体授课制。注重跨学科协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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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等专业方向之间相互打通，整合各种学术资源，创新课程与教学体系。具

体课程建设情况如下：

表 8 博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

语言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读 一级学科必修课
毛华兵

杨丽珍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中文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

育经典著作导读
一级学科必修课 张耀灿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中文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史与政策解

读
一级学科必修课 何祥林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4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 一级学科必修课 万美容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毛华兵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6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刘从德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7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杨足仪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8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万美容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9 马克思主义范畴与体系研究 选修课 叶泽雄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0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学说史 选修课 刘从德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和经验
选修课 郭明飞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2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

会思潮专题研究
选修课 杨足仪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3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 选修课 秦在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选修课 梅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5 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 选修课 龙静云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6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选修课 唐克军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7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专题研究 选修课 万美容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8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研究 选修课 龙静云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9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前沿问题研

究
选修课

秦在东

龙静云

万美容

唐克军

梅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表 9硕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

语言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一级学科必修课 唐克军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中文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 一级学科必修课 杨丽珍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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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 一级学科必修课 毛华兵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4 专业英语 一级学科必修课 何家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英文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本

问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郭明飞

李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6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孟飞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7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基础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刘建军

万美容

孙清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中文

8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王茂胜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9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毕红梅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0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专题研

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陈华洲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中文

11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二级学科必修课 毕红梅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2 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研究 选修课 杨足仪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3 当代社会主义思潮 选修课 杨丽珍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选修课 周莉莉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5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专题

研究
选修课 孟飞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6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选修课 赵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专题研

究
选修课

屠静芬

孙佩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8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执政

党建设专题研究
选修课 屠静芬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1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专题研究
选修课 李哲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0 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 选修课
屠静芬

刘士才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1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专题研

究
选修课 平凡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2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选修课 唐克军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3
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

究
选修课 秦在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4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

究
选修课 万美容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5 高校学生事务专题研究 选修课
谢守成

刘宏达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6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

学专题研究
选修课 梅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7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选修课 何家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28
政治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
选修课 黄凯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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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外交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
选修课 常泓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30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实

践研究

（通识课程）

选修课 孟飞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文

（四）导师指导

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规定选聘导师。每年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具备相应

的专业技术资格和教育教学条件才能进入遴选程序，经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

审核、评议合格后才能获得导师资格。新选聘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参加多种形

式的岗前培训，新晋博导还必须接受有经验的老教授的指导。学位点对研究生指

导教师进行严格的考核，建立了不合格导师退出机制。当年考核不合格的导师，

下一年停止招生。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取消其导师资格。

学位点实行导师组长领导下的导师组成员集体负责制。从招生录取、培养计

划、课程设置、日常教学、学术交流、实践指导、评优评先、论文选题、开题论

证、论文答辩等各个环节均充分发挥导师组的集体指导作用。

（五）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在学术训练中，为了提高学术型研究生的学术素养，本学位授权点在学生培

养中强调引导和促进学生夯实理论基础、掌握研究方法、增强问题意识和提升创

新能力。

1.夯实理论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扎实的理论功底是进行任何研究都必须的基础和前提

条件。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识，建构完整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通过经典著作阅读，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

识；通过参与学术活动，如学术会议、专家讲座等，激发学生的理论思维；通过

论文写作，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准和表达能力。

2.掌握研究方法

掌握有效的研究方法，能够使研究工作事半功倍。通过开设专门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方法课程，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参

与导师课题研究，在导师的示范下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流程和研究方

法的具体运用；通过撰写论文或申请研究生科研项目，锻炼学生实际运用研究方

法的能力。

3.增强问题意识

做好学术研究，首先要找到好的选题。通过课堂讨论和课程论文的写作，激

发学生的学术兴趣；通过文献阅读和学术讨论，引导学生发现学术热点问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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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地考察，确定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学位论文开题，保障每一篇学位论

文选题的价值性和规范性。

4.提升创新能力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推陈出新。通过学术训练和导师垂范，树立学术的创新意

识；通过研究生科研立项，激发学生学术创新热情；通过讨论和竞赛，锻炼学生

的学术创新能力；通过科研活动和论文撰写，检验学生学术创新的成果。除了本

院教师以外，本学位授权点还广泛邀请全国知名的外校专家学者为研究生授课或

进行专门的主题演讲，分享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2020

年，本学位点邀请多名校外专家以线下或线上讲座的方式为学科点师生带来学术

盛宴。部分专家讲座详见表 10。

表 10 学院 2020 年外校专家（部分）讲座或授课一览

时间 专家 主题

11月5日
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
新时代思想政治基础理论创新的若干问题探究

11 月 27

日

张国启（华南理工大学教

授）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及应用范式

12 月 14

日
陈凡（东北大学教授） 恩格斯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构与创新发展

11 月 23

日

柴尚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研究室参赞）
从百年大变局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12 月 17

日

王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除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之

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教学实践能力，因此教学实践环节是培养中的重要环节。

在培养模式中，教育实践环节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教育实践包括教学实践、科

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学术活动等。成绩合格者，计 4学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实践环节与硕士类似，但要求更高。在学

术活动中除了在校期间应参加 15 次以上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和读书报告会外，

还要至少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争取大会发言或分会场主题报告机会，争取

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及其发言机会。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共计 60 余名研究生

参与国内外重大学术会议，其中十多位同学在会上作了相关报告。参加实践环节

活动的情况同样须记入《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实践活动考核表》，

由导师或学科组进行考核，合格与否将作为其能否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资格审核

条件之一。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活动，学校

将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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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交流

学位点为研究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机会，主要有参与学术会议、参加学

术论坛或竞赛活动、参加海外交流项目。2020 年，学位点共计 60 余名研究生参

与国内外重大学术会议，虽受到疫情影响，是挑战也是机遇，学位点采取线上线

下结合方式，开展交流合作项目，共计近 100 余名学生参与了 30 多场线上学术

研讨会。根据学校国际化要求及学院“双一流”建设方案，为加强具有国际视野、

创新能力、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培养，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院自

2017 年启动研究生对外学术交流项目。 2018 年组织 42 名学生（其中研究生

26 名）赴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开展学术交流。2019 年组织 25 名学生

（其中研究生 20 名）赴新加坡开展学术交流，并建立长期合作协议；45 名学

生（其中研究生 26 名）赴香港开展学术交流。通过境外学术交流，为学生拓宽

了学术视野、活跃了学术思想，增强了与境外学生的学术联系。

与此同时，学位授权点积极开展并组织学生参与线下会议，共计 50 余名硕

士生积极参与线下会议，推动青年学子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如华中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桂子山论坛等。

（七）论文质量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准毕业生们多在线上与老师沟通论文进展，但是学位

授权点并未放松对论文质量的把控。为了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学位点特别强调导

师组对学位论文选题、中期考核、开题报告、阶段检查、预答辩、论文评阅与答

辩等几个关键环节的管理，强调导师对学术论文的质量把关。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和华中师范

大学研究生院相关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本学位点一贯坚持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抽

查及复制比的查重工作。抽查按照“博士论文全覆盖，所有专业方向全覆盖，随

机抽取，公开抽取”的原则进行。除此，学位论文全部接受复制比检测，且要求

复制比例严格控制在 15%以下。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共 79 位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参加盲评，其中硕士 67 人，博士 12 人，涉及所有的专业

方向。抽查结果显示：学位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优良率为 95%以上，高于学校

平均优良率。

（八）质量保证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1）培养方式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导师指导

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及导师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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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必须因材施教，教书育人，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着力培养研究生

的科研能力、独立工作能力，鼓励他们努力进取，勇于创新。硕士生入学后 1

个月内确定培养方案，该方案在指导教师、导师组及学院统筹下最终确定，并报

研究生院备案。

（2）学制、学分与课程

硕士生基准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4年，其中课程学习 2年（以课程

学习、实践活动为主，兼顾学位论文的前期工作），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

于 1年。总学分 38 学分（16 学时/1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34 学分，教学实践、

学术活动环节 4学分。提前修满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达到学校和本学科规定条

件的硕士生，可申请提前答辩和毕业。

硕士生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分为两大类：学

位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学位课程包括全校公共必修课程（7 学分）、一级学

科必修课程（10 学分）、二级学科选修课程（15-17 学分）、公共素质选修课程（6-8

学分）。每位硕士生必须选修跨专业的课程，选修课不低于 2个学分。

博士生基准学制为四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六年，总学分 16-18 学分（16 学

时/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1年（课程学习兼顾实践活动和学位论文的前期工作），

科学研究和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2年。

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其他培养环节的考核符合学校提

前毕业的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在校学习时间达 3年，可申请提前毕业。

博士研究生提前毕业或延长学习年限者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

凡以同等学力或跨学科录取的学生，均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主干课程至少

3门。要求与本科生同堂同卷参加有关学科的考试，并取得成绩，纳入学业档案，

但不计学分。对超限学生进行定期清查清退。

（3）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应基本具备独立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

鼓励硕士生在校期间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论文；申

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生按《华中师范大学关于硕士生申请提前毕业的规定（试行）》

执行。

硕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学术讲座、学术报告会、学术会

议等），并将有关情况记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表》。学业结

束前，由导师对其进行考评。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的学习应是研究型学习，本学科的博士生应在学

习期间部分地承担导师所从事的科研课题，熟悉科研过程。专业课程应完成不少

于 4篇课程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应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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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2篇本专业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1篇 CSSCI 论文）。所发表论文作者单

位必须是华中师范大学，导师为第一作者，博士生为第二作者，视为第一作者对

待。

2.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关于学位论文展开了以下工作：选题、开题报告、学

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答辩。

（1）论文选题

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了

解研究方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题目。学位论文的选题

应站在学科的前沿，具有开创性，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对所研究

的课题要有创造性的见解。

（2）论文开题

研究生必须撰写完整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文开题报告包括研究意义、文

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设计、研究重难点、研究的创新点与研究可能会遇到的

困难等。开题报告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学院研究生秘书，由学院以学术海报的方

式提前一周公开张贴。论文开题未获通过的研究生应重新组织开题，直至最终通

过，方可撰写论文。

（3）中期审查

论文开题通过后，研究生应充分吸纳导师组建议开展论文写作工作。研究生

应按照论文研究计划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在进入中期审查之前完成不少于 2次的

学位论文进展报告。硕士生应在入学后第四学期初（根据具体情况可调整）通过

中期审查。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工作至迟在第五学期内完成。中期审查合格后方

可继续学位论文工作。

（4）论文撰写

研究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和导师组做阶段性报告，并在导师组

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论文的结构、思路和观点，硕士研究生必须保证投入论文写作

的时间不少于 1年，博士研究生必须保证投入论文写作的时间不少于 2年，以确

保学位论文的质量。

（5）论文评阅和答辩

实行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制度（正式答辩前三个月）。在预答辩合格或通过修

改合格后方可申请正式答辩，学校审核合格后方可举行正式答辩会。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位点出台了专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分别从岗位职责、岗

位管理、培训、考核与奖惩等多个方面对研究生导师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规范管理。

导师管理实行学校和培养单位两级管理。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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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管理的主管部门，培养单位是导师管理的主体。导师上岗聘任工作每年进行

一次。

导师聘任原则如下：

（1）有利于加强学科建设和调整学科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

量，更好地培养满足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

（2）按需设岗，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

（3）坚持严格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所有导师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的导师培训。培养单位

应积极创造条件安排落实导师培训计划，并将培训情况列入导师工作考核，与导

师上岗挂钩。

学校每年组织开展新聘任导师上岗培训，使新增导师了解研究生教育的形势

和任务，明确导师职责，掌握有关政策、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具体内容及流

程等。未参加上岗培训的新聘任上岗导师不得招生。除此，学校聘请研究生督导

员，定期深入了解导师培养研究生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评定，检查结

果与研究生导师的年终考评、“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导师上岗等直接挂钩。

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导师，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限制招

生数量、暂停招生、取消导师上岗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实行

一票否决，并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

（九）学风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位点通过激励和惩戒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学风建

设，形成了主管校领导亲自抓、多部门联合行动的责任体系，建立了监督、查处

职能并举的学风建设工作体系，成立了“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了学风建设的制度，已经出

台学术规范制度 6项、不端行为查处制度 1项。对师生学术不端行为和违规违纪

行为“零容忍”。一旦发现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

窃等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给予严肃处理。在此基础上，学位点的硕博士论文

答辩制度执行情况优良，学生的论文学术水平得到了保证和提高。

（十）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建设

为促进学术型研究生成长，学院建设了一支工作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工作

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队伍。其中，正处职组织员董俊敏分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及管理工作，副院长毛华兵分管研究生教学与科研工作，另配备一名研究生教学

秘书姜红、一名专职辅导员丁琳，一名行政人员兼科研秘书邹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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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益保障制度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工作，完善研究生

教学管理与保障体系，学校层面、学院层面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研究生培

养指导委员会，参考教指委的相关指引和规章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教学管理规定，

涵盖招生复试标准与录取环节、学生考勤制度、课程与教学环节考核、学位授予、

师资选聘、任课教师管理规定、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学位论文指导、评审与答辩

制度、改进教育质量和激励机制等各环节。这些教学管理制度和规定以书面文件

形式向教师和学生公布公开，确保培养体系的完整与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

学科研究生管理制度和规定主要有：

（1）华中师范大学普通学生管理办法

（2）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

（3）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4）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规定细则

（5）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

（6）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

……

这一系列规章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研究生的

教学管理质量和教学培养效果 。

3.满意度调查工作

研究生满意度是反映、监测和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指标。

学院组织了多次问卷和访谈调查，从而对研究生的满意度有较为精准的把握。一

是学习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课程的的安排比较满意，

能够积极主动学习，少数学生认为课程设置不合理，被动学习。二是对导师满意

度调查。研究生对导师的师德师风、科研能力以及指导方式都有较高满意度；个

别学生指出导师工作较忙、会议较多，对自身的指导不够充足，希望能够得到更

有针对性地指导。三是对培养单位综合服务满意度调查。大部分学生对单位服务

的满意度较高，少数同学提出食堂饭菜价格偏高、宿舍没有独立卫浴、图书馆座

位难预定等问题。

（十一）就业发展

1.毕业生人数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毕业总人数为 83 人，其中

硕士为 67 人，博士为 16 人。详见表 11、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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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20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毕业生人数一览表（硕士）

专业 研究方向 人数 百分比（%）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7 29.1%

外国哲学 3 12.5%

逻辑学 2 8.3%

伦理学 4 16.7%

科技哲学 4 16.7%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7 10.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4.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6 23.9%

国外马克思主义 2 3%

思想政治教育 39 58.2%

表 12 2020 年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毕业生人数一览表（博士）

专业 研究方向 人数 百分比（%）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15.8%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14 73.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 5.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1 5.3%

2.就业率

在 2020 届毕业的 83 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毕业生中，落实就业去向的为

202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为 67 人，博士研究生为 16 人，其中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90.2%，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详见表 13。

表 13 2020 年就业率一览表

学历层次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研究生 硕士生 马理论 67 54 81%

博士生 马理论 16 16 100.00%

小计 83 70 90.2%

3.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用人单位对本院应届毕业生的个人综合素质表现整体较满意，没有差评。用

人单位表示本院应届毕业生在人际交往、语言沟通、临场应变等能力方面表现出

突出优势，具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高尚的人文素养。

用人单位对本院应届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表现整体较满意，没有差

评。用人单位表示本院应届毕业生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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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从毕业生薪酬状况看，薪酬在 5000 元以上的占比 42.99%，4000-5000 之间

的占比 16.82%。从毕业生就业去向，中初等教育单位的“教学人员”所占比例

最高。我院毕业生一般在入职的前几年担任某门课程的任课教师或者是基础的教

育行政岗位人员。入职时间达到所在工作单位的要求年限并取得一定的工作业绩

后，在职位、薪酬、荣誉等方面均有很好的发展。

四、服务贡献

我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重要论述，近年

来多措并举加强学科 建设，学科引领作用持续强化、支撑思政课作用明显增强、

辐射作用显著提升。

（一）坚持政治导向，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充分发挥学科在思政课建设和理论宣传中的支撑、服务作用，在全国率先构

建“同课异构、协同共研”思政课集体备课模式，成为服务众多思政课教师的好

平台，充分彰显了学科支撑思政课建设、服务思政课教学的作用。本学科师生 200

余人次深入基层开展理论宣讲，赵凌云等多位博导担任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宣讲

团成员，“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点”建设得到湖北省委宣传部肯定。丁茜等多名

教师参与湖北省委宣传部等组织的“同上一堂思政课”电视直播，赢得十几万学

生收看、点赞。 坚持服务西部发展，示范引领作用显著提升。先后与湖北民大、

大理大学、新疆师大、喀什大学等高校马院达成合作协议，对口支援学科发展，

协同加强思政课建设。承办中组部全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高级研

修班，参训学员 600 余人；承担湖北省党员教育培训、思政 骨干培训，参训学

员年均 450 余人次。近五年，本学科立足湖北、辐射西部，主办高水平理论研 讨、

学术论坛 20 余场，产生重大学术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学科建设做

出了较大贡献。

（二）坚持问题导向，咨政能力不断提升。

2016 年以来，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报告 27 份。万美容先

后参与中央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研和文件起草、教育部《习近平总书记

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编写；秦在东担任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

刘仁忠提出的“连片耕种”模式被写进中共中央 2016 年 1 号文件；何家伟担

任副主编的《中国精准扶贫报告（2016 年）》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批示；

谢守成主持的“湖北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现状调查”得到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王

晓东批示；赵凌云撰写的《推动武汉高质量发展走在新一线城市前列》 被评为

全省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受到湖北省委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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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传承红色基因

始终重视传承百年老校红色基因，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办学治校的鲜亮底

色。从恽代英、 林育南等老一辈革命家，到潘梓年、高原等理论家，再到张耀

灿、李良明等新时期的学者大师， 红色基因接续传承。

1.传承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人物群体研究成特色 李良明主编的

《恽代英全集》列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得到时任政治局常委刘云 山

等领导同志的批示，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一等奖。在他 带领下，中共先驱领袖人物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

究形成特色。

2.强化学科引领，加强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阐释聚焦党和国家意识

形态重大战略需求，依托 3 项国家级重大项目，深入阐发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内涵。5 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多篇论文，

参与教育部《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以及中宣部《崇德向善的引领》

编写工作。

3.激发学习热情，推动马列经典阅读活动

常年举办华大马克思主义论坛、“学马列 读原著”系列活动，组织学生研习

社，引导学生理论学习需求，激发学生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

营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等校园文化时尚。

案例二 助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均衡发展

利用学校教师教育特色优势，致力于培养造就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工

作者。特别重视为中西部地区培养学科人才，持续推动对口支援，为全国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均衡发展做 出华师贡献。

1.支援中西部高校学科发展。近 5 年，本学科为中西部地区培养了众多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宣传人才，有 96 位硕士、35 位博士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

工作。不少毕业生（如大理大学马院副院长谢莉勤、李乾夫，喀什大学马院副院

长彭剑勇）已成为单位骨干。按照帮扶合作协议，支援湖北民大、大理大学、新

疆师大、喀什大学马学科发展、协调思政课建设取得成绩。

2.联合中西部高校开展集体备课。除邀请中西部思政课教师在线参与“同课

异构 协同共研”

集体备课会外，本学科教师还先后赴西部高校进行教学展示，联合集体备课，

现场指导教师科研和课题申报，为提高教师教学技能和学术能力服务。

3.打造思政教师教育培训高地。五年来，以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

训研修中心等两 个国家级平台、多个省级平台为依托，为湖北省和中西部地区

高校培训思政课骨干教师、辅导员、党支部书记等近 4000 人次，接受思政课教

师、思政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6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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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志于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

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专业基础，能够胜任教育领域教学、科研、管理、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工作，具有良好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具有爱国主义情怀，良好的道德品质，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坚定的教

育信仰，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立志为国家教育事业做

出贡献。

2.掌握广博、深厚的教育理论知识，熟悉国内外教育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掌握本学科发展的前沿信息，具有较丰富的学科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3.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获取本学科外文文献，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并

能自如交流和沟通。

4.具有独立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能力，能够胜任高等院校或专业机构

的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工作。

（二）学位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我校研究生院制定了学位标准。教育学科学位点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

培养过程、学位论文、教育实践等方面严格遵循国家和学校统一标准。在此基础

上，鼓励各专业彰显特色与优势，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个性化人才。

1.知识体系与知识结构

根据研究生培养目标，学位点要求研究生掌握扎实的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研

究方法知识、学术前沿知识等，为形成良好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奠

定基础。

2.学术素养与学术道德

学位点高度重视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与良好学术道德，注重制度建设，将

学术道德水平的考量纳入到师生业绩、素质的考核范畴，引导师生一心向学、务

实求真。

3.学术能力与实践能力

学位点要求研究生具备扎实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注重研究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将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等活动纳入研究生学分考核范

畴。注重学位论文质量，严格遵照选题、开题、盲评、预答辩、答辩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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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学位点有 9个博士专业培养方向：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

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经济与管

理。12 个硕士专业培养方向，除前面所列方向外，还包括职业技术教育学、少

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以及教师教育。

（二）师资队伍

总体来看，我校教育学研究生专业门类较为齐全，专业方向涵盖范畴广泛。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主体教育理论、教育活动史、教育政策、信息技

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等相对稳定的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

影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该学科拥有一批国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

有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团队。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170 人，其中教授 57 人，

副教授 74 人。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实力和国际化水平，先后聘请了 48 位在教育

政策、课程与教学、特殊教育、人工智能、教育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兼职教授，

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满超教授、堪萨斯大学赵勇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谢魁教

授、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 Ian Westbury 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杨

浩教授、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Gary D. Borich 教授、英国伦敦大学 Steven Cowan

教授、丹麦奥尔堡大学 Palle Rasmussen 教授等，通过举办专题讲座、联合指导

研究生、合作科研，有效提高了教育学学科发展水平。此外，还聘请 136 名来自

基础教育界的名师和名校长为校外导师。通过多种方式，建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

职称结构合理、学缘结构优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校内为主体国内外多元优质资

源为支撑的优质师资队伍。

（三）科学研究

2020 年本授权点在研项目共 17 项，代表性项目见表 1。

表 1 2020 年教育学院在研代表性项目统计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

类型

项目（课题）

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重点

项目

多空间融合下的大

学生个性化学习与

智能教育服务关键

技术研究

61937001 杨宗凯 201908

2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重大

项目

建设教育强国的国

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VGA180002 周洪宇 201807



42

学 研究

3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

重点

项目

我国学前教育可持

续发展的路径与对

策研究

AHA200010 蔡迎旗 202009

4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十

三五”规划

重点

项目

学生信息素养的内

涵、标准与评价体系

研究”

ACA200008 吴砥 202010

6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后期资助

一般

项目

课堂观察工具：研究

与实践
20FJKB004 高巍 202010

7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后期资助

一般

项目

新时代学校文化建

设品质提升研究
19FJKB006 岳伟 201909

8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后期资助

一般

项目

印度高等技术教育

发展研究
18FJK006 王建梁 201809

9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

一般

项目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

育成本测算与财政

支持政策研究

BFA200070 雷万鹏 202009

10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

一般

项目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

教育交往研究
BOA200050 申国昌 202009

11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十

三五”规划

一般

项目

基于虚拟现实（VR）

技术的儿童交通安

全教育创新研究

BCA190085 罗恒 201907

12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

一般

项目

基于现代师徒学习

范式的名师工作室

运行机制研究

BHA190122 毛齐明 201906

13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

一般

项目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

高质量乡村教师职

前培养机制研究

BIA180185 戴伟芬 201809

14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

一般

项目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

学校变革的伦理追

求与实践路径

BEA180113 程红艳 201809

15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十

三五”规划

一般

项目

我国基础教育信息

化发展指数构建及

应用研究

BCA180091 吴砥 201807

16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

一般

项目

导向学生学科素养

的深度教学理论与

实践研究

BHA180154 郭元祥 201807

17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

学

一般

项目

西方后现代教育史

学研究
BOA180048 李先军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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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支撑

1.学术研究平台支撑

本学位点共建成研究生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7个，其中国家级平台 1个，省部

级平台 6个，详见表 2。

表 2 教育学科研究生教学科研支撑平台统计表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注部门 批准年度

1 国家工程实验室
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
2017

2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部 2009

3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

衡发展省部共建协同

创新中心

教育部 2019

4
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

实验基地

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

新实验基地
教育部 2020

5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育厅 2007

6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
学校德育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育厅 2014

7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
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 湖北省教育厅 2016

2.学术交流平台

本学位授权点在研究生教学培养中为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提供丰富的学

术交流平台和实践平台，提升其科研及实践能力。一方面，丰富的学术交流平台，

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2020 年，学院定期举办“博导论坛”“学术午餐”“学在

田楼”等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专家为研究生做与研究方法相关的学术报告。此

外，形成“U-G-B-S”特色模式，为研究生教学、学生实践提供平台，设立专业

数据库、“实证研究工作坊”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3.实验设备条件

学位点建设有国家文科综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形成文化与传播、信息技术、

教师教育等平台。拥有数字教育战略研究实验室、基础研究实验室等 8个实验室，

以及各种流媒体平台软件及设备共计 1000 余台（套）。建有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等专业实验室。

4.图书资料与电子数据库

本学位点拥有图书 57493 册，其中中文图书 50728 册，外文图书 6765 册；

订阅中文期刊 144 种，外文期刊 51 种。有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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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据库、CALLS 外文期刊网、EBSCO ASP（Academic Source Premier）综合学

科参考类全文数据库、Springe 全文数据库。

（五）奖助体系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校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和培养质量，

吸引优质生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华中师范大

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试行）》。除此，教育学科学位授权点设置的奖助制

度与规定还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手册（定稿）》、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手

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实施办法手册》等。在相

关规章制度的指导下，本学位授权点依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实

施办法。除奖学金外，教育学科授权点还为学生提供了获得三助津贴（助研、助

教和助管）的机会，同时为经济困难的研究生提供困难补助和助学贷款等，实现

奖助学金 100%覆盖。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学术型研究生发放奖学金项目 36

个，共计 397.6 万元；助学金项目 28 个，共计 99.76 万元。详见表 3。

表 3 2020 年教育学科在校研究生奖助情况统计表

奖学金 助学金

项目总数（个） 36 28

总额（万元） 397.6 99.76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1.报录比例

学术型学位点在 2020 年招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研究生招生工作

的要求进行管理。与 2017-2019 年度相比，2020 年度报考人数呈现明显增加，

录取人数降低，导致录取率明显降低，具体报考人数、录取人数如表 4、图 1所

示。本专业学位点年均招收研究生148人、年均报考人1833 人，年均报录比8.39%。

表 4 2017-2020 年学术型研究生录取数据统计表

年度 学术型研究生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考录比率 备注

2017 1836 152 8.28%

2018 2177 161 7.40%

2019 1350 155 11.48%

2020 1969 126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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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2020 年学术型研究生报考和招生情况

2.生源来源广泛

从录取结构来看，学生主要来自全国 12 个省市，其中生源最多的三个省份分

别是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最少的三个省份是广东省、吉林省、重庆市。具

体信息见表 5所示。

表 5 生源结构及比例

序号 省份 生源比例 序号 省份 生源比例

1 河南省 25.74% 7 安徽省 6.93%

2 湖北省 14.85% 8 江苏省 3.96%

3 江西省 9.90% 9 四川省 3.96%

4 山东省 9.90% 10 重庆市 2.97%

5 山西省 9.90% 11 吉林省 2.97%

6 湖南省 6.93% 12 广东省 1.98%

3.生源质量提升举措

为提升生源质量，学位点在 2020 年度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吸引优质生源，来

自双一流高校的生源比例明显提升。为了优化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提高全国

211 高校优秀本科生报考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的比例，除了加强与国内同等师范

大学的联系，扩大招生宣传外，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延续往年传统，举办了优

秀本科生线上夏令营活动。2020 年 9 月 19 日与 9月 20 日，教育学院 2020 年优

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成功举办。本次夏令营活动为期两天，旨在进一步选拔对教

育学研究有浓厚学术兴趣的优秀大学生到我院攻读硕士学位，促进我院教育学科

建设和发展，提升我院的学术影响力。自发出相关通知后，我院共收到了来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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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200 多名优秀大学生的申请。经过专家组认真讨论并筛选，最终确定了 80 名

学生为本届夏令营营员。因受疫情影响和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此次活动采取

在线方式举行。经过综合考查全体营员专业基础、综合能力及参加活动表现等综

合情况，最终确定了 42 名优秀营员和 20 名合格营员。

（二）思政教育

1.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位授权点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思政课程，

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引领，揭示中国化探索和当代发展。同时，遵循育人规

律，用好全过程育人“三课堂”。畅通主渠道，用好学科思政、课程思政“第一

课堂”。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纳入研究生必修课，由多位党员

教师、博导授课；选树课程思政示范课、优秀教师，以点带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守好主阵地，用好学生思政“第二课堂”。创建学在田楼、德育课堂、博导论坛、

新年诗歌朗诵会、师生红歌会等思政品牌。种好责任田，用好环境思政“第三课

堂”。建设教育学科文化长廊、智慧教育大楼、教师教育创新大楼、教育大数据

展厅等，营造润物无声的育人生态。

2.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专职辅导员4人，管理的学生总数536人，生师比为134:1。

学院建立学术型研究生工作负责人每周例会制度，在辅导员的专业与技能方面提

出更高要求，积极组织辅导员参加校内外的线上线下培训，全方位为辅导员的工

作提供条件保障，切实保证辅导员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3.研究生支部建设

学术型研究生共有 6个党支部，其中各党支部的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等的数量如表 6所示：

表 6 党支部情况统计

党支部名称 正式党员数量 预备党员数量 入党积极分子数量

1801 党支部 30 13 9

1802 党支部 27 7 12

1901 党支部 18 4 24

1902 党支部 16 6 26

2001 党支部 13 0 20

2002 党支部 31 0 30

研究生党支部成立以来，定期开展活动。1801 党支部成立以来共开展 45 次

活动，其中 24 次主题党日活动，10 次党员发展工作，2次党员特色观影活动，2

次党员普遍谈心活动，2次党组织生活会和 4次学生支部书记上党课活动以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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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生党员线上助学活动；1802党支部自成立以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30余次；

1901 党支部党日活动 12 次；1902 党支部 2020 年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1 次，支

部书记参加了湖北省大学生党员“双育计划”培训班；2001 党支部自支部建立

以来共组织了 4 次主题党日活动；2002 党支部开展常规活动 5 次，特色活动 4

次。

4.研究生党建工作成效

2020 年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1 个、“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2

个；获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首批标杆分党委、先进分党委、文明

单位等；10 个党支部获校先进党支部，3个党支部入选校首批“双带头人”工作

室；20 个支部、党员在校“三好”展评活动中获奖，6个支部在学生党支部风采

大赛中获奖；多次获校红旗团委、红旗团支部、标兵研会；与《党报头条》等共

建智慧党建平台，打造“人工智能+”党建工作法。

（三）课程教学

2020 年，学位点在教学方面加强课程与实践的联系，注重案例教学，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方式变革，在部分专业和课程中实行“混合式教学”。

课程体系注重基础性和应用性，加大研究方法课的比重，注重学科融合与交叉。

注重宽口径人才培养，加大一级学科必修课比重，开设“教育科研方法”“教育

理论专题”“教育前沿专题”等 3门一级学科必修课。实施博导团队集体授课制。

注重跨学科协同培养。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信息技术等专业方向之间相互打通，整合各种学术资源，创新课程与教学体

系。注重全英文课程建设，共开设了 20 门全英文课程。

学位点在课程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范先佐教授撰写的《教育经济学新编》、

雷江华教授主编的《特殊教育学》、赵呈领教授主编的《多媒体教学资源设计与

开发课程设计》等十多部入选国家级精品教材。详见表 7。

表 7 国家级精品教材出版情况

序号 教材名称
主要作者/

译者

署名

情况

出版/再版时

间
出版社 版次 备注

1 教育学
王道俊

郭文安
主编

198007/

201606

人民教育

出版社

第 7

版

国家“九五”“十

五”规划教材及

国家优秀教材、

省部级获奖教材

2 有效教学 陈佑清 主编
201609/

202006

高等教育

出版社

第 1

版

国家精品课程配

套教材

3
教育信息化

水平评估

吴砥

卢春

徐建

著 201806
高等教育

出版社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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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殊教育学 雷江华等 主编
201105/

201609

北京大学

出版社

第 2

版

国家“十二五”

规划教材

5 小学教育学 田友谊 主编 201601
北京大学

出版社

第 1

版

普通高等教育

“十二五”规划

教材

6

教育技术学

研究方法（第

三版）

张屹

周平红
主编 202006

北京大学

出版社

第 3

版

7
幼儿学习与

教育心理学
张莉 主编 201705

北京大学

出版社

第 1

版

国家“十二五”

规划教材

8
数字媒体技

术导论
刘清堂 主编 201602

清华大学

出版社

第 2

版

“十二五”以来

省级优秀教材

9
学前教育原

理
蔡迎旗 主编 201712

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

社

第 1

版

10
信息技术与

教学创新

杨宗凯

刘三女牙
著 201707

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

社

第 1

版

为提高研究生质量，教育学院 2020 年启动了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

课程体系注重基础性和应用性，加大研究方法课的比重，注重学科融合与交叉。

注重宽口径人才培养，加大一级学科必修课比重，开设“教育科研方法”“教育

理论专题”“教育前沿专题”等 3门一级学科必修课。实施博导团队集体授课制。

注重跨学科协同培养。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教育经济与管理、教

育信息技术等专业方向之间相互打通，整合各种学术资源，创新课程与教学体系。

注重全英文课程建设，包括教育研究的设计与实施（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educational research）、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教育哲学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等。具体课程建设情况如下：

表 8 博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

语言

1 教育基本理论 一级学科必修课 涂艳国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2 中外教育史专题 一级学科必修课 周洪宇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3 教育研究方法 一级学科必修课 雷万鹏、张屹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4
教育发展与改革

基本问题研究
一级学科必修课 郭元祥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5 德育原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杜时忠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6 学校德育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杜时忠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7 教育经典导读 二级学科必修课 王坤庆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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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学原理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陈佑清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9 课程原理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郭元祥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0 中国教育史专题 二级学科必修课 申国昌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1 教育史学理论 二级学科必修课 周洪宇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2 比较教育理论前沿 二级学科必修课 王建梁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3 儿童学习与教育心理专题 二级学科必修课 蔡迎旗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4 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 二级学科必修课 蔡迎旗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5 高等教育原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欧阳光华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6 高等教育管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王俊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7 特殊儿童认知心理学前沿 二级学科必修课 雷江华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8 特殊教育专题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雷江华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19 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 二级学科必修课 陈彬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20 教育经济学研究前沿 二级学科必修课 范先佐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21 教师教育研究前沿 二级学科必修课 陈佑清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22 教师教育政策专题 二级学科必修课 雷万鹏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23

教育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二级学科选修课 苏慧 教育学院 2 英文

24
定量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
二级学科选修课 马红梅 教育学院 2 英文

表 9硕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

语言

1 教育学原理 一级学科必修课 田友谊、王帅 教育学院 3 中文

2 教育科研方法 一级学科必修课
雷万鹏、邹义欢

等
教育学院 3 中文

3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一级学科必修课 朱楠、宫慧娜 教育学院 3 中文

4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一级学科必修课
周洪宇、雷万鹏、

申国昌等
教育学院 2 中文

5 元教育学 二级学科必修课 岳伟 教育学院 2 中文

6 教育哲学研究 二级学科必修课 王坤庆 教育学院 2 中文

7 德育原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杜时忠 教育学院 2 中文

8 课程原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郭元祥 教育学院 2 中文

9 教学原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陈佑清 教育学院 2 中文

10 课程与教学设计 二级学科必修课 罗祖兵 教育学院 2 中文

11 中外教育交流史 二级学科必修课 余子侠、郑刚 教育学院 2 中文

12 教育史学研究方法 二级学科必修课 申国昌 教育学院 2 中文

13 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 二级学科必修课 戴伟芬 教育学院 2 中文

14 比较教育学史 二级学科必修课 王建梁 教育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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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二级学科必修课 蔡迎旗 教育学院 2 中文

16 儿童游戏与玩具设计 二级学科必修课 蔡迎旗、吴航 教育学院 2 中文

17 中外高等教育史 二级学科必修课 欧阳光华 教育学院 3 中文

18 高等教育原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杨杏芳 教育学院 3 中文

19 特殊儿童认知心理学 二级学科必修课 雷江华 教育学院 2 中文

20 特殊教育政策与管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彭兴蓬 教育学院 2 中文

21 教师政策与管理 二级学科必修课 雷万鹏 教育学院 2 中文

22 教育经济学 二级学科必修课 郭清扬 教育学院 2 中文

23 教师学习理论 二级学科必修课 毛齐明 教育学院 2 中文

24
教育哲学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二级学科必修课 程红艳 教育学院 2 英文

25

中外教育史专题研究

Selected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China & Other Countries

二级学科必修课 李先军 教育学院 2 英文

26

教育管理学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二级学科必修课 陈彬 教育学院 2 英文

27
教育社会学

Educational Sociology
二级学科必修课 邹义欢 教育学院 2

中英

双语

28
教育财政学

Education Finance
二级学科必修课 钱佳 教育学院 2

中英

双语

（四）导师指导

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规定选聘导师。每年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具备相应

的专业技术资格和教育教学条件才能进入遴选程序，经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

审核、评议合格后才能获得导师资格。新选聘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参加多种形

式的岗前培训，新晋博导还必须接受有经验的老教授的指导。学位点对研究生指

导教师进行严格的考核，建立了不合格导师退出机制。当年考核不合格的导师，

下一年停止招生。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取消其导师资格。

学位点实行导师组长领导下的导师组成员集体负责制。从招生录取、培养计

划、课程设置、日常教学、学术交流、实践指导、评优评先、论文选题、开题论

证、论文答辩等各个环节均充分发挥导师组的集体指导作用。

（五）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在学术训练中，为了提高学术型研究生的学术素养，本学位授权点在学生培

养中强调引导和促进学生夯实理论基础、掌握研究方法、增强问题意识和提升创

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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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夯实理论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扎实的理论功底是进行任何研究都必须的基础和前提

条件。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系统掌握教育学基础知识，建构完整的教育学理

论体系；通过名著阅读，深化学生对各种教育学理论的认识；通过参与学术活动，

如学术会议、专家讲座等，激发学生的教育学理论思维；通过论文写作，提升学

生的理论水准和表达能力。

2.掌握研究方法

掌握有效的研究方法，能够使研究工作事半功倍。通过开设专门的教育研究

方法课程，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各种教育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导师课题研究，在导

师的示范下了解教育研究的基本流程和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通过撰写论文或申

请研究生科研项目，锻炼学生实际运用研究方法的能力。

3.增强问题意识

做好学术研究，首先要找到好的选题。通过课堂讨论和课程论文的写作，激

发学生的学术兴趣；通过文献阅读和学术讨论，引导学生发现学术热点问题；通

过实地考察，确定教育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学位论文开题，保障每一篇学

位论文选题的价值性和规范性。

4.提升创新能力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推陈出新。通过学术训练和导师垂范，树立学术的创新意

识；通过研究生科研立项，激发学生学术创新热情；通过讨论和竞赛，锻炼学生

的学术创新能力；通过科研活动和论文撰写，检验学生学术创新的成果。除了本

院教师以外，本学位授权点还广泛邀请全国知名的外校专家学者为学术性研究生

授课或进行专门的主题演讲，分享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

2020 年，本学位点邀请多名校外专家以线下或线上讲座的方式为学科点师生带

来学术盛宴。详见表 8。

表 10 学院 2020 年外校专家讲座或授课一览

时间 专家 主题

11 月 18-20 日

杨小微

（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

1. 迈向 2035：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愿景、目标与

战略

2. 现代化学校标准与学校现代化建设

3. 地域文化资源与校本课程开发

11 月 27 日

檀传宝

（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

课程与教学研究应注意两个重要命题

10 月 24 日
侯怀银

（山西大学教授）
中国教育学史应如何触摸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除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之外，还应该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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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因此教育实践环节是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在培养模式中，

教育实践环节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教育实践包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

践、专业实习、学术活动等。成绩合格者，计 4学分。学生在校期间为本科生授

课 2 学时，或联系中小学实习 1-3 个月。2020 年，学位授权点为学生提供了在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幼儿园、街道口幼儿园、洪山区实

验幼儿园、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鲁巷小学、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和武汉市盲

童学校等校的见习与实习机会。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实践环节与硕士类似，但要求更高。在学术活动中除了

在校期间应参加 15 次以上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和读书报告会外，还要至少参加

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争取大会发言或分会场主题报告机会，争取参加国际性学

术会议及其发言机会。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共计 80 余名研究生参与国内外重

大学术会议，其中十多位同学在会上作了相关报告。参加实践环节活动的情况同

样须记入《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实践活动考核表》，由导师或学科

组进行考核，合格与否将作为其能否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资格审核条件之一。同

时，鼓励学生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活动，学校将给予一定的

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

（六）学术交流

学位点为学术型研究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机会，主要有参与学术会议、

参加学术论坛或竞赛活动、参加海外交流项目。2020 年，学位点共计 80 余名研

究生参与国内外重大学术会议，虽受到疫情影响，是挑战也是机遇，学位点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国内外交流合作项目，共计 50 余名学生参与了 40 多场

线上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教育学院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育学院合作会谈、

与渥太华大学教育学院合作会谈等，会议中专家们依托网络深入探讨信息化时代

的教育发展，分享教师教育与在线教育研究的前沿信息，思考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的规律，共道信息技术、数字化学习、教学策略与协同发展等新时期

的教育发展方向等议题，在疫情背景利用新形式，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方法。

与此同时，学位授权点积极开展并组织学生参与线下会议，共计 50 余名硕

士生积极参与线下会议，推动青年学子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如华中师范大学

2020 年国际青年学者论坛、2020 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学术年会，其

中十多名硕博士在会上作相关报告，包括在全国第六届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学

术论坛，我院数名博士生分别作了相关口头报告，对教育课程论的教学改革提出

了深刻的见解。详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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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20 年学位点学术型研究生参会并作报告情况统计表

姓名
学位

类型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与时间
报告主题

焦会银 博士 全国第六届课程与教

学论专业博士学术论

坛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年 9 月 15-10 月 15

日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教

学超越与守成》

潘理平 博士 全国第六届课程与教

学论专业博士学术论

坛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年 9 月 15-10 月 15

日

《当代课堂教学转型：

一种教学空间的视角》

胡艺玲 博士 中国教育学学会比较

教育分会第 20 届年会

博士生论坛

西南大学

2020 年 11 月 7 日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教

育治理：经合组织在行

动》

申慧宁 博士 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 襄阳

2020 年 12 月 13 日

《民国时期江苏中师生

学校生活研究》

胡宏霞 硕士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

殊教育研究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山东烟台

2020 年 11 月 13 日

-15 日

《我国听障学生眼动研

究实验进展》

曹溶萍 硕士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

殊教育研究分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山东烟台

2020 年 11 月 13 日

-15 日

《融合教育背景下美国

影子教师的培养体系及

启示》

许浩振 硕士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特

殊教育研究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

山东烟台

2020 年 11 月 13 日

-15 日

《实证导向下CAPs在特

殊教育师范生学习中的

应用 》

白静倩 硕士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

全国中国史研究生论

坛

线上

2020 年 11月 14-15

日

《地缘、学缘、业缘和

志缘的叠合—论郭秉文

的教育交往网络》

常曼 硕士 湖北省教育法律与政

策研究会 2020 年学术

年会

武汉

2020 年 12 月 5 日

《后疫情时代中小学校

园安全防治策略探讨》

储召玲 硕士 湖北省教育法律与政

策研究会 2020 年学术

年会

武汉

2020 年 12 月 5 日

《新时代中小学体育教

学有效实施路径思考》

陈春铭 硕士 湖北省教育法律与政

策研究会 2020 年学术

年会

武汉

2020 年 12 月 5 日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中的政府角色转换与职

责履行》

邓马娜 硕士 湖北省教育法律与政

策研究会 2020 年学术

年会

武汉

2020 年 12 月 5 日

《当前中小学校园安全

预防治理的法律思考》

（七）论文质量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准毕业生们多在线上与老师沟通论文进展，但是学位授

权点并未放松对论文质量的把控。为了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学位点特别强调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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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学位论文选题、中期考核、开题报告、阶段检查、预答辩、论文评阅与答辩

等几个关键环节的管理，强调导师对学术论文的质量把关。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和华中师范

大学研究生院相关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本学位点一贯坚持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抽

查及复制比的查重工作。抽查按照“博士论文全覆盖，所有专业方向全覆盖，随

机抽取，公开抽取”的原则进行。除此，学位论文全部接受复制比检测，且要求

复制比例严格控制在 15%以下。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共 101 位学术型研究生的

学位论文参加盲评，其中硕士 78 人，博士 23 人，涉及所有的专业方向。抽查结

果显示：学位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优良率为 95%以上，高于学校平均优良率。

（八）质量保证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1）培养方式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导师指导

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及导师的主导作用。

指导教师必须因材施教，教书育人，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着力培养研究生

的科研能力、独立工作能力，鼓励他们努力进取，勇于创新。硕士生入学后 1

个月内确定培养方案，该方案在指导教师、导师组及学院统筹下最终确定，并报

研究生院备案。

（2）学制、学分与课程

硕士生基准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4年，其中课程学习 2年（以课程

学习、实践活动为主，兼顾学位论文的前期工作），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

于 1年。总学分 38 学分（16 学时/1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34 学分，实践环节 4

学分。提前修满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达到学校和本学科规定条件的硕士生，可

申请提前答辩和毕业。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分为两大类：学位课程

和选修课程。其中，学位课程包括全校公共必修课程（6 学分）、一级学科必修

课程（11 学分）、二级学科选修课程（15-17 学分）、公共素质选修课程（6-8 学

分）。每位硕士生必须选修跨专业的课程，选修课不低于 2个学分。

凡以同等学力或跨学科录取的学生，均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主干课程至少

3门。要求与本科生同堂同卷参加有关学科的考试，并取得成绩，纳入学业档案，

但不计学分。对超限学生进行定期清查清退。

（3）科学研究

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应基本具备独立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鼓励硕士

生在校期间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公开发表与专业相关的论文；申请提前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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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有署名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且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

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2篇。

硕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学术讲座、学术报告会、学术会

议等），并将有关情况记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表》。学业结

束前，由导师对其进行考评。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关于学位论文展开了以下工作：选题、开题报告、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答辩。

（1）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了解研究方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题目。硕士学位论文

的选题应站在学科的前沿，具有开创性，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对

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创造性的见解。

（2）论文开题

硕士研究生必须撰写完整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文开题报告包括研究意义、

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设计、研究重难点、研究的创新点与研究可能会遇到

的困难等。开题报告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学院研究生秘书，由学院以学术海报的

方式提前一周公开张贴。论文开题未获通过的硕士生应重新组织开题，直至最终

通过，方可撰写论文。

（3）中期审查

论文开题通过后，硕士生应充分吸纳导师组建议开展论文写作工作。硕士生

应按照论文研究计划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在进入中期审查之前完成不少于 2次的

学位论文进展报告。硕士生应在入学后第四学期初（根据具体情况可调整）通过

中期审查。中期审查合格后方可继续学位论文工作。

（4）论文撰写

研究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和导师组做阶段性报告，并在导师组

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论文的结构、思路和观点，硕士研究生必须保证投入论文写作

的时间不少于 1年，以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

（5）论文评阅和答辩

实行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制度（正式答辩前三个月）。在预答辩合格或通过修

改合格后方可申请正式答辩，学校审核合格后方可举行正式答辩会。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位点出台了专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分别从岗位职责、岗

位管理、培训、考核与奖惩等多个方面对研究生导师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规范管理。

导师管理实行学校和培养单位两级管理。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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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管理的主管部门，培养单位是导师管理的主体。导师上岗聘任工作每年进行

一次。

导师聘任原则如下：

（1）有利于加强学科建设和调整学科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

量，更好地培养满足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

（2）按需设岗，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

（3）坚持严格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所有导师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的导师培训。培养单位

应积极创造条件安排落实导师培训计划，并将培训情况列入导师工作考核，与导

师上岗挂钩。

学校每年组织开展新聘任导师上岗培训，使新增导师了解研究生教育的形势

和任务，明确导师职责，掌握有关政策、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具体内容及流

程等。未参加上岗培训的新聘任上岗导师不得招生。除此，学校聘请研究生督导

员，定期深入了解导师培养研究生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评定，检查结

果与研究生导师的年终考评、“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导师上岗等直接挂钩。

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导师，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限制招

生数量、暂停招生、取消导师上岗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实行

一票否决，并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

（九）学风建设

学位点通过激励和惩戒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学风建设，形成了主管校领导亲自

抓、多部门联合行动的责任体系，建立了监督、查处职能并举的学风建设工作体

系，成立了“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

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了学风建设的制度，已经出台学术规范制度 7项、不端

行为查处制度 1项。对师生学术不端行为和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一旦发现

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等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行

为给予严肃处理。在此基础上，学位点的硕博士论文答辩制度执行情况优良，学

生的论文学术水平得到了保证和提高。

（十）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建设

为促进学术型研究生成长，学院建设了一支工作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工作

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队伍。其中，分党委副书记张扬分管学术型研究生管理工作，

另配备一名科研秘书张汶军、一名专职辅导员许家瑞，一名行政人员兼任辅导员

甘安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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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益保障制度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型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工作，完善研究生教学管理与保障体

系，学校层面、学院层面及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参考教指委的相

关指引和规章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教学管理规定，涵盖招生复试标准与录取环节、

学生考勤制度、课程与教学环节考核、学位授予、师资选聘、任课教师管理规定、

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学位论文指导、评审与答辩制度、改进教育质量和激励机制

等各环节。这些教学管理制度和规定以书面文件形式向教师和学生公布公开，确

保培养体系的完整与科学。学术型研究生管理制度和规定主要有：

（1）华中师范大学普通学生管理办法

（2）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

（3）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4）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规定细则

（5）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

（6）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

……

这一系列规章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学术型研究生的教学管理质量和教学培

养效果 。

3.满意度调查工作

研究生满意度是反映、监测和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指标。

学院组织了多次问卷和访谈调查，从而对研究生的满意度有较为精准的把握。一

是学习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课程的的安排比较满意，

能够积极主动学习，少数学生认为课程设置不合理，被动学习。二是对导师满意

度调查。研究生对导师的师德师风、科研能力以及指导方式都有较高满意度；个

别学生指出导师工作较忙、会议较多，对自身的指导不够充足，希望能够得到更

有针对性地指导。三是对培养单位综合服务满意度调查。大部分学生对单位服务

的满意度较高，少数同学提出食堂饭菜价格偏高、宿舍没有独立卫浴、图书馆座

位难预定等问题。

（十一）就业发展

1.毕业生人数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学术型研究生毕业总人数为 224 人，其中硕士为 201

人，博士为 23 人。详见表 10、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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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0 年各专业毕业生人数一览表（硕士）

专业 人数 百分比(%)

教育学原理 27 13.43%

课程与教学论 24 11.94%

教育史 13 6.47%

比较教育学 8 3.98%

学前教育学 9 4.48%

高等教育学 14 6.97%

成人教育学 5 2.49%

职业技术教育学 3 1.49%

特殊教育学 9 4.48%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3 1.49%

教育经济与管理 19 9.45%

教育技术学 67 33.33%

合计 201 100.00%

表 13 2020 年各专业毕业生人数一览表（博士）

专业 人数 百分比(%)

教育学原理 2 8.7%

课程与教学论 2 8.7%

教育史 2 8.7%

比较教育学 1 4.34%

学前教育学 1 4.34%

高等教育学 2 8.7%

特殊教育学 0 0

教育经济与管理 2 8.7%

教育技术学 11 47.82%

合计 23 100.00%

2.就业率

在 2020 届毕业的 224 名学术型毕业生中，落实就业去向的为 202 人，其中

硕士研究生为 179 人（升学 14 人），博士研究生为 23 人，其中研究生就业率达

到 90.2%，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详见表 12。

表 14 2020 年就业率一览表

学历层次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研究生 硕士生 学术型 201 179 89%

博士生 学术型 23 23 100.00%

小计 224 202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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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去向

落实就业去向的 202 人中，23 位博士研究生均就职于河南大学、江苏大学等

高等教育单位；179 位硕士毕业生中，90 人在中初等教育单位就业，占 50.39%；

52 人在高等教育单位就业，占 29.13%；14 人在机关单位就业，占 7.87%。详见

表 13。

表 15 2020 年就业去向一览表（硕士）

就业单位 人数 比例

中初等教育单位 90 50.39%

高等教育单位 52 29.13%

机关 14 7.87%

其他企业 6 3.15%

其他事业单位 3 1.57%

地方基层 1 0.79%

升学 10 5.51%

出国、出境 3 1.57%

合计 179 100%

4.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用人单位对本院应届毕业生的个人综合素质表现整体较满意，没有差评。用

人单位表示本院应届毕业生在人际交往、语言沟通、临场应变等能力方面表现出

突出优势，具有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高尚的人文素养。

用人单位对本院应届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表现整体较满意，没有差

评。用人单位表示本院应届毕业生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意识 。

5.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从毕业生薪酬状况看，薪酬在 5000 元以上的占比 42.99%，4000-5000 之间

的占比 16.82%。从毕业生就业去向，中初等教育单位的“教学人员”所占比例

最高。我院毕业生一般在入职的前几年担任某门课程的任课教师或者是基础的教

育行政岗位人员。入职时间达到所在工作单位的要求年限并取得一定的工作业绩

后，在职位、薪酬、荣誉等方面均有很好的发展。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1.建立了服务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与战略制定的高端智库

建成目前全国唯一的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参与起草联合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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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大会袁贵仁部长主题报告等多项重大咨政材料，多篇政策建议获高层

领导批示；开展全国发展状况调研，出版全国教育信息化年度发展报告。

2.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提供人才支撑

通过开展了信息化环境下数字教师培养和教学应用创新实践，使一线教师的

信息化教学能力不断增强；通过跨校联合培养和国际化联合培养，教育技术学专

业研究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3.建立教育信息化实验示范体系，为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提升教育质量提

供典型示范

主持湖北省人民政府委托重大攻关项目“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实

验与实践”、苏州市教育局委托的“未来教室——智慧课堂教学环境示范项目”

等多个大型地方政府委托示范项目，取得良好成效；率先提出信息化环境下“三

空 间 、 三 结 合 、 四 转 变 ” 人 才 培 养 理 念 ， 开 展 “ 三 阶 式 翻 转 课

堂”“1+N”“1+M+N”“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等混合教学实践，构建了以学

生为中心的师范生培养新生态，形成“人工智能+教师教育”与“职前职后教师

培养一体化”相结合的新路径，不断优化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教育创新体系，实

现了规模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有机整合，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显著提高，育人水

平明显提升。

4.汇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围绕大规模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资源规模化供给下的个性化服务、资源内

容质量监管和应用效果评估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和应用实践，攻克了一系列关键

技术，获得国内外标准 7 项、专利 80 余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4 项；先

后申报并成功组建科技部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教育大

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国家级平台与一系列省部级平台。

（二）经济发展

1.推进教育援助，助力脱贫攻坚

贯彻习总书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思想，密切联系“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通过“一对一助学”“六大行动计划”定向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助力

地方打好脱贫攻坚战。战疫期间，为国家教育云、教育部华中师大心理援助热线

平台、武汉教育云等提供技术支撑，惠及全国数百万学子。与西藏山南市达成“一

对一在线助学”等六大援助计划，得到国家民委高度赞誉。爱心助学活动彰显了

华师教育学人的责任担当，助学活动得到《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

报》以及教育部官网、人民网和光明网广泛报道，产生了积极社会影响。

2.融入信息技术，抗击新冠疫情

面对 2020 年疫情，教育学人众志成城，齐心抗疫，以教育理论为引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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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为引擎，联合中央电教馆开设“云上讲堂”，建设“武汉教育云”，支

持浏览 8824 万次、资源下载 2.4 亿次、资源共享 3.24 亿次，为重疫区 140 万

用户提供 22 亿次访问，为北京、湖北等 14 个省市提供教育学习平台和资源，

有力保障了“停课不停学”。为抗击疫情，教育学院牵头组建“爱心助学团”，

对 200 多名战“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提供一对一公益助学。随着教育援助的

深入推进，爱心助学团义务为藏区孩子提供免费辅导。疫情防控期间，承担教育

部重点课题《战疫背景下基础教育在线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和《在线教育发

展战略》，对 1000 万师生进行大规模在线调查，为在线教育发展提供可行方案。

为谋划疫后教育变革，组织 30 多位学者发表系列专栏文章，出版《后疫情时代

的教育变革》等 2 本著作。先后提交 30 余份教育政策咨询报告，有 4 份获全

国人大副委员长蔡达峰批示，1 份获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批示。

3.扎根中国大地，推动实践变革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时代需求，以理

论与实践交融的方式，通过“U-G-B-S”特色模式孵化教育相关产业，实现了面

向社会大众的泛在教育服务；成立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国

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发挥教育信息技术优势，搭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融合创新发展平台，推动中小学补齐短板弱项，推进教育实践的整体变革。

深度参与、指导国家和地方重大教育信息化工程，打造了“高校-政府-企业-学

校”（UGBS）协同建设新机制，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带动教育服务产业发展，

实现经济效益 166.18 亿、利润 32.7 亿。

（三）文化建设

1.推动经典进校园，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依托中小学德育、课程与教学等研究团队，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在全国多所

所中小学开展了 “阳光教育”“生活教育”“真教育”“能力生根”“文化经

典传承”等原创性的教育改革实验，为基础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积极建言献策，发挥高端智库作用

2020 年，团队围绕乡村小规模学校、留守儿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持

续开展实证调查，向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提交多份教育政策咨询报告，10 余

份获孙春兰副总理和蔡达峰副委员长批示。出版《教育黄皮书》《中国教育政策

建议书》，举办“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50 人论坛”，上述活动已成为教育智库

建设领域的重要品牌，得到广泛认可；牵头研制《中国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

划（2021-2035 年）》《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开展全国教育信息化评估，发

布《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推动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发展。

3.举办高端论坛，促进学术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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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土、面向全球，以“整体的德育路径”“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发展”“技术

促进教育变革”等为主题，成功举办数次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会议；主办两本

CSSCI 期刊《教育与经济》《教育研究与实验》，推动了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助

推学术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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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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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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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科 1984年开始招收基础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

始招收本科生，1993年恢复心理学系，2005年组建心理学院，同年获批心理学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8年获批湖北省心理学一级重点学科，2010年获

批首批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学科建设有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

点实验室（2005）、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0）、心理学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2）和心理与行为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学科建有一支由 79名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人员组成的师资队伍，包

括国家级人才 5人（次）、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人。

2020年，本学科在校博士生 115人，在校硕士生 760人。2020届毕业生总

人数为 210人，博士有 4人，占 1.27%，硕士有 206 人，占 65.61%。硕士研究

生就业总人数为 119人（协议就业 105人，占比 88.24%；升学 14人，占比 11.76%），

就业率 57.77%；博士研究生就业总人数为 4人（均为协议就业），就业率 75%。

二、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学位授权点秉承“以科学精神探索心理奥秘，凭人文情怀关切世间百态”

的治学理念，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宽广的人文与科学素养，扎实的理

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运用先进方法解决科学和实践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成为具有

信息化技能和国际化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

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能力，能胜任

心理科学研究、教学与社会服务工作的高层次心理学专门人才和学术骨干。

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的高层次心理学专门人才。

1.2学位标准

本学位授权点在学位标准不低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

位基本要求》的原则下，制定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标准》和《心理学硕士学位标

准》，对获得相应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基本素质、基本学术能力和学位论文

要求等作了进一步规定。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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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在学科布局上，重视基础，发展应用，突出特色。学科围绕“数

字化环境下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特色优势，凝聚形成了三个重点培养方向。其

中，“网络行为与发展”方向以网络作为行为存在的第三空间，重新审视个体、

群体、组织、社会行为的发生、变化与发展；“网络社会与健康”方向旨在探索

面向不同人群、组织、社会的心理健康服务标准，借助网络技术推进“生理—心

理—社会—工程”健康促进模式；“智慧学习与认知”方向围绕人工智能和创造

性重点领域，使用认知科学方法探索精准教与学的规律，推进智慧学习和创造性

研究的深入。

2.2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的师资队伍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合

计

35 岁

及以下

36-4

5 岁

46-5

5 岁

56-6

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20 0 4 10 5 1 20 18 18 2

副高级 24 4 17 3 0 0 24 21 0 24

其他 10 5 3 1 1 0 9 3 0 9

总计 54 9 24 14 6 1 53 42 18 35

学缘结构方面，人数最多的 3家最高学位获得单位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19

人，占比 35.2%）、北京师范大学（7 人，占比 13%）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6

人，占比 11.1%）。此外，本学位授权点还通过多途径、多方位汇聚人才资源，

协同建设心理学科，服务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一方面，聚焦“数字化环境

下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学科特色，依托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等学科平台，举办两次校际青年教师

学术论坛和一次国际青年学者论坛，积极推动学科青年教师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另一方面，拓宽优秀人才引进渠道，引进海外优秀博士后 1人为兼职副研究员；

聘请包括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在内的高校专家学者、湖北省特级教师和知名企

业高管等 42 位学界、业界领军人才为我院校外兼职导师；聘请包括美国科学院、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Richard Shiffrin 在内的 6位海外学者为青少年网络

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咨询委员会委员。

2.3科学研究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累计获批科研经费 848.5 万元，横向和成果转化经

费 52 万元；出版专著、教材 6部；发表 SCI、SSCI 论文 90 篇，发表 CSSCI 论文

70 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2项。

2.4教学科研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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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拥有充足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以及基础设施以满足研究生培

养的需要。学校图书馆目前有大量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书籍、期刊，有 10余种重

要的外文数据库，如 PsycINFO、PsycARTICLES 等，心理学院资料室拥有纸质

图书 71600册；纸质期刊 566份，共 280种；学院拥有包括脑电仪、眼动仪、虚

拟仿真实验设备、实验教学示范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实验仪器 1685台件，价

值 2200余万元。学院的教学、科研、办公、实验用房面积达 2600余平方米。

2.5奖助体系

本学位授权点已建立了健全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制度，具体包括《华中师范大

学心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细则》、《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评选细则》、《心理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

《心理学院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心理学院优秀研究生评选办法（试行）》

等。其中，学业奖学金及国家助学金覆盖面在全日制学生中达到 100%；研究生

单项、优秀奖学金评选比例维持在 15%-20%；优秀研究生评选比例在 10%左右；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发生重大变故学生的临时困难补助比例维持在 5%-10%。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本学位授权点为保障生源质量，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从招生宣传阶段起就

注重吸引优质生源报考本单位研究生，多次举办暑期夏令营组织优质生源参加，

对参加夏令营的优质生源优先录取；重视优质生源的推荐免试录取工作，每年将

学院普通招生计划拿出一定比例（15%-20%）投放到优质生源调剂计划中录取外

校优质生源；同时，积极开展招生制度改革，2016年我院首次招收了 3名“华

博计划”生和 1名“申请—考核”制博士生。这些举措也保证了本学位授权点的

优质生源（“双一流”建设高校生源）从 2016年-2020年的逐年上升趋势。

2020年，本学位授权点硕士生报考人数共 2620 人（学术型硕士 1515人，

专业型硕士 1105人），录取人数 258人（学术型硕士 84人，录取比例为 5.5%；

专业型硕士 174人，录取比例为 15.75%）；博士生申请人数共 101人，录取 28

人（录取比例为 27.72%）。为保证生源质量，在研究生的报考阶段，本学位授

权点每年向全国几十所大学投递了招生宣传册。并且，本年度继续举办暑期夏令

营活动，共有 273人报名，60人（21.98%）入营，30人经过面试获得“优秀营

员”称号。其中，有 10名夏令营营员通过推免生资格被录取，约占推免总人数

35%。2020年，学术型硕士生招生复试分数线 390分，比国家线高出 65分以上，

这反映报考本学科的学生考分较高，生源质量较好。同时严格按疫情防控要求，

安排严格的研究生线上复试，综合考核报考学生的能力，以保证录取综合能力强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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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思政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立德树人作为

根本任务，立足心理学科特点，健全和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工作格局，

全面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2020 年，心理学院党委荣获湖北省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湖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突出政治引领，着力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

入推进“对标争先”建设计划，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过硬。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凝

练形成“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担当学院政治核心；切实引领师生思想，培育爱党

报国忠心；聚焦发展瓶颈问题，直击突出矛盾靶心；充分发挥大学功能，不忘民

族复兴初心”的党委“四心”工作模式。提高政治站位，秉持“融入人才培养主

线、聚焦思想引领高线、打造成才服务环线、坚守安全稳定底线”的理念，引导

学生形成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的价值追求。落实政治责任，加强对论坛、讲坛、

讲座、年会、报告会、研讨会等阵地的管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

动权。

强化立德树人，着力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研究制定《心理学院“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以“十大育人”体系构建“三全育人”格局，推

动育人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把立德树人融入线上线下、课内课外全方位，贯通理

论武装、学科教学、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安全稳定、队伍建设、评估督导全过

程，渗透专任教师、党政管理、实验教辅、工勤后保职责全人员。实施“心课向

党”行动，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各门课程，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并进。“精选—配齐—训强—育优”

辅导员队伍，推进思政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

彰显心理特色，着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立足学科优势，构建教育、实

践、咨询、干预“四位一体”心理健康指导服务工作体系，实施思政骨干博士生

专项计划和思政骨干培训，发挥心理育人的辐射作用。坚持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与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协同并进，组织开展“‘心’火相传” “‘心’系天下”主

题教育活动，推动教师育人“供给侧”与学生成长“需求侧”联动提升。弘扬“博

学、博爱、博雅”校园文化，打造“心在梦在、青春不败”学院文化，实现由文

化育人“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化。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心理战“疫”活动，

高标准搭建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让师生在服务国家需求中增

强使命意识、强化担当自觉。推进学院“立心达人”文化品牌建设，塑造“立心、

明理、好学、笃行”的心理学人。

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带领以研究生为主体的 242名学

生参与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的一线咨询和运营保障；31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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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医护人员子女“一对一”结对开展线上帮扶；300余名学生先后面向大众连

续开展社会心态调研、心理科普，调查结果被人民网等 20余家媒体报道；26名

学生第一时间到家乡的社区、村委会报到，参与测量体温、维持秩序、排查登记

等一线志愿服务。师生心理战“疫”故事被收入教育部战“疫”示范微党课，320

余万客户端观看。心理学院获评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1人荣获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1人获评“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

3.3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围绕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专业拓展课程，构建

了如图 1所示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体系。

图 1 本学位授权点课程教学体系

其中，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课程分别如表 2和表 3所示：

表 2博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

在院系

学

分

授课语

言

1 心理学研究进展 必修课 博导组 心理学院 3 中文

2 心理学数据分析 必修课 刘华山 心理学院 3 中文

3 网络心理与行为研究前沿 必修课 周宗奎 心理学院 2 中文

4 智慧学习与认知研究前沿 必修课 胡祥恩 心理学院 2 中文

5 网络社会心理与健康研究前沿 必修课 佐斌 心理学院 2 中文

6 实验与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选修课 周治金 心理学院 2 中文

7 英文学术论文写作 选修课 洪建中 心理学院 2 中文

8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进展 选修课 谷传华 心理学院 2 中文

9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研究 选修课 范翠英 心理学院 2 中文

10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研究 选修课 周宗奎 心理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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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的数学模型 选修课 胡祥恩 心理学院 2 中文

12 教育改革的心理学基础分析 选修课 龚少英 心理学院 2 中文

13 学校心理辅导研究 选修课 谷传华 心理学院 2 中文

表 3 硕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

在院系

学

分

授课语

言

1 心理学基本问题研究 洪建中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2 心理学研究方法 孙晓军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3 多元统计及其在心理学研究中的

应用

刘华山

定险峰

必修课 心理学院 4 中文

4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 赵庆柏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5 认知神经科学专题 高闯

赵庆柏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6 认知与学习 周治金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7 社会心理学基本问题 佐斌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8 人格心理学基本问题研究及应用 贺金波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9 发展心理学基本问题 孙晓军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10 网络心理与行为 周宗奎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11 教育心理学研究进展 王福兴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12 学习理论 龚少英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13 人才管理 马红宇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14 生涯辅导的理论与技术 谢员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15 助人理论 任志洪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16 心理评估与诊断 陶嵘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17 团体辅导 夏勉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18 心理治疗过程 江光荣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19 实习与督导 江光荣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20 心理学实验编程 赵庆柏

范炤

选修课 心理学院 3 中文

21 咨询伦理 孙启武 选修课 心理学院 1 中文

22 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 吴才智 选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23 家庭治疗 刘勤学 选修课 心理学院 2 中文

24 毕业论文设计与写作 孔繁昌 必修课 心理学院 1 中文

25 企业人才梯队建设工作坊 苏永华 选修课 心理学院 1 中文

26 卓越领导力 苏永华 选修课 心理学院 0.5 中文

27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蔡志慧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英文

28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谈雅菲 必修课 心理学院 3 英文

29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and 程晓荣 必修课 心理学院 4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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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30 Research Methods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范炤 必修课 心理学院 2 英文

专业拓展课程模块，除了面向所有方向学生的校内外专家讲座外，还基于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平台主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例如，“网络时代的心理学前

沿国际研讨会”目前已举办 7届，对建模、文本分析、大数据研究、贝叶斯模型

等方法及其在网络心理与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系统介绍。

3.4导师指导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按照学校规定选聘导师，在2014年之前按[华师行字（2009）

9号]和[华师行字（2010）42]号文规定的选聘程序，先在院内选拔，再报学校审

批。2014年起按[华师行字（2014）15号]和[华师行字（2014）16号]文件规定的

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的选聘工作实施办法进行博导和硕导的选聘。

对新选聘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实行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国家有关研究生

教育的政策与法规；研究生教育的现状；有关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工作

的有关规定及指导教师职责等。同时，通过“传、帮、带”和导师组集体指导的

新聘研究生指导教师帮扶措施，帮助新聘导师尽快熟悉研究生指导工作并茁壮成

长。具体到导师指导方式上，本学位点自1984年开始招收基础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以来，一直实行导师个人指导和导师组集体指导并举的培养模式。目前多个方向

已形成稳定的导师组团队。此外，心理学院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承担监督、考

核的职责，对不履行指导教师职责或指导教师职责履行不到位的导师取消或暂停

上岗资格。

3.5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在学术训练方面，所有培养方向都设置了常规的导师组大例会制，每周或每

两周举行一次本方向所有导师及硕博士学生的大例会，例会主题包括研究方法的

学习、经典文献分享、实验技能培训、研究设计的讨论、投稿论文的修改等；同

时，每位导师每周都会举行一次其指导学生参加的小组例会，主题包括科研项目

的实施、文献分享与交流等。以上所有例会的相关信息都通过“心院学术交流”

微信公众号发布，以便感兴趣的师生参与。学院层面也会每年定期举办研究方法

和研究技能类的主题培训，目前已举办的培训或工作坊主题包括眼动技术培训、

脑电技能培训、实验编程培训、高级统计方法培训等。

3.6学术交流

在学术交流方面，近5年已累计有10余人次赴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访学或

联合培养，包括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台湾中

央大学等；累计20人次（境内13人，境外3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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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重视学生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通过“请进来”（国外高水平师资）和

“送出去”，开拓学术思维及视野，提高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水平。近年来，除

长期访学联合培养外，还以短期访学方式将学生送至国外或境外不同高校进行心

理学相关课程的研修及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

经费保障层面，本学位授权点从每年的研究生运行经费中专门划拨了相应款

项，以保证每名研究生能参加1-2次国内会议或科研培训；同时，研究生院按照

《华中师范大学资助优秀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暂行办法》的规定，提供了学

生参与各种重大国际学术会议的经费保障。

3.7论文质量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学位论文（包括在职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复制比近 3

年数据大致如下：查重率 15%以下人数占 99%左右；15%-30%人数占 1%左右。

学位论文抽检从 2016年至 2020年连续 3年均无不合格论文。2020年，共有 250

篇学位论文参加双盲评审，有 2篇因盲评不通过未能顺利参加答辩。

3.8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学位论文质量，本学科采用严格的学位标准和规范的论文工作流程。

整个论文工作流程分为：论文选题，开题答辩，中期检查和论文答辩。论文选题

可以是基础研究，也可以是应用研究，鼓励对学科前沿和学科交叉渗透领域的研

究。研究生的开题工作要求在毕业前一年完成，研究生会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开题。

在毕业答辩前半年，导师会检查学生的论文工作进度情况。整个论文流程中的开

题报告、论文送审结果、论文答辩意见等相关材料均有存档。为了加强学位论文

和学位授予管理，2020年本学科对所有学位论文采用双盲审方法进行论文送审。

3.9学风建设

为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创新精神，维护研究生良好的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

为，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本学位授权点制定了《华中

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准则》、《心理学院硕/博士研究生毕业

论文开题工作管理条例（草案）》、《心理学院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管理规

定（草案）》、《心理学院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资格管理条例（草案）》

和《心理学院关于硕/博士论文盲审不合格的相关规定（草案）》等，具体内容

详见《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支撑材料》。

本学位授权点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将师德考核摆

在教师考核的首要位置，实行教师、学生、家长综合评价，师德考核不合格者，

在招聘引进、试用期考核、年度履职考核、聘期考核、职称评聘、硕导博导遴选、

人才项目申报、人才评价、评优评先等方面，坚决实行师德一票否决。严格落实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制定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学院成立

有师德师风建设委员会，制定《心理学院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方案》《心理学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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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师风综合评价办法》《心理学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若干规定》等制度，把师

德师风建设纳入教师职业发展全链条，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每年全员签订科研

诚信承诺书，每年开展“潜心问道、专心育人”主题师德师风教育系列活动，全

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近年来，本学位授权点涌现了一批教师先进典型。入选全国第二批高校“双

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1个，入选学校首批“党建带头人、学术带头人”

教师工作室 1个。学院教师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共青团中央“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民革中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湖北省党员好故事二等奖、湖北省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明德教师奖、霍英东教育

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校级“三育人标兵”、“三育人先进个人”等荣誉。

3.10管理服务

本学位授权点在研究生培养上，配备了研究生秘书和助理、科研秘书和助理、

研究生辅导员和助理等管理岗位，构建了包括校研究生院、院学术委员会、院学

位委员会、院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和院行政领导班子等在内的管理服务体系

（图 2），制定了包括《心理学院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管理规章

制度，详见《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支撑材料》。此外，学位点积极开

展在学研究生的学习满意度调查工作，以从学生角度获得反馈，完善和提升研究

生培养管理。

图 2 心理学院研究管理服务体系

3.11就业发展

近年来，本学位授权店牢固树立“以生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培养一流人

才”为目标，以“服务于学生成长、服务于学生成才、服务于学生就业”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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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按照“科学谋划、协同推进、多方联动、重点帮扶”的工作方针，大力促

进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心理学科就业工作特

色。2020 年初，新冠肺炎肆虐，考研复试、出国留学、求职就业等受疫情影响，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疫情期间，针对当前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学生就业率有所下降的现状，本学位授权点所在的心理学院班子集体研究分析、

全体教师动员参与，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牵头，围绕毕业生的就业促进和保障

工作探索了诸多针对性举措（如，抓好抓实分层分类的有效指导，建立健全多方

协同的联动机制，落实落细就业困难学生的精准帮扶），全方位积极应对疫情给

毕业生就业工作带来的新挑战。

2020 年，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75%，硕士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55.77%。其中，硕士研究生中，协议就业比例为 88.24%，升学比例为 11.76%；

博士研究生中，协议就业比例为 100%。108名协议就业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

中，签约单位主要集中在事业单位（高等教育单位 15人，中初教育单位 51人）

和企业（36人）。区域分布方面，就业人数最多的区域分布依次为：华中地区、

华东、华南、华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华中、华东地区仍为 2020 届毕业

生的集中就业区域，而在华南地区就业的比例有所下降。和往年相比，2020 届

毕业生人数比 2019 届增加 62 人，比 2018 届增加 76 人，2020 届一次性就业率

为（博士 75%，硕士 57.77%）较 2019 届（博士 89%，硕士 68%）和 2018 届（博

士 61.54%，硕士 70.54%）要低。

4服务贡献

4.1直面危机，服务国家战“疫”部署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提高站位，敢于担当，积极承担新冠疫情防控心理

援助工作。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组建“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

开展热线援助、心态调研、公众引导、社区辅导等系列服务，为抗疫做出了重要

贡献，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受到国务院领导、联防联控机制和教育部党组的高

度肯定。心理学院获评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1人荣获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1人获评“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

新冠疫情爆发后，本学位授权点主动作为，紧急动员，开通全国最早的心理

热线之一。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以我校心理热线为基础组建“教育部华中师范

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短短三天汇聚了 1240多所高校的 4000余名专业心理

咨询人员，紧急搭建分布式、多通道、大容量的云平台，投入心理战“疫”工作。

平台开通后，24 小时服务一线抗疫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属等重点人群和普通

公众。随着疫情变化，面向海外留学生和华人提供心理援助。平台持续组织专家

讲座和网络团体辅导 118场，直接听众超过三百万人；出版抗疫指导书 3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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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众抗疫心态自检自助表》，直接用户超过 50万人。在中国心理学会“专

业可靠的中国心理热线”评比中排名第一。学科师生克难奋战，一直坚持服务。

截至 2020年 12月底，共服务 7万余人次，完成紧急危机干预 1千余起，服务满

意度达 94%。平台工作受到孙春兰副总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肯定，人民网、

光明网等主流媒体报道上百次。学科代表在国际性心理学大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

年会上推介热线平台服务模式。本学位授权点有 400余名研究生以志愿者身份参

与了援助平台各项工作，建构了高效的“网络心理援助”技术模式和“应急心理

援助”管理模式，提升了学科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

4.2 资政建言，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

本学位授权点服务于科学决策，发挥学科特长和智库作用，聚焦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为社会治理建言献策。5年来，提交调研报告近 50篇，被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等领导和部门采纳和批示 18篇。为全国心

理抗疫和武汉“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发挥积极作用。2020年 3月，

人民日报内参刊发了“‘病亡者家属’人群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心理重建”，

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该建议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批示，建议中提到的心理康复建议被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采纳、武汉市和湖北省

纳入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政策建议被采用，国家卫建委于

2020年 4月发文将武汉增列为全国试点地区，安排了专项经费，对武汉抗疫和

疫情中后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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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体育学

（类 别） 代码：0403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2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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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院早在 1985 年依托我校历史学、教育学、地理学等学科开始体育学研究

生教育。1997 年获得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学位授权，2002 年获得体育人文社会

学硕士学位授权，2006 年获得体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和体育教育训练学

博士学位授权，2011 年获得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12 年被批准成立

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中，2008 年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被批准为湖北省

重点学科，2013 年体育学被批准为湖北省重点学科。

（一）研究生招生情况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共计 117 人，其中体育学学术型 56 人，体育专业学

位 61 人（体育教学 39 人，运动训练 22 人）；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和教育博士专业

学位博士生招生 14 人；学院共计研究生招生 131 人。

（二）研究生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2020 年共有 145 人毕业并授予学位其中春季答辩 122 人，秋季答辩 23 人。

2020 年就业基本情况：2020 年研究生毕业生共 125 人（不含公费师范生教

育硕士），一次性就业率约为 65%，年终就业率约为 85%，受疫情形势影响，就业

率较往年有所下滑。学生就业去向主要为高等院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就业职位

与学生专业匹配度较高。

（三）研究生导师状况

2020 年体育学院上岗研究生导师共计 40 人，其中 37 人可同时上岗学术型

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岗位，3人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岗位。

二、主要内容

（一）对标情况

1. 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贯彻“拓宽基础、加深专业、强化能力、突出创新”

的原则，培养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掌握体育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熟悉体育学学科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具有独立从事体育学及相

关学科创新性研究及广阔国际视野的研究型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国

际化和信息化时代要求的，能从事体育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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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团结协作精神，遵纪守法，

学风严谨，热爱本学科，有强烈的事业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敢于奉献的科

学精神。

（2）掌握本专业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教

学工作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而且具有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解决和探索实

际应用问题的能力。

（3）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运用该门外国语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

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1.2学位标准

（1）博士学位标准

博士生基准学制为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六年，总学分 17-19学分（16学时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1年（课程学习兼顾实践活动和学位论文的前期工作），

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2年。硕博连读的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5－7年，

总学分合并计算。博士生不允许提前毕业。

博士生实行学分制，总学分 17-19学分，其中实践环节 4学分，课程学习 13-15

学分（包括公共课必修课程 6学分、一级学科必修课程 2-4学分、二级学科必修

课程 3学分、选修课程 2－4学分）。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

在实践环节上，要求参加各类学术活动 8次以上，其中至少 2次是校外学术

活动。积极参加各种研讨班，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每人至少在导师组织的研讨班

或国内学术会议上完整地报告 2篇学术论文。积极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研究并协

助导师参与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实践活动结束后，由导师组按学校有关规定

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答辩。

在科学研究上，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研究生院认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

（2）硕士学位标准

硕士研究生基准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是 4 年。实行学分制，总学分

36-38学分（16学时/学分）。少数优秀硕士研究生可申请提前毕业或申请直接攻

读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学分为 32-34学分；实

践环节为 4学分，包括教学实践、学术活动两部分，各占 2学分。

硕士生在校期间应积极参与导师主持的各类科研项目的研究，协助导师采集

和统计在科学研究中的各种数据，完成导师交给的与科研有关的各项任务。在读

期间至少完成 1篇课程论文和 1篇硕士学位论文。若申请提前毕业，在校期间必

须有署名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且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SSCI或中国科技统计源期

刊及以上刊物公开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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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个统一

学位点申请之时就明确了“明确目标, 协调发展，大类培养，拓宽口径，结

合实际，体现特色，重视创新，加强实践”的建设思路，通过系列制度做到四个

统一的要求：学科组织统一、学位标准统一、培养方案统一、招生命题统一。

2. 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或特色

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 2011年获得体育学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以来，学科积淀逐步深厚，并凝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特色优势

学科（见表 1-1）。

表 1-12020年一级学科主要培养方向一览表

序号 培养方向 简介

1
体育人文社

会学

本学科依托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研究基地”、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文化重点研究基地”和湖北省“湖北名师”工作室等省部级研究平

台，形成华中师范大学“体育人文教研团队”并建立国际合作研究机

制，长期致力于学校体育与体育教师教育、体育经济与管理、体育文

化与社会体育、体育运动心理学等研究领域的重大研究问题，已形成

了独特研究特色，研究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2
体育教育训

练学

本学科是我校首个体育学博士（2005）、硕士（1998）学位授权点，依

托于湖北省“青少年体育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研究平台并建立国际合

作研究机制，长期致力于体育教学与训练的理论与实践、全民健身的

理论与实践、一般运动训练学等研究领域的重大研究问题，研究特色

鲜明，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3
民族传统体

育学

本学科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与我校历史系、教育系合作培养研究生，

长期致力于武术文化与养生文化研究、武术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武

术文化与武术教育等研究领域的重大研究问题，注重区域武术文化比

较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在学界产生一定学术影响。

4
运动人体科

学

本学科是我校重点培育学科之一，长期致力于运动与健康促进、运动

与相关疾病的预防与治疗、运动适应的机理研究等研究领域的重大研

究问题，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等多个研究课题，在学界具有一定

学术影响。

2.2师资队伍

本学科点已形成结构优化、专业互补、年富力强、团结奋进的师资队伍（表

1-2），可以充分满足体育学一级学科点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指导、教育实

践和就业指导等研究生培养环节的需要。我院现有专任教师 64人（表 1-2，学术

骨干与团队见附件），包括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国家“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 1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创新人才计划入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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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湖北省“楚天学者”讲座教授 1人。

表 1-2师资队伍与资源

专业

技术

职务

专任教师

人数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1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岁

及以

上

具有

博士

学位

人数

具有

海外

经历

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 19 0 3 3 5 3 3 2 13 10 12 18

副高 27 2 2 3 5 10 5 0 9 3 0 19

中级 14 6 7 0 0 1 0 0 4 1 0 4

初级 4 0 0 0 0 1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总计 64 8 12 6 10 15 0 2 26 14 12 41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 上海体育学院

人数及比例 33/55.00% 9/15.00% 4/6.67%

部分教

师队伍

指标

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所占比例

正高级专任教师人数

所占比例

具有海外经历教

师人数所占比例

研究生导师人数所

占比例

数值 40.6% 30.0% 21.8% 64.1%

学位授权点负责人：王健

体育人文社会学
各招生方向学术负责人及学术骨干（正高职）：王健、鲁长

芬、陈元欣、徐成立、侯斌、舒宗礼、郭敏

体育教育训练学
各招生方向学术负责人及学术骨干（正高职）：王斌、翟林、

黄爱峰、刘卫民、曹东平

民族传统体育学
各招生方向学术负责人及学术骨干（正高职）：胡庆山、王

维、周祖宝。

运动人体科学
各招生方向学术负责人及学术骨干（正高职）：沈波、胡亚

哲、赵华、张川、宋小波、卜瑾

2.3科学研究

2020年，我院精心谋划、广泛动员和积极组织教师申报国家级和省部级各

类科研项目，最终我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2项、中央军委科技委前沿创新项目 2项。此外，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体育总局、湖北省等部省级项目多项，全院科研立项经费 674.15万元。全院教

师在 CSSCI期刊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21篇，在校内外开展理论宣讲、学术报告

等学术普及推广活动 15次。学院还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2项。

2.4教学科研支撑

体育学院一级学科授权点具有充裕的培养经费，培养所需的教室、实验室、

图书资料室和体育场馆能够满足办学需求。博士研究生具有稳定的体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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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体育与健康测评中心，硕士研究生设有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或专业实践场

所。教学资源能够满足现有体育研究生的科研、教学、训练和实践需要。

2.5奖助体系

体育学一级学科授权点对体育学研究生提供的奖学金资助主要包括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及单项奖学金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四大类，其中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覆盖率是 100%。

3. 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选拔工作，近年的招生录取情况如下（表 1-3、

表 1-4）。

表 1-3 博士研究生生源结构表

年份 报考数量 录取比例 录取人数

“双一流”建

设院校及以

上

一本院校及体

育重点院校

2020 年 28 50% 14 6 8

表 1-4 硕士研究生生源总体结构表

年份
研究生报考

数量
录取比例

录取人

数

211 重点院校

及以上

一本院校及体

育重点院校
其他院校

2020 年 386 14% 56 35 20 1

3.2思政教育

学院研究生思政教育稳步发展，三全育人改革成效显著。学院坚持以人为本，

积极构建全员育人网络工作格局，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更加巩固，全体教

师立德树人意识更加自觉，我院教师先后获得第七届湖北省辅导员技能大赛一等

奖、湖北省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校三育人先进个人、十佳政工干部等荣

誉，胡庆山、陈元欣、郭敏等教授先后获得中组部拔尖人才、校十佳青年、桂苑

名师等荣誉称号。

其次，研究生思政育人活力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显著提升，教工第

二党支部作为“双带头人”示范党支部获得校优秀党支部荣誉称号。学院先后获得

2018年校优秀团委、第 25届科学文化节、第 31届艺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单位，

挂牌建立 2个社会实践基地，极大激发了基层育人活力。《柔力球》入选中国大

学MOOC建设，3门课程列入校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建设项目，7名教师在国家级、

校级教学竞赛中获得佳绩。举行同上一堂思政课，累计开展学术沙龙、名师讲座

等 10余场，举办各类主题教育 32次，参与学生 840余人，实现了专业教育与思

想教育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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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生综合能力全面发展。李茵晖获得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羽毛球女

双冠军，我院有 30多人次在羽毛球、健美操、田径等项目的国家级、国际级赛

场上获得佳绩。王祉怡、何燃燃等学生获校长奖学金。筑梦实践队连续三年被评

为省级优秀社会实践队，中国青年网、湖北日报等媒体相继报道。涌现出一批优

秀学生典型，如湖北省崇义友善好青年李华松、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何燃

燃。

3.3课程教学

（1）在课程建设方面

学位点根据《体育学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华中师大体育学科特色，

制定了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的体育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制定了完善

的课程教学大纲，每门课程按照学院统一模式设置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要求、考核方式、参考书目等内容。

体育学开设博士公共必修课程 2门，一级学科必修课程 2门，二级学科必修

课程 2门，选修课程 2门；体育学开设硕士公共必修课程 2门，一级学科必修课

程 3门，二级学科必修课程 4门，选修课程 4门。

（2）在教研教改项目及教学成果获奖方面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我院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

与改革活动。

3.4导师指导

为了加强我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的

培养质量，根据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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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等文

件要求，结合我校《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健全了我院导师

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制度。

3.5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为了提高本学科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学院采取了如下措施：

（1）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资助优秀研究生科研创新。学院制定相关政策、设立专项经费，从政策上、

经费上支持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

设立研究生学术论坛。研究生学术论坛以研究生自主开展学术交流和研究活

动为主，促进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营造浓厚的创新研究学术氛围；同时，

积极发挥导师和著名专家的指导作用，达到开阔视野，启迪智慧，提高创新能力

的目的。

评选优秀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通过评选

优秀学位论文，激励和引导研究生培养单位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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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视发挥“三助一辅”对研究生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

坚持把助研作为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提升助教对研究生能力培

养和知识掌握的有效作用，重视通过助管工作加强研究生管理能力锻炼，有力推

进研究生担任学生辅导员工作。学院为研究生提供“助教”、“助研”、“助管”等

各种岗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3）以评促学，以严格的评价方式督促学习。

本学科研究生的实践环节为 4学分，包括教学实践、学术活动两部分，各占

2学分。实践活动结束后，由导师和导师组进行考核，确定合格或不合格。不合

格者，不能参加答辩。

教学实践内容可以是讲授部分本专业课程，也可以辅导答疑、主持课堂讨论、

训练课、批改作业、指导实验、辅导或协助指导本科生课程设计和毕业论文。研

究生需填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考核表》。

学术活动要求必须参加本学科的学术活动 8次以上（学术讲座、学术报告会、

学术会议等），其中 1次必须是校外学术活动，学术活动结束后，填写《华中师

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

3.6学术交流

学位点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为研究生举办多次学术讲座，年均学术

讲座 18次。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与讲座，每位博士每年至少参加 1次，每

位硕士在读期间至少参加 1次。

3.7论文质量

（1）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制度的执行

学位论文均按照《体育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文答辩的管理办法》进

行选题、开题、中检、预答辩及答辩。要求论文选题在入学第四学期完成，并提

交开题报告；论文评阅、答辩均由学院统一安排，导师不得参加所指导研究生的

答辩会。每篇论文均进行盲评，盲评不合格者不得申请答辩。已完成答辩的学位

论文，若抽检为不合格 1次的，导师则取消下一年度研究生指导资格，若不合格

2次的，将终身取消指导资格。

（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2020年学位论文抽检全部合格，无扣分。

3.8质量保证

学位点严格执行各级文件，全年无抽检不合格论文以及研究生重大违规现象。

3.9学风建设

体育学科非常注重本学科研究生的学风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培养他们勤

奋求实、崇尚学术、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研究生院也制定有专门的

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理条例，对学生不端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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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管理服务

（1）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

我院体育学一级学科授权点管理机构健全，除配备完整的常设性及临时性研

究生管理机构或委员会，专门设立体育学学术委员会、体育学研究生培养指导委

员会，配备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专人管理，职责明确。体育学博士、硕士

研究生导师实行每年选聘上岗。

（2）各项管理规章落实情况：

授权点管理制度健全，针对体育学研究生在学术研究、招生、培养、实习实

践及学位授予等各个环节建立文件 20份，保证了学位点的有效运转。

（3）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研究生招生录取、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等重要环节均成

立由学院主管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和申诉委员会，全部环节对外公示，保证了

研究生的权益保障。

在学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情况：通过对研究生学习满意度的调查情况表明，

在学研究生学习满意度 2021年达到 92%以上。

3.11就业发展

从学位点近年的研究生就业情况来看，总体上保持在良好水平。博士生就业

率连续 2021 年达 100%，硕士研究生就业保持在 85%左右，并由一部分研究生

在全国各岗位上成为骨干人才。具体情况如下（表 1-5）。
表 1-5 2020 年体育学研究生毕业生质量统计表

11.2.1 毕业生就业情况

①就业情况统计

学位

类别

毕业生

总数

就业情况（人数及比例）

未就业签就业协议、

劳动合同

升学
自主创业 其他形式就业

国内 国（境）外

硕士 53 45(84.9%)
1(1.87%

)
0 2(3.78%) 2(3.78%) 3(5.67%)

博士 5 5（100%） 0 0 0

②签约单位类型分布（人数及比例）

单位

类别

党政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

教育

单位

科研设

计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三资

企业

民营

企业

部

队
其他

硕士

签约

4

(8.16%

)

6

(12.24%)

31

(63.28%

)

0 0
2

(4.08%)

3

(6.12%

)

0 0 0
3

(6.12%)

博士

签约
0

4

（80%）
0 0 0 0 0 0 0 0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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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签约单位地域分布（人数及比例）

单位地域 本省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境外

硕士签约 21(41.53%) 12(24.52%) 13(26.41%) 3（7.54%） 0

博士签约 3（33.3%） 1（33.3%） 1（33.3.%） 0 0

4. 服务贡献

学科主动对接建设“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和疫情防控等国

家战略需要，致力于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团队建设、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深度融合发展，重点在提升体育教师职业能力、为

体育政策法规和战略规划制定建言献策、服务科技兴军战略工程、体育战“疫”

行动、服务武汉军运会等五大领域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履行社会责任，贡献体

育力量。

4.1 服务体育教师职业能力提升工程

借助部属师范院校、“国培计划”、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湖北分会主席单位等

平台和资源优势，为中小学体育教师、校长、教育管理干部开展培训项目 30 余

项，培训人数超过 1万人，覆盖全国 10 多个省份。2020 年起，携手姚基金助力

乡村体育师资培养星空计划，服务乡村体育教师培养。

4.2 发挥智库作用建言献策

学科团队参与起草的国家级、省级政策文件 10 余件，向各级主管部门或领

导提交咨询报告 20 多份，得到领导批示及主管部门的应用。

4.3 服务科技兴军战略工程

深入驻鄂一线部队，为 500 余官兵开展军事体能训练及理论授课 1000 多学

时，助力提升军队战斗力；成立特殊领域人才选拔与训练研究中心、主办首届“现

代竞技体育与军事训练发展”学术论坛，主持军事前沿创新重大专项，一个融合

运动、心理、信息技术等学科领域的体育学科新方向正在形成。

4.4 体育战“疫”行动

作为身处武汉疫区的体育人，充分发挥学科团队优势，广泛开展以冠军示范、

科技攻关、线上教学、全员参与的抗“疫”行动，在主流媒体发布科学健身视频

430 条，播放量超过 200 万次；开发“体育微课堂”10 期，受益学生 2万余人；

刊发理论文章、报送政策建议 20 余篇。

（二）建设特色

体育学科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在校生在党建思政、实践创业、学术研究、

体育比赛等方面，产出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

党建思政和社会实践方面，每年有近百名学生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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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活动，涌现出一批优秀学生典型，如“湖北省崇义友善好青年”李华松、

“抗疫最美志愿者”高蔓，中国青年报、共青团中央等纷纷报道我院学生程世雄

在疫情期参与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先进事迹。

学术成果方面，在校生共发表 SSCI 论文、CSSCI 论文 70 余篇，其中在体育

科学和心理学报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1 人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人获得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体育比赛方面，在国内外大赛中获得奖牌 13 枚，省级比赛奖牌 46 枚。李茵

晖获得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羽毛球女子双打冠军、王祉怡获得第二届青奥会羽

毛球女子单打亚军、张子扬获得 2020 年全国游泳锦标赛 1500 米自由泳冠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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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中国语言文学

（类 别） 代码：0501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2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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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于 2000年获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1

年被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单位。文学院长期招收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和博士

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生。

文学院拥有 2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含

培育），1个省级一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优势学科。2017年 9月，我院中国语

言文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

2020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20 人，学术型博士研究

生 27人，毕业学术型硕士生 119人，学术型博士生 26人，均获得硕士或博士学

位。在 2020年 12月底，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生 372人，在读博士生 138

人。2020年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发展状况较好，得到用人单位的较高评价。毕

业生大多在教育、媒体等行业就业。工作地域主要分布在中南和华东地区。2020

届硕士毕业生中，有 7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90 人去中小学工作，其余毕业生

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公共管理等行业就业。博士毕业生全部去大学从事教学科

研工作。

2020年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招收硕士生 30人，在读学生 52人，毕业 21

人。2020届毕业生中，有 1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5人去中小学工作，其余分

布在传媒、科技等行业的企业。2020届毕业生工作地域主要分布在中南和华东

地区。

2020年学科教学（语文）专业招收硕士生 48人，在读学生 107人，毕业 68

人。2020届毕业生中，除 1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其余毕业生去中小学工作。

2020届毕业生工作地域主要分布在中南、华东地区。

文学院现有教师 81人，其中教授 32人，副教授 30人，讲师 19人。学院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98.77%，师资数量基本满足研究生培养需要。学院有一支

包括胡亚敏教授、王泽龙教授、李遇春教授等多名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在内的

高素质导师队伍。2020年底，学院 35岁以下的教师占 20.99%，36至 55岁的教

师占 64.20%，56岁及以上的教师占 14.81%，年龄结构合理。

二、主要内容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

准
1.1 培养目标

学院严格实施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型研究生分类

培养，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

教学（语文）专业制订了不同的培养目标。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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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坚实学科基础和系统专业知识，视野开阔、学有专

长，具有较强的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学术研究和学科教学

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如下：第一，具有较高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广阔的哲学人文科学的视野，

良好的学术眼光、素质与能力；第二，熟悉本学科的历

史、现状、发展趋势及最新研究成果，掌握本学科所需

的理论基础、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能从事本专业具有

较大难度的原创性学术研究；第三，掌握一门或一门以

上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较宽广

的国际学术视野以及较强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

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具有较扎实的基础理论和较广博

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要求如下：第一，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国语言

文学学科的专门人才，要求掌握从事专业研究工作所必

需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学术发展

方向和最新成果；第二，了解我国关于语言文字、文学

艺术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接受相关专业理论、发

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

训练。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

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第三，比较熟练地掌握、

运用一门外国语；第四，能在高等院校或中学从事科研

或教学工作，也可在文化宣传、新闻出版、党政管理等

部门工作。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

格和职业道德，扎实的汉语言、中华文化和外语基础，

熟练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技

能，成为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高层次、应用性、

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具体要求如下：第一，掌握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热爱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崇高的奉献精神；第二，系统掌握汉语

基础知识，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外语水

平；第三，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技能、

传播中华文化的技能和跨文化交际的技能，能熟练地运

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科技手段进行教学；第四，具有汉语

言文化国际推广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学科教学（语文）专业致力于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

念、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

小学语文教师。具体要求为：第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

遵纪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第二，具有良好的学

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掌握语文教育必备的理论知

识和教学技能，掌握汉语言文学及其相关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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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语文素养，了解语文教育的学科前沿及发展趋

势；第三，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解决语文教学中

的实际问题，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语文教学工

作；第四，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熟悉语文课程改革，掌

握语文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具有较强

的语文教育研究能力，运用现代教育理论研究、反思、

评价教学，积极探索语文教学的新途径、新方法，积极

实现教师的自我专业成长；第五，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

读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1.2 学位标准

学生在规定学年年限完成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和实

践教学，考核合格，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

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文学硕士、

文学博士或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2019 年文学院重新制定了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与

增评、学位授予等多项制度。2020 年度，文学院严格

依照这些制度开展论文评审与学位授予工作。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以下 11 个方向：文艺学、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国民间文学、对外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学科教学（语文）专业均只有

一个培养方向，分别为汉语国际教育、学科语文。

2.2 师资队伍

文艺学方向带头人是胡亚敏教授，学术骨干有黄念

然教授、魏天无教授、王庆卫教授、徐敏教授等。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带头人是刘云教授，学术

骨干有罗耀华教授、余一骄教授等。

汉语言文字学方向带头人是曹海东教授，学术骨干

有朱斌教授、郭攀教授、张邱林教授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方向带头人是罗昌繁副教授，学术

骨干有安敏副教授、李程副教授等。

中国古代文学方向带头人是戴建业教授，学术骨干

有汤江浩教授、王伟教授、韩维志教授、林岩教授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带头人是王泽龙教授，学术骨

干有李遇春教授、张岩泉教授等。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带头人是苏晖教授，学术

骨干有杨建教授、黄晖教授、王树福教授、刘兮颖教授

等。

中国民间文学方向带头人是晓苏教授，学术骨干有

邹建军教授、孙正国教授等。

对外汉语教学方向带头人是王洪涌副教授，学术骨

干有李炜副教授、陆方喆副教授等。

文化传播学方向带头人是范军教授，学术骨干有彭

涛教授、喻发胜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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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带头人是刘云教授，学术骨干有

王洪涌副教授、朱斌教授等。

学科教学（语文）专业带头人是胡向东教授，学术

骨干有陈龙海教授、陈秀玲副教授、张筱南副教授等。

2.3 科学研究

2020 年，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4 项，

项目名称如下：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

据库建设；两岸书卷字今音异同专题研究与信息平台建

设；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

及数据库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重铸与当代拓

展研究。2020 年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9 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 项。

2.4 教学科研支

撑

全国性学会“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和“新文学学

会”驻会单位；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3个不同类型（大

学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在线汉语

教学公司）的国际汉语教学实践基地，可以满足学院全

部汉硕学生开展教学实习的需求；在高中、初中的多个

语文教学实习基地，可满足全部学科教学（语文）学生

的教学实习需求。

2.5 奖助体系

文学院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完善，主要由国家奖学

金、学业奖学金、优秀及单项奖学金、专项奖学金构成。

国家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 2 万元/生·年，覆盖面

5%。学业奖学金按照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表，每年滚动

评选（一等奖 1.2 万元；二等奖 0.8 万元；三等奖 0.4

万元）。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是 100%。

优秀及单项奖学金按照学生个人申报、学院评审、

择优奖励的方式进行（一等奖 0.2 万元；二等奖 0.15

万元；三等奖 0.1 万元，获奖占比为 15%-20%）。

研究生还能申报学校的章开沅奖学金、余家菊奖学

金等研究生专项奖学金，以及学院的“益利乐生”专项

奖学金（优秀学生奖 5000 元/人，优秀进步奖 2500 元/

人）。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2020 年，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报考人数为 820，录

取人数（不含推免生）为 55，报录比为 6.71%；汉语国

际教育硕士的报考人数为 73，录取人数（不含推免生）

为 27，报录比为 36.99%；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的报

考人数为 424，录取人数（不含推免生）为 28，报录比

为 6.6%。

文学院以逐年提高推免生招生数量和占比（2020

级硕士生中有推免生 84 人，占比为 43.75%），主动到

优质生源大学做招生宣传等方式，来保证生源质量。

3.2 思政教育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开设、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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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核，文学院全体研究生严格按要求参加学习。

（二）课程思政

文学院积极探索实践面向新时代的“三全育人”、

“五育并举”新举措，全面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致力于打造与中国语言文学深度契合的“课程思

政”品牌，主要举措有：

第一，成立“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加强

组织保障和经费投入。成立由文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任

组长，分管思政工作副书记和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及

各教研室主任为成员的“课程思政”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推进全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工作。学院设立专项

经费，保障“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稳步推进。

第二，制定推进“课程思政”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办

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标准化建设。先后制定《文学院推

进“课程思政”工作的实施意见（实行）》和《文学院

推进“课程思政”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推进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建设原则、建

设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深入挖掘中国语言文

学专业课“课程思政”元素、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制定

示范课程验收标准、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监控体系

等。

第三，建设勇于担当、坚守责任的专业教师思政队

伍。我们始终聚焦根本任务，坚持以上率下、贯穿结合，

班子成员、党委委员、支部书记通过“五领”的方式带

领党员学原著、听报告、看视频、讲党课，学深悟透理

论知识，始终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

（三）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2020 年度，文学院有 2 名工作经验丰富的专职研

究生辅导员。一名辅导员负责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硕

士、博士研究生管理工作，一名辅导员负责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2 个专硕专业学生管理工作。

（四）研究生党建工作

第一，加强研究生党支部建设，牢固学生意识形态

阵地。通过定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团日、民主评

议党员等活动，使基层党组织的活动经常化、制度化，

加强学生党员的荣誉感和归属感，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阵

地。以党支部团支部及研究生会为活动阵地，开展研究

生主题教育（新生入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命主题

教育活动、安全稳定教育、毕业生教育、学习抗疫典型

等活动），引导学生成人成才。

第二，以“四个自信”为抓手，将思政教育贯彻到



92

专业课教学中。文学院期望培养出拔尖中国语言文学人

才。树人先立德，首先要引导学生对中国文学、汉语、

中华文化、中国制度等具有高度自信。在“马克思主义

文论”、“国学典籍”等多门必修课教学中，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专业课程讲授之中，

通过中外文化对比等方法融入思政教育，帮助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

3.3 课程教学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部分核心课程及主讲教

师信息如下：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胡亚敏教授

语言研究方法论刘云教授

文学研究方法论王泽龙教授等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部分核心课程及主讲教

师信息如下：

国学典籍罗昌繁副教授等

语言理论发展与流派刘云教授等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孙文宪教授

学术示范与学术论文写作（文学类）张岩泉教授

学术示范与学术论文写作（语言类）刘云教授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部分核心课程及主讲教

师信息如下：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余一骄教授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王洪涌副教授

跨文化交际李炜副教授

中华文化与传播陆方喆副教授

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生部分核心课程及主讲

教师信息如下：

中学阅读教学论胡向东教授

写作教学论晓苏教授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张筱南副教授

语文教育改革前沿专题陈秀玲副教授

文学院要求研究生课程考核机制是过程评价与结

果评价相结合。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课堂发言积极程

度、发言质量、课程论文、期末考试等，都纳入到考核

体系。文学院坚持全过程管理，创新督导机制，建成质

量保障体系。研究生院、文学院均聘请了教学督导员，

督导员每周进课堂听课。通过学校、学院二级教学督导

制度，实现了多主体、多形式的教学督导。

3.4 导师指导

文学院研究生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制度健

全，导师队伍的选聘、考核都是严格按照文学院规定的

上岗资格进行。研究生导师分配实施师生双向选择。文

学院要求每位导师每个月要同研究生见面并开展相关

指导工作，导师指导职责的履行基本到位。导师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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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的培养方式落实得较好，研究生的选题、开题和答

辩都是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完成。

3.5 学术训练或

实践教学

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术训练，博士生在学期间要求发

表 2 篇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对硕士生虽没有明确要求

发表论文，但发表学术论文后在学业奖学金滚动评定时

有加分奖励且评优评先时优先考虑。考查课均要求写课

程论文，导师经常把学生组织起来讨论论文。

2020 年秋季学期，文学院克服诸多困难，依然实

现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100%地针对外国学生开展汉语

教学实习，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 100%地在中小

学从事语文教学实习。

2020 年文学院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28 篇，

获校外学术性或专业竞赛奖励二十余项。

3.6 学术交流

一方面，文学院提供了较充裕的研究生学术交流经

费（2020 年的预算为 10 万元），鼓励、资助研究生外

出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高水平讲习班或全国性的

教学竞赛。2020 年，学院共资助数十名研究生外出参

加学术会议（研究生必须在会议上报告自己撰写的学术

论文）。另一方面，学院主动邀请多名校外知名专家，

给研究生做学术报告。文学院主办的“桂子山人文论坛”

的学术影响持续扩大。2020 年开设的“后疫情时代的

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在线系列讲座在国际中文教育领

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3.7 论文质量

2020 年，文学院的全部（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中

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硕、博士学位论文均实施校外盲评

（博士论文 3 人评阅，硕士论文 2 人评阅）。2019 年，

文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论文盲评及增评

制度、学位授予制度，2020 年严格依规执行。2020 年

学院未出现学位论文抽检不合格事件。

3.8 质量保证

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充分讨论，2020 年暑假文学

院完成了中国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教学（语

文）三个专业的硕士生人才培养方案修订。2020 级研

究生按照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培养。为了方便导

师、研究生、校外同行了解文学院的新版人才培养方案，

2020 年 10 月，学院主动将新版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在

学院网站上发布。新方案既充分考虑了教指委的指导意

见，又根据文学院师资力量的现实情况，设置了一些有

特色的课程和培养要求。

研究生培养的日常工作由分管副院长和研究生秘

书负责；开题、预答辩、答辩等工作由硕士、博士指导

小组组长负责；学位审核由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研

究生入学考试命题、阅卷、复试、日常指导、答辩申请、

论文评优等各个环节，均严格遵守研究生院制定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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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章制度。学院反复强调：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

一责任人，导师必须在教学、科研、做人等方面成为学

生的引路人。

3.9 学风建设

文学院非常重视对教师和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和学

术规范教育，坚决与学术不端行为作斗争，一旦发现，

坚决处理，绝不姑息。

文学院为研究生专门开设了相关课程，比如《学术

示范与学术论文写作（文学）》、《学术失范与学术论文

写作（语言）》等，通过教育引导研究生遵守科学道德，

恪守学术规范，将学术不端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3.10 管理服务

文学院由院长、书记、分管副书记、分管副院长、

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和各专业负责人、专业支部

书记组成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建有研究生会，另有各

专业的联系人负责导师组与研究生之间的沟通。文学院

每年均进行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改

进管理、教学工作。研究生的权益能得到有效保障。

文学院将垂直管理和扁平管理有机结合。垂直管

理：学院—学科—导师—研究生；扁平管理：研究生秘

书/辅导员—研究生，通过互联网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

动态和心理健康状况。制订了《研究生论文写作规范指

导手册》、《研究生师生互选制》、《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

暂行规定》等文件，研究生的评价、激励机制较为健全。

文学院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

科研氛围，研究生对此满意度高。

3.11 就业发展

2020 届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硕士生就业率

超过 90%。

2020 届博士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大学教师，2020

届硕士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中小学语文教师。2020 届

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地域是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

4服务贡献 4.3 文化建设

2020 年春，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

文字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在导师带领下，发挥专业特长，

积极参与“语言抗疫”活动。他们录制了大量医患对话

的湖北方言与普通话对照版视频，在抖音等平台发布，

帮助外省援鄂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高效交流。文学院开

发的“云上中文”数字化教学科研资源平台提供了丰

富的课程资源。在停课不停学期间，“云上中文”平台

中的课程资源被多所高校的师生频繁访问。2020 年，

学院还将“汉字解密”系列电视节目（曾被“学习强

国”平台多次采用）翻译为英语版、俄语版、泰语版、

越南语版，并在“云上中文”平台免费共享，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贡献。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

积极投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中华传统文化传

承做出了较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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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中国史

（类 别） 代码：0602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2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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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中国史是华中师范大学优势学科之一，1981 年中国近现代史、历史文献学

学科成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现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并设置历史学博士后流

动站，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研

究所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为湖北省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亦设在本学科，

国学院和长江书法研究院对于学科平台形成了有力支撑；学科拥有国家人文基础

学科（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教育部“历史学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四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教育部高校“历史学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单位；中国近现代史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中国近代史》课程获批 2012

年首批国家视频公开课程立项建设。

2020 年招生情况：博士生 35 人，硕士生 179 人（含支教保留学籍 2 人），

免师实际报到 76 人（另 3人申请保留学籍）。2020 年在读情况：研究生 594 人，

其中博士生约 98 人，含硕士生 496 人；免师读研约 300 人。2020 年毕业及学位

授予情况：博士生 20 人，硕士生 167 人。2020 年就业率：博士生 100%,硕士生

87.34%，总体就业率 88.71%。。

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不断完善，学历结构（98%的教师获得博士学位）、学缘

结构（近 3年引进的博士皆为 985 高校或海外博士学位获得者）、年龄结构（50

岁以上 18 人、40-49 岁 24 人、30-39 岁 25 人，教师队伍中 50 岁以下占绝大多

数）、职称结构（教授 27 人、副教授 24 人、讲师 16 人，渐趋均衡）逐年优化；

新增“吴玉章人文社科终身成就奖”人才奖 1名、万人计划 1名、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 1名、青年长江学者入围 1名（尚无终评结果）、湖北省文化名家与荆楚社

科名家各 1人次、桂苑名师 1人、桂子学者 2人、桂子青年学者 4人、国内外特

聘教授 10 余人；中国史教师团队获批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国古代史

教师团队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教师团队。

二、主要内容按以下要求撰写，同时也可根据本学位点

的特点增减相应内容。

（一）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培养目标是具有宽广的中国史基础知识，能够掌握与本学科密切相

关的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熟悉国内外对于本学科研究

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趋势，能够熟练运用外国语进行研究，具备良好的科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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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较高的科研能力，能够独立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当具

有创新性，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研究上做出创

造性的成果。

在学位标准方面，本学位点制定了相关培养方案，出台了较高的学位标准制

度，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硕士三年。其中博士研究生规定学位论文选题必须有

开拓性，具有学术价值；有现实性，具有社会意义；论文必须有创新：或在研究

范围和研究对象上填补以往空白与不足；或在资料挖掘上有突破；或在研究理论

和方法上具有新意；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博士研究生毕业需完成一定的科研成果。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共有如下培养方向

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加以揭示、整理和研究的一门学科。

张舜徽先生是是本方向的首创者，培养了大批文献学专门人才。目前，本学科点

师资力量雄厚，工作经验丰富，在全国同类学科中具有较大影响。

专门史：专门史是 20 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综合性学科，本学位点主要研究

领域为中国文化史、道家道教文化、诸子文化、荆楚文化。

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学科专业曾是国学大师张舜徽等执教和研究的重要

领域之一，，目前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梯队，学术方向呈

多元发展格局，皆与史学前沿保持一致，并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主要研究领域

为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含社会史）。

中国近现代史：本方向 1983 年全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点，

1988 年、2002 年被评为历史学国家重点学科。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政治

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宗教社会史。

2．师资队伍

马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材委历史学科专

家委员会中央“马工程”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资

深教授。曾任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中国）、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

教指委主任。

朱英：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2018 年被授予“湖北省先进工作者”荣誉

称号，担任《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编委。

彭南生：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湖北省人才计划入选者，湖北省陶行知研

究会会长。

吴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艺术季刊》杂志主编，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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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鹏：《工业文化研究》杂志主编，2020 年获得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

魏文享：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湖北省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

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学者”。

付海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秘书、中国经济

史学会理事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湖北省历史学会副

秘书长。

张达志：华中师范大学“桂子青年学者”，华中师范大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

带头人，《中外论坛》（季刊）副主编。

董恩林，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历史文献学研

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国学、经

学、儒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

张固也，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历史文献所所长。主要从事历史文献

学研究学。

吴柱：副教授，《国学论丛》执行主编《华大史学论坛》执行主编

刘固盛，湖南涟源人，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家道教研究

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成果多次获奖。

何卓恩，历史学博士，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

想史，重点是近代社会思潮演变和战后台湾思想文化研究。

田彤，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三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与民国史，主持或参加国家及省部级

项目多项。

郑成林，历史学博士，教授。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商会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民间商会与会展经济的教

学与研究。

3.科学研究

2020 年，本学位点出版著作 20 余本，其中代表性著作有《近代中国商人与

商会》（朱英，广东人民出版社）、《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

略》（朱英，四川人民出版社），《工匠革命：制造业的精神与文化变迁》（严鹏，

电子工业出版社）、《甲午中日战争陆战研究》（李英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两部著作荣获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中国近代商会通史》

（马敏等著，四卷本）获得二等奖；《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张全明，全两册）

获得三等奖。

三本著作获得湖北省第十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严鹏的《战争与工业：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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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获得一等奖；付海晏的《北京白云观与近代中

国社会》、刘固盛等著《湖北道教史》获得二等奖。

科研项目方面，本年度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历

史研究院重大委托项目 10 余项目。

全年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C刊论文 50 余篇，权威期刊 10 余篇，其中周

国林《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期）、、

刘固盛的《道家的真精神》在《世界宗教研究》（2020 年第 6期）、承红磊的《日

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在《历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此外《近代

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论文 10 余篇。

4.奖助体系：学位点建立了较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覆盖面达到了

100%。除了学校设立的“章开沅奖学金”等外，学位点积极发挥校友力量，在校

友捐资的基础上设立了“爱圣创钰奖学金”，每年奖励优秀研究生 10 名，每人

8000 元。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本年度，学位点采取各种措施，提升生源质量。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共有人数1010人报名，实际录取179人，其中来自双一流高校生源约占30%。

招生博士研究生 35 人，报名人数 120 余人。学位鼓励优质生源报考学位点硕士

博士，出台了优质生源支持计划，落实文史直博班连读硕士、博士，生源质量有

较大的提升。

2．思政教育：以史立德，深化课程思政改革。一是将“立德树人”嵌入人

才培养方案，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统领设置各级平台课程。二是构建书院式

学习生活社区，全方位融入“四史”教育，以“新生研讨课”、“春秋读书会”、

“百年求索·师生论坛”、“华大研究生史学论坛”和“红色研学·革命传统教育

实践”等实践教学延伸课堂思政。三是将思政元素作为授课重要内容，形成核心

主干课程思政集群。四是完善课程思政在教学督导和教师绩效考核中的评价体系，

建设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10 余项。此外，还加强全方位的意识形态管理，建设“大

师引领、多方聚力”的全员育人队伍。

3.课程教学：全面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大会精神，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

和课程体系，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中国史一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

开设博士生的《中国史理论与学术前沿》、硕士生的《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史研究前沿》等一级核心课程。加强课程思政、思政课程。在一级二级学

科课程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统领作用，强调唯物史观与方法的运用，

开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等必修课，在核心课程如《中国史专题》《史学

理论与方法》等教学中加强了唯物史观、历史辩证法等内容。加强国际化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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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开设如“Big Data and New Methods in Chinese Social History:Collection,

Translation, Analysis”等一系列全英文课程。在科技部“高端外国专家引进

计划”支持下，邀请法国国家科学院高万桑、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汲喆、

美国罗格斯大学刘迅等学者开设系列课程。创设多门研究探索课程。为实现本硕

博一体化及学科交叉培养，开设如《古史论坛》《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近代

中国的宗教与转型》等课程，并资助 30 门重点课程，推动研究生课程的研究与

改革。

4.导师指导：学位点实施导师负责、导师组集体指导制度。学位点各方向积

极支持导师开展读书会、论文发布会等各种方式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吸纳学生

参与导师承担的各类项目研究，塑造科学精神。

5.学术训练：连续举办“华大研究生史学论坛”八届；举办研究生教学技能

大赛七届，增强了学生的科研和职业能力。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聘请李中清、

李伯重、滨下武志、周锡瑞、康文林等海外学者为导师，开设一系列特色专业课

程，如 A New History of a New China，形成较有特色的课程体系。构建“参

与式”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吸纳学生参与各级学术平台建设，养成将“小我”

融入“大我”的格局。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在全国 14 个省的实习实践基地

开展理论宣讲、支教助学、文化推广和政策调研，整体参与率达 90%以上。

6.学术交流：共举办学术会议 55 场， 邀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中国

史学科评议组”十六位委员持续开展 16 场学术讲座，史学界知名学术专家卜宪

群、陈春声、章清等教授均作客腾讯会议室，同时在 B站、YY、闲鱼等平台直播，

共有 30 余万人收看。

7.论文质量：本学位点实现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部盲审，在教育部、湖北

省等各级论文抽检、评审中没有出现不合格等情况。

8.质量保障：建立了研究生、导师、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四位一体”的评

价体系；设立教学督导，强化管理与督查，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自我评估制度；

完善学风责任制，监管与学术不端惩戒机制；强化研究生导师管理，完善研究生

培养体系与机制。

9.学风建设：本学位点开展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宣讲活动，邀请学院

资深教授、骨干专家讲授学术规范讲座，针对了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

本年度未出现学术不端情况。

10.管理服务与就业： 学位点设有专职辅导员 6名，兼职辅导员 2名，建立

了完善的研究生学生会，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等各种评奖中，吸纳研究生代表；

出台相关管理制度中，积极主动征求学生意见，在学研究生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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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贡献

本年度，立足于“中小学（中职）历史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学位

点为教材建设提供决策的咨询服务，为中小学历史教育教学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为历史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智力服务。

作为国务院中国史学科评议组秘书单位，本学位点推进高校中国史学科建设，

通过完成中国史学科建设系列调研报告、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及硕士学位点的评

估、起草和制定中国史学科建设若干重要文件、召开学科建设重要会议、疫情期

间策划与主办“中国史研究的实践与经验”系列云报告等，为中国史学科建设做

出重要贡献。

学位点充分发挥在中国商会史、中国工业史的学术优势，推进历史与现实的

契合，承担大量行业及地方政府的调研项目，提交多份咨询报告，积极发挥智库

功能；同时通过策划和出版系列丛书、承担课题，为行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学

科发展与社会服务的良性循环得到了充分发掘和有效体现。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1.2 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

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

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

况。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

等情况。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

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3.2 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

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3.4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

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

情况。

3.5 学术训练或实

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

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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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

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3.8 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

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

为处理情况。

3.10 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

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103

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世界史

（类 别） 代码：0603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2 年 3月



104

一、总体概况

历史学科是我校传统优势学科之一。学科拥有国家人文基础学科（历史学）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教育部“历史学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教育部高校“历史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 2.0 基地（历史学）。

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我校历史系成为首批被批准为具有硕、博学位授予

权的研究生培养单位，也是较早的一级学科硕、博学位授权单位。

本校世界史学科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开设了“西洋史”

等课程，老一辈学者涂厚善、罗静兰等先生在古代印度、希腊、晚期中世纪等领

域成绩突出，在国内世界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也为华中师范大学世界史研究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设在本学科。

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得到较快发展，2003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2011 年，世界史成为首批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12 年获得世

界史博士后流动站。本校世界史学科在 2012 年教育部学科排名中并列第七位，

第 14 名，并且于次年获批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位列 B-。

受疫情影响，世界史学位点 2020 年全日制研究生招生人数略有减少，实际

招收博士生 6人，硕士生 16 人。2020 年在读情况：研究生 112 人，其中博士生

27 人，含硕士生 85 人。2020 年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博士生 2 人，硕士生 21

人。2020 年就业率：博士生 100%,硕士生 90.48%，总体就业率 91.3%。

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不断完善，学历结构（100%的教师获得博士学位）、学

缘结构（近 3 年引进的博士皆为 985 高校或海外博士学位获得者）、年龄结构

（50-59 岁 3 人、40-49 岁 4 人、30-39 岁 8 人，教师队伍中 50 岁以下占绝大多

数）、职称结构（教授 6 人、副教授 7人、讲师 2 人，渐趋均衡）逐年优化；新

增桂苑名师 1人、博雅学者 1人。

二、主要内容按以下要求撰写，同时也可根据本学位点

的特点增减相应内容。

（一）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1．培养目标

世界史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培养目标，是通过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

使学生成为具有良好思想素质、合理知识结构、坚实专业基础、严谨学术操守和

独立从事学术工作能力的高水平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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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必须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和素养，掌握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熟

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各个时期的历史脉络及其发展规律，了解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

博士生必须全面了解主攻专业方向及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历史、现状和发

展趋势，广泛阅读并熟练运用专业原始文献、研究文献和外语文献，全面提升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从事文献整理和撰写研究论著的

能力。

这一目标设定合理，能适应学科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学校总

体定位。

2．学位标准

世界史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位授予标准，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是课业要求。博士生课程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修完规定学分课程，考核

成绩合格方能获得相应学分。

二是外语要求。博士生必须至少熟练掌握一种外语，达到能够阅读、翻译专

业外语文献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进行学术表达的水平。鼓励学习并掌握第二外语，

拓展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是发表论文要求。博士生阶段必须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至少 2篇本专业学

术论文。

四是综合学术素质要求。博士生应该具备良好的综合学术素质和学术操守，

并在日常学习、研究以及学风等方面体现出来，得到专业指导小组多数老师的肯

定。

五是博士论文的具体要求，论文选题必须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和前瞻性，在

本学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意义；论文必须在资

料挖掘上有所突破，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建树，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开拓；论文原则

上要在 15 万字以上，文字平实，表述清晰，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论文写作严

格遵守学术规范，学风端正，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抄袭行为。

六是学习时限。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4年。根据研究生实际情况，允

许研究生申请提前或延期毕业，但年限最长不超过 6年。

3．四个统一

世界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在培养环节实行学科组织统一、学位标准统一、培养

方案统一、招生命题统一，工作程序严格规范。

在学科组织统一方面，世界史一级学科成立有学位委员会及专业指导委员会，

同时按照二级学科设置有研究生专业指导小组。指导小组由各专业方向全体导师

组成。

在学位标准统一方面，世界史一级学科严格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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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各项要求，学生必须达到标准才能

授予学位。

在培养方案统一方面，世界史一级学科制定有标准的培养方案，对课程体系、

学分标准、学制年限、实践环节、考核方式、学位论文等进行规范一致要求。学

生在入校后即要制订培养方案，在学习期间严格按方案要求执行。

在招生命题统一方面，世界史一级学科严格贯彻国法校规，全程监管，科学

命题，公正选才。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世界史学科拥有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

世界史一级学科下设世界上古与中古史、世界近代与现代史、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和国际关系史等四个二级学科方向。

世界近现代史方向：研究重点在于时下方兴未艾的世界近现代社会、经济、

文化、移民史。

世界上古中古史方向：研究重点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群体认同和文化互动

和英国中世纪晚期的经济、城市和交通等领域。

地区国别史方向：研究重点在德国史、俄国史、东南亚和南亚史、日本史等

领域。

国际关系史方向：重点研究冷战史和大国外交政策、区域一体化史和国际关

系理论。

2．师资队伍

世界史一级学科拥有一支年富力强、学缘结构和年龄结构搭配合理、专业技

术职称搭配有序的高素质教学和研究团队。本学科现有教学和研究人员 15 人，

其中教授 6人、副教授 7人、讲师 2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主要学术骨干均从

国内外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都有海外留学一年以上的经历，与国内外学术界

建立起了良好的、稳固的学术合作关系，具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在国内相关

研究领域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有 5人担任国家级学术团体常务理

事以上职务，其中邢来顺教授为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

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世界史学会会长，罗爱林为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秘书

长、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梁军教授为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

事、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蔡丽娟为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各专业研究

方向师资情况如下：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蔡丽娟、沈琦、何珵、戴鑫、阮芬。

世界近现代史：邢来顺、詹娜、岳伟、初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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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区国别史：罗爱林、王立新、彭慧、马冰洁。

国际关系史：梁军、曾晓祥。

各培养方向都配置有学术带头人，师资数量满足研究生培养需要，师资队伍

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业技术职称结构较为合理，研究主题突出。

3．科学研究

2020 年，世界史学位点出版著作 3部，分别是《德国教育治理研究》（岳伟，

湖北教育出版社）、《华侨华人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研究》（李其荣/彭慧/詹娜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李其荣等，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科研项目方面，本年度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外专局项目 2项，

分别是阮芬《神谕与希罗多德的叙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罗爱林《俄

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国家外专局人才类项目）。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 2

项，分别是岳伟《联邦德国新社会运动与国家治理研究（1970-1990）》、初庆东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与形成研究（1931—1956）》。

全年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C刊论文 12 篇，权威期刊 1篇，其中初庆东《近

代早期英国的啤酒馆管制与治安法官的地方实践》（《世界历史》2020 年第 3期）、

初庆东《道娜·托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4期）、

沈琦《追寻西欧市场经济的中世纪起源》（《史学月刊》2020 年第 1期）。

4．奖助制度

本学位授权点制定有完备的研究生奖助制度，可分为国家、学校和学院三个

层次：

国家奖助学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奖学金，学业

奖学金，单项奖学金，优秀奖学金等。

学校奖助学体系：主要包括“三助”岗位助学金，特殊困难救助金，“中凯”

研究生奖学金，蔡勖研究创新基金；优秀研究生，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

优秀毕业研究生，华研楷模等。

学院奖助学体系：章开沅奖学金，张舜徽奖学金，余家菊奖学金，野泽丰奖

学金，慈缘奖学金等。

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先期培育、课题支持等形式，从经费、政策上支持品、

学兼优的研究生。世界史学位点根据开题报告、预答辩情况，对优秀学生研究生

给予 3000-5000 元的奖励。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世界史学位点本年度博士生报考数量 17 人，录取比例在 3:1，录取人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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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生源以地方性院校本专业硕士毕业生为主，对少量跨专业考生采取专业基础

课加试和面试方式确保生源质量；全日制考生比重为 100%。

本年度硕士生报考数量 132 人，录取比例大约在 7:1，录取人数 16 人，地

方性院校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生成为主要生源来源。对少量跨专业考生采取专业基

础课加试和面试方式确保生源质量；全日制考生比重为 100%。

为保证生源质量，学位点一直以来采取严格的面试考核制度，对符合初试成

绩要求的考生按照差额面试的原则组织复试和面试，确保招生质量。

2．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以史立德，深化课程思政改革，深入推进育人工作一体化建设，

积极构建“三全”育人格局，培养具有高尚情操、品格、情怀的新时代专业人才。

一是将“立德树人”嵌入人才培养方案，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统领设置各

级平台课程。二是构建书院式学习生活社区，全方位融入“四史”教育，以“新

生研讨课”、“春秋读书会”、“百年求索·师生论坛”、“华大研究生史学论坛”等

实践教学延伸课堂思政。三是将思政元素作为授课重要内容，形成核心主干课程

思政集群。四是完善课程思政在教学督导和教师绩效考核中的评价体系，建设课

程思政示范项目 10 余项。此外，还加强全方位的意识形态管理，建设“大师引

领、多方聚力”的全员育人队伍。

3.课程教学

（1）全面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大会精神，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世界史一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开设

博士生的《世界史前沿问题》、硕士生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题》、《世界近现代

史专题》、《地区国别史专题》、《国际关系史专题》等一级核心课程。

（2）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必修及选修课程中，加强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统领作用，开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西方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等必修课程并强调“回归原典”，在学科核心课程教学中强化唯

物史观等内容，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助力。

（3）不断加强国际化课程。在科技部“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的支持下，

邀请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大学М.В.Новиков和Г.Н.Кочеш

ков、白俄罗斯师范大学И.И.Ковяко、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Arnd

Bauerkaemper、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 Philippe Bourdin 和巴黎第四大学

Denis Cruze 、 印 度 尼 赫 鲁 大 学 Rama V. Baru 和 德 里 大 学

Sreemati Chakrabarti、菲律宾雅典耀大学 Christopher T. Bata 教授等国

际一流学者开设系列课程。

（4）为实现本硕博一体化及学科交叉培养，创设多研究探索课程，并立项

资助 10 门重点课程，推动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研究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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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研究生实践育人体系建设。为增强学生科研能力，连续举办“华

大研究生史学论坛”八届；为提升学生职业能力，举办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七届。

研究生科研、职业能力提升明显。

（6）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组建印度研究中心和菲律宾研究中心，突出

地区国别史研究特色，改进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教学活动，聘请印度、菲律宾、德

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学者为导师，开设了一系列特色专业课程。

（7）建立了研究生、研究生指导教师、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四

位一体”的综合评价体系；设立教学督导，强化管理与督查，建立研究生教育质

量自我评估制度；加强学风建设，完善学风养责任制。监管与学术不端惩戒机制；

强化研究生导师管理，完善研究生培养体系与机制。

4．导师指导

世界史研究生学位点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严格按照学校相关制度

进行，导师每年根据业绩重新评聘，导师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职责履行到位，

有成熟的定期见面研讨机制，导师组一贯实行集体指导、个人负责的培养方式。

培养环节包括入学教育、文献指导、教学活动、论文指导（选题、开题、预答辩、

答辩）、组织研讨论坛（有华大研究生史学论坛、研究生读书会）等。

5．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

本学位授权点在研究生学术训练中，注重科际整合、交叉培养，不仅注重学

科内部不同领域比如经济史与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等的互融共济，而且

注重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整合。实践证明，这

种培养方式，有利于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帮助其形成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也

有利于开拓新的学术增长点，促进本学科的长远发展。

本学位点各二级学科研究生均不同程度参与导师主持的科研课题，在实践中

进行学术训练，获得学术成长。此外，我们还特别重视结合自身的师范特色进行

教学实践，如世界近现代专业硕士生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每一届研究生都要

参加教学实习，由我单位为学生提供教学实习条件。通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教学

实践，教学相长，学生在研究与教学方面的能力方面都有明显的提升。

对于博士生的学术训练与社会实践，本学位点不仅在制度与政策上全面支持，

而且予以条件上的保障。

6．学术交流

培养研究生开阔的学术视野、活跃的学术思维，帮助他们了解学术前沿、建

立必要的学术联系，是本学科重要的培养目标。为此，本学科采取多种方式，为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提供了有效途径和保障。一方面，本学科通过联合

培养、海外访学、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为研究生提供高水平的专业交流平台，使

本学科研究生获得走出去的优质渠道，如本年度派出博士研究生刘剑枫前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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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研究生宋歌、侯伟以及硕士研究生余荆花赴俄罗斯雅罗斯拉

夫尔师范大学交流学习，而且取得骄人的成绩。宋歌、侯伟、余荆花均在俄罗斯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并公开发表俄文历史论文。

另一方面，本学科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通过邀请国内外大学知名学者讲学授

课、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为研究生培养提供新鲜优质的学术营养，使

研究生能够更好地把握国际国内学术前沿。本年度受疫情影响，海外学者主要采

取远程方式举行讲座，比如邀请了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大学诺维科夫教授举

办了两场讲座。一些硕、博研究生参加国际性研讨会或两岸四地历史学论文发表

会。除此之外，本学科还培养了一名来自非洲塞内加尔的博士研究生郭飞龙，这

既推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在培养过程中推动了境内外学生之间的交

流互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7．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实现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部盲审，在教育部、湖北省等各级论文

抽检、评审中没有出现不合格等情况。

8．质量保障

建立了研究生、导师、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四位一体”的评价体系；设立

教学督导，强化管理与督查，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自我评估制度；完善学风责任

制，监管与学术不端惩戒机制；强化研究生导师管理，完善研究生培养体系与机

制。

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非常重视对教师和研究生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坚决与学术

不端行为作斗争，一旦发现，坚决处理，绝不姑息。

首先，采取各种方式，从思想上加强对教师和研究生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

教育。比如，利用集中的机会进行宣讲和学习相关法规，对学界暴露出的学术不

端事件进行讨论，宣扬和继承本院前辈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等等。通过这些活

动，教师和研究生都从思想上提高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增强了维护科学道德、

坚守学术规范的自觉性。

其次，明确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措施。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将根据

其表现和程度，进行包括诫勉谈话、警告、记过、取消职称或学位、开除等处罚。

此外，对研究生的专业论文和学位论文提出了很高的规范性要求，并利用专

业软件对其学位论文进行复制比检测，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存在抄

袭、剽窃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者，坚决不允许其进行答辩，情况严重者将取消学

籍。

由于从思想上、制度上、实践上重视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在博士生

方面，本学位点至今未曾发生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保持了良好的教风和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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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依托学院，设置了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管理本学位点的研究

生培养工作，由院长、分管副院长、研究生秘书和各专业主要负责人组成。研究

生培养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分管副院长和研究生秘书负责，开题、预答辩、答辩等

工作主要由各专业指导组组长负责，学位审核主要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分委

员会负责，学院教学委员会参与研究生培养。

本学位点有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既涉及学位点建设、人才培养，

也涉及师资队伍、日常管理，如博士生、硕士生导师选聘，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与

学术训练，研究生奖助体系等等，并注意贯彻，有力地保障了本学位点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进行。

本学位点非常注重研究生的权益保障，并有相应的制度。首先，在研究生的

考试与录取上，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保证了研究生入学各个环节的公开、公正、

透明，使他们享受到平等的机会。其次，在研究生奖学金等次的确定上，严格按

照学校的相关规定与要求，履行正式的程序，并征求研究生的意见，做到公平合

理。再次，在各级奖学金的滚动与评比中，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程

序和要求来做，确保每位研究生的权益得到尊重。再次，在研究生的出国交流、

参加学术会议、申请科研立项、获取求职信息等方面一视同仁，并积极采取各种

措施帮助他们，使他们获得均等的机会。还有，我们有畅通的申诉机制，研究生

如有不同意见，可通过申诉渠道，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要求，学院

将酌情予以回应。

本学位点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科研氛围，研究生对此均有较高

的满意度。他们比较认可本学位点的学术地位，也对本学位点的教师团队及其业

务能力表示尊重，对学习前景和未来规划充满信心，普遍认为本学位点能为他们

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起点。

11．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 2020 年度硕士研究生就业率大约为 90%，博士研究生的就业率为

100%，硕士研究生就业率比博士研究生要低。从就业去向看，硕士研究生以从事

中学历史教学为主，约占 80%以上，其余则有出版社、期刊社、文化企业、公务

员、事业单位等不同去向，也有少部分研究生出国留学或自主创业。博士研究生

以进入高校从事历史教研或科研机构从事专业研究为主，约占总数一半以上，其

余则遍布政府机构、大型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行各业，不一而足。

由于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较高，因此普遍得到用人单

位的好评，成长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一批毕业生已经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学术骨干，以及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和高级教师，在各自岗位发挥着核心作用。



112

（四）服务贡献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本学位点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凸

显。2020 年我院世界史学位点除继续聚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等核心工作外，

特别加强了服务社会、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工作。

一是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学位点走出书

斋，与海外学者广交朋友。2020 年度，学位点邀请德国、法国、俄罗斯、白俄

罗斯、印度、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学者先后给我院讲学和学术交流。

二是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为国家内政和外交建言献策。邢来顺、彭慧和王立

新通过撰写内参或参加内部座谈会的方式为国家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初庆东则利

用报刊对人口普查、粮食安全问题提出警醒，王立新联合印度学者共同举办“近

代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应对疫情之策。

需要指出的是，学位点的两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平台印度研究中心和菲

律宾研究中心在服务中外人文交流和发挥智库作用方面成效卓著。

三是瞄准国家战略需要，充分发挥部属重点师范大学示范引领作用。学位点

对接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主动走出去与地方和西部民族地区世界史学位点基础薄

弱高校结对子，采取培养师资、联合申报科研课题、合作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

相扶发展。同时，学位点充分发挥本校“中小学（中职）历史国家教材建设重点

研究基地”在国家教材建设中的研究、服务与指导功能，为国家教材建设的行政

决策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为中小学历史教育教学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为历史教

师的专业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为历史教材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提供资源支撑。

四是积极投身大众史学活动。邢来顺在《光明日报》发表系列文章介绍近代

西方国家的乡村建设，王立新在澎湃新闻客户端开设问吧，初庆东在“澎湃新闻”

和《光明日报》撰文，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1.2 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

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

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

况。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

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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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

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3.2 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

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3.4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

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

情况。

3.5 学术训练或实

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

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3.7 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

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3.8 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

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

为处理情况。

3.10 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

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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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爱国守法，适

应国际化信息化时代要求，在学科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研究及相关工作的能力，能在科学研究和专门技术等方面

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人才。数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爱国守法，适应国家建设和国际化信息化需要的、为经济建设和教育

服务，勇于追求真理和愿献身于数学学科的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教学与科研人才。

1.2学位标准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崇尚科学精神，

对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具备一定的学术潜力；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

研究伦理等方面的知识。熟悉数学学科有关领域的前沿动态；掌握必要的相关学

科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数学及相关学科创新性研究的能力，在数学和相关领域做

出创造性成果；学位论文能达到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的水平。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掌握较坚实的

数学基础理论和较系统的专门知识，对本学科前沿进展与动向有一定了解，并在

某研究方向受到一定的科研训练，有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初步从事数学本专

业的理论研究、相关学科科学研究、实际应用及教学工作或其他实际工作的能力；

学位论文能达到在国内一流杂志发表的水平。

2.基本条件

本学科在数学一级学科的所有二级学科均招收博士和硕士。目前形成了三个

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中心，即偏微分方程研究中心，代数及其应用研究中心，动

力系统研究中心。学科的培养方向依托这三个研究中心，逐步形成了非线性偏微

分方程、非线性分析、代数和数论及编码密码、概率统计、图论与组合优化、动

力系统、分形与小波及其应用等七个相对集中、特色鲜明、富有标志性成果的研

究和培养方向。

2.1培养方向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共 6个，分别为：

1．基础数学

（1）代数学：本方向主要研究群、环、模、代数等运算系统的结构，以及



117

它们的以线性形式、组合形式等出现的表示论性质；研究上述结构在数学各方向

以及信息科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技术领域的代数形式和应用。

（2）几何学：本方向主要研究黎曼流形的几何与分析，内容包括 Kahler

流形、Lie群与黎曼对称空间、Spin流形的曲率和拓扑性质、Laplace算子与Dirac

算子的谱性质、调和映射与次椭圆调和映射的性质、Yang-Mills 场理论、

Seiberg-Witten 理论等。

（3）微分方程：本方向主要研究微分方程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主要侧重

于研究非线性椭圆问题的多解及其性态、非线性抛物问题的解及其性态和有很强

物理背景的 Navier-Stokes 方程、Euler 方程以及与化学反应和生物衍变有关的

反应扩散方程的解的存在性及其性态等问题；同时，对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分

支理论以及动力系统也将进行探讨。

（4）函数论：本方向主要研究定义在各种域上取值为实值或复值的一般函

数性质，以及各种函数类之间变换（算子）的性质，同时也研究这些内容和方法

的抽象理论（如泛函分析理论等）；研究结果和方法将应用于解决物理、工程等

学科所提出的各种线性和非线性的解析问题。

2．应用数学

（1）反问题及其应用：本方向主要针对各种复杂的散射体，研究声波、电

磁波和弹性波散射中的相关正问题与反问题。正问题主要研究相应问题解的适定

性。反问题主要研究相关问题的数学基础，数值解方法等。

（2）数学物理：本研究方向将系统地对有很强物理背景的 Navier-Stokes

方程、Euler 方程以及与化学反应和生物衍变有关的反应扩散方程的解及其平衡

态的存在性及其相关性态等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

（3）生物与金融中的数学方法：本方向利用非线性分析、随机分析、随机

最优控制、数学规划、微分拓扑、集值分析等现代数学分支中相关的基本理论来

研究经济学、金融学以及生物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3．运筹学与控制论

（1）图论与运筹学：本研究方向将对图中结构及其相关的算法问题进行系

统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图中圈型结构、路型结构、树形结构、整数流以及运筹学

中与图和网络相关的离散优化问题进行探讨。

（2）组合论与组合最优化：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极值集合论、图的极值理

论、代数图论、化学图论、图论中的概率方法、图论算法与复杂性、NP-Hard 问

题等。

（3）信息处理与智能系统：本方向以各种传感器为信息源，以信息处理与

模式识别的理论技术为核心，以现代数学方法与计算机为主要工具，研究对各种

媒体信息进行处理、分类、理解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具有某些智能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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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或装置。

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统计推断：研究统计量的性质和分布，建立统计判决理论的体系，在

这个体系下讨论一些主要的具体统计推断形式：点估计、区间估计和假设检验。

（2）试验设计：研究多种试验设计的构造、统计推断性质及其应用。

（3）极限理论：研究独立随机变量和的经典极限理论，相依随机变量的极

限理论，随机过程与数理统计中泛函极限理论，强不变原理，遍历理论，各种复

杂随机结构中随机变量的极限性状，随机过程的极限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结果与方

法在随机分析、调和分析、量子概论等领域中的应用。

5．计算数学

（1）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研究求解偏微分方程的几类主要算法，包括有

限元方法、有限体积方法、有限差分方法以及谱方法等，进而研究这些方法在物

理、化学、材料学、工业工程等领域的应用。

（2）计算流体力学：研究流体力学中的数值方法，重点讨论对于给定的问

题，包括不可压缩以及可压缩的 Navier-Stokes 方程，如何生成合适的网格，如

何建立稳定性好、精度高的计算格式以及如何实现相应的算法。

6．数学学科教学论

（1）数学教学理论：主要结合现代教育理论、学习心理学理论、课程理论

等研究数学教育目标理论、数学教学过程理论、数学教学原则理论、数学教学模

式与方法理论、数学教育评价理论。

（2）数学学习心理：研究数学学习的心理学问题，包括数学学习与数学认

知结构，数学学习的认知过程，数学学习与思维发展，数学学习与能力发展，数

学学习与非智力因素等内容。

（3）数学竞赛研究：主要研究数学竞赛的特点及其教育价值、数学优秀学

生的特征及其数学特长的培养、数学竞赛主要内容的研究、数学竞赛中数学思想

方法研究、数学竞赛培训教学模式研讨等。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具体方向为：

1．基础数学

（1）代数学：本方向主要研究群、环、模、代数等各种代数系统的结构，

以及它们的表示论和组合性质，并研究这些代数结构的应用。

（2）偏微分方程：本方向主要研究起源于几何学、数学物理、力学、化学、

以及生物学等学科中具有实际背景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包括椭圆和抛物型方程、

双曲方程、Schrödinger 方程以及逆散射和反问题等。

（3）几何学：本方向主要研究黎曼几何的曲率与拓扑、子流形的几何、复

几何、Spin 几何、调和映射的几何性质与解析性质、Yang-Mills 方程、平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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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流等。

（4）微分算子与调和分析：本方向主要是以泛函分析、偏微分方程为基础，

调和分析（尤其 Fourier 分析）为工具对偏微分算子（包括 Schrödinger 算子）

进行谱、散射、以及半群生成等方面的分析。

（5）常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本方向主要研究常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与稳

定性理论及其应用，包括向量场的极限集的几何理论与分支问题及其应用。

（6）小波分析与分形几何：本方向主要是利用小波分析(三角函数的延伸)

与分形几何(初等几何与测度论的结合)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调和分析、非调和

Fourier 分析和 Tiling 中的问题及其应用。

（7）编码与密码：本方向主要利用代数、数论等数学工具，研究信息在传

递过程的纠错、保密的理论和技术；重点是研究信息的编码、译码、加密、解密

的理论和技术。

（8）数学教育：本方向主要研究基础教育中数学的教学、数学的学习、数

学课程的设计等方面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以及与资优生培养相关的竞赛数学的理

论与实践。

2.应用数学

（1）反问题及应用：本方向主要针对各种复杂的散射体，研究声波与电磁

波散射中的相关正问题与反问题。正问题主要研究相应问题解的适定性。反问题

主要研究相关问题的数学基础，数值解方法等。

（2）金融数学：本方向主要运用非线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金融资产定

价和金融风险评估与管理等问题。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数学模型、金融衍生品及

其定价分析。

（3）生物数学：本方向主要针对生物学的不同领域中的问题，用数学工具

对生命现象进行研究。主要方法是建立被研究对象的数学模型并对其进行定性和

定量研究。用数学方法结合计算机技术研究生命科学中的问题是本世纪非常热门

的研究方向。

（4）数学物理：本研究方向将系统地对有很强物理背景的 Navier-Stokes

方程、Euler 方程以及与化学反应和生物衍变有关的反应扩散方程的解的存在性

及其性态等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

3．运筹学与控制论

（1）运筹学与图论：本研究方向将对图中结构及其相关的算法问题进行系

统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图中圈型结构、路型结构、树形结构、整数流以及运筹学

中与图和网络相关的离散优化问题进行探讨。

（2）组合论与组合最优化：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矩阵的组合性质及离散优

化问题。主要侧重于对完全非负矩阵、行列式不等式、矩阵完备性、谱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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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最小秩、组合优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3）数学模型：本研究方向通过利用各种数学和计算机工具研究从实际问

题中抽象出来的数学模型的一般理论和方法。

（4）最优控制论：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最优控制过程问题的来源以及数学

描述；线性系统的时间最优控制问题，最优开关原理；最优线性反馈调节器的设

计理论；最大值原理及其在变分学和开关原理、调节器设计理论中的应用，最优

控制的计算方法等。

（5）智能计算与信息处理：本方向以各种传感器为信息源，以信息处理与

模式识别的理论技术为核心，以数学方法与计算机为主要工具，研究对各种媒体

信息进行处理、分类、理解的理论与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具有某些智能特性

的系统或装置。

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统计推断：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统计量的性质和分布，建立统计判决

理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下讨论一些主要的具体统计推断形式：点估计、区间估

计和假设检验。

（2）试验设计：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多种试验设计的构造、统计推断性质

及其应用。

（3）随机过程与随机分析：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随机过程的轨道性质、极

限理论，马氏过程的一般理论和位势理论，随机分析理论，随机微分方程，扩散

过程与跳过程，鞅，平稳过程，以及它们在金融、物理、经济、生物、医学、工

程中的应用。

（4）应用概率统计：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现代概率统计理论在现代生物学、

医学、工业工程、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保险精算学等各方面的应用。

5．计算数学

（1）微分方程数值方法：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微分方程的数值计算方法，

包括常微分方程数值解法以及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重点讨论有实际应用背景的

一些问题，如 Navier-Stokes 方程的数值解法，对流扩散问题的数值解法等等。

（2）高效数值算法：本研究方向主要讨论高精度算法以及自适应算法。重

点讨论谱方法以及有限元方法的自适应算法，从而提高计算效率，节省计算时间

和资源。

2.2师资队伍

本学科学位授权点师资队伍力量雄厚，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现有

全职研究生导师 84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1 人，硕士生导师 84 人；校外兼职硕

士生导师 45 人。导师队伍中包括国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家“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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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入选者”1人，百千万人才计划 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人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5人及其他省部级青

年人才等。

本学科教师活跃在数学一级学科的各个主流研究领域，学院的主要优势学科

方向集中在偏微分方程、非线性分析、动力系统、代数及其应用，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等。学科教师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了一大批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

果，获得了包括教育部创新群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国家优秀青年科研基金等在内的一大批基金项目。

教师队伍年龄梯队结构、学缘结构、方向结构、学历结构等合理均衡，即有

从事核心数学的研究团队，也有从事应用数学及相关研究的研究团队，为人才培

养的多元化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中本学科方向的具体年龄

结构、职称、学缘、学历等结构如下表：

年 龄 职 称 学 缘 学 历

区 间 人数 类型 人数 类型 人数 类型 人数

小于或等于 40 岁 40 助教 0 本校 18 硕士 4

[41,60] 41 讲师 19 外校 47

副教授 34 境外 19 博士 80

大于 60 岁 3 教授 31 其他 0

合计 84

有 6 个月以上境外访问的师资人数__55__人

国际学术组织任职：邓引斌：Acta Math.Sci.编委、《数学物理学报》常务编委；李工

宝：Acta Math.Sci. 编委 ；彭双阶：《数学物理学报》常务编委、《应用数学学 报》

编委、 J.Sci.Res.Report 编委；樊恽：《数学物理学报》常务编委；Avraharm Soffer：

Lett. Math. Phys. 编委。

注:学缘指的是最高学位授予单位.

其中基础数学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李工宝、彭双阶、樊恽、周远扬、

刘宏伟、陈刚、罗金权、郭玉劲、郑高峰、侯宣继、尧小华、阮立志、付小叶、

刘敏思、周振荣；应用数学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邓引斌、何兴刚、张兴安、

严国政、饶辉、张正杰、黄继才、刘双乾；运筹学与控制论方向带头人与学术

骨干有胡智全、李相文、董才林、李书超；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方向带头人与学

术骨干有胡典顺、徐章韬；计算数学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阴小波；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范爱华等。

2.3科学研究

（1）本学位授权点科学研究整体进展

本学科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现为数学博士和硕士授权一级学科，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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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及教育硕士（数学）和高校教师（应用数学）专业学位授权点。

数学学科是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列入“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拥有数学物

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和三个校级研究中心。数学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居

B+。

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非线性分析、代数及其应用、动力系统、

组合优化与计算，现已形成明显的优势特色：

一是有结构合理的高层次研究团队。学科以中青年教师为核心，教师年龄、

学缘结构和学科方向合理。有教育部创新团队 1个，国家级和省级教学团队各 1

个，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前任成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一、

二层次入选者、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省高端人才计划入选者、教育

部新世纪人才入选者等学科带头人 30 余人。

二是学科成果显著，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近五年学科教师在国际顶尖

数学期刊 Adv. Math.等发表论文 60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近 10 部。承担国

家杰青 1 项，教育部“创新团队（滚动）支持项目 1 项等一批科研项目。获教

育部自然科学奖、省级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多项。学科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与巴黎十三大、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等高校签订联合培养协议，邀请如美国数

学会会士、ICM45 分钟报告人 Avy Soffer,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汪徐家等海外

专家来校开展合作研究，举办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等。

（2） 主要研究内容、学术前沿和科研项目

本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的相关前沿研究领域。具体

来说：本学科方向主要从事 Navier-Stokes 方程组的整体适定性和稳定性，理

想流体中的稳态涡环现象，Monge-Ampère 方程及最优传输问题的相关研究，表

示论相关猜想及在编码密码方面的应用、解析数论和代数数论的核心问题，结

构图论和组合图论有限维空间和 p 进数域上的 Fuglede 问题与谱集猜想；p-

进有理动力系统及其应用，生物数学等领域，在相关学术前沿取得了一大批原

创性的前沿研究成果。依托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一大批国家科研基金的资助。

本年度在研基金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起讫

时间

合同

经费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

究项目

非线性椭圆问题波峰解的存在性和

局部唯一性
11629101

201701-

202012
180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非线性泛函分析框架下的几类典型

的椭圆问题
11671162

201701-

202012
48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线性和非线性色散方程的动力与散

射理论
11671163

201701-

202012
48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基于图的谱参数与结构参数的几类 11671164 20170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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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图论问题研究 202012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沉降过程的高效数值算法研究 11671165
201701-

202012
48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基于高维椭球波函数的谱方法及其

应用
11671166

201701-

202012
48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项

目
群及其表示 11625104

201701-

202112
245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带有非局部项椭圆型方程变号解的

存在性及其渐近行为
11701203

201801-

202012
23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非线性(退化)椭圆方程解的存在性

与唯一性
11701204

201801-

202012
23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一些椭圆形方程反问题的 Tikhonov

正则化方法的收敛速度
11701205

201801-

202012
25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非交换 Iwasawa 理论中的若干问题 11771164
201801-

202112
48

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调和分析对微分算子应用的研究 11771165
201801-

202112
48

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几类非局部型非线性泛函的临界点

的存在性和集中性的研究
11771166

201801-

202112
48

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Landau-Lifshitz 方程的非线性涡

旋现象与方法
11771167

201801-

202112
48

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非线性发展方程的稳定性与分支及

其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11771168

201801-

202112
48

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两类带外场的流体力学方程的一些

数学理论
11771169

201801-

202112
48

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拟线性椭圆方程的多解及其性态 11771170
201801-

202112
48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图中包含特定元素的子图结构研究 11771172
201801-

202112
48

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基本交换李代数的簇 11801204
201901-

202112
24

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紧致复流形的局部稳定性与复幂零

流形形变的研究
11801205

201901-

202112
25

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高维图像处理中低秩张量逼近的优

化模型及算法研究
11801206

201901-

202112
25

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基于单细胞数据研究细胞分化过程

的动态网络建模与控制
11801207

201901-

202112
25

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非光滑变分理论及其在椭圆型偏微

分方程中的应用
11831009

201901-

202312
250

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几类码的结构和距离及其应用研究 11871025
201901-

202212
52

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基于稀疏概率图模型的多癌症多组

学生物网络构建方法研究
11871026

201901-

20221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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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平面微分系统高余维分支及其应用 11871235
201901-

202212
53

2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一类粘弹性流体及其相关模型的若

干数学问题研究
11871236

201901-

202212
52

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几类均匀设计的构造及应用研究 11871237
201901-

202212
53

2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癌症免疫机理的数学建模与计算机

模拟
11871238

201901-

202212
52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图中圈结构及特型支撑子图研究 11871239
201901-

202212
52

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半光滑牛顿方法求解抛物型方程中

带稀疏约束反问题的收敛性分析及

数值实现

11871240
201901-

202212
48

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关于顶点算子代数的表示和几何应

用的研究
11901224

202001-

202212
24

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基于异质性的肿瘤免疫系统动力学

研究
11901225

202001-

202212
25

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边染色图中彩虹匹配与染色圈的存

在性研究
11901226

202001-

202212
24

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边标记的演化树中的路径系统 11901227
202001-

202212
25

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基于 Laplace 矩阵、正规化 Laplace

矩阵的图结构与图参数的研究
11901228

202001-

202212
25

3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项

目
分形分析 11922109

202001-

202212
130

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有限群与组合结构的一些相关问题

的研究
11971189

202001-

202312
52

3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p-进有理函数动力系统 11971190
202001-

202312
52

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调和分析在非线性薛定谔方程孤立

波动力学研究中的应用
11971191

202001-

202312
52

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加权遍历定理及相关课题的研究 11971192
202001-

202312
53

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若干物理量对瑞利-泰勒问题的影响

的研究
11971193

202001-

202312
52

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分形谱测度空间的谱表示和对应谱

的傅里叶展开式相关问题的研究
11971194

202001-

202312
52

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分形集的度量性质和最佳参数化 11971195
202001-

202312
52

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图的分数色数与子图结构 11971196
202001-

202312
52

4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专项项目
带非局部项的薛定谔方程组正解的

存在性及其性态研究
11926320

202001-

2020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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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数学物理中的非线性椭圆型方程研

究（周焕松）
11931012

202001-

202212
104

4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单细胞测序数据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周天寿）
11931019

202001-

202212
91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起讫

时间

合同

经费

1 省级科研项目 青年基金
Admissible 仿射顶点代数与共形场

论
2019CFB160

202001-

202112
5

2 省级科研项目 青年基金 具时滞肿瘤免疫反应模型的研究 2019CFB189
202001-

202112
5

3 省级科研项目 青年基金 有向图的彩虹连通问题研究 2019CFB311
202001-

202112
3

4 省级科研项目 一般面上 曲率流二、三类奇点的研究 2019CFB511
202001-

202112
5

5 省级科研项目 杰出青年 拟周期动力学 2019CFA080
202001-

202212
10

6
省级科研项目 青年基金

几种传染病模型的相关研究 2018CFB268
201901-

202012
5

7
省级科研项目 青年基金

李代数的基本子代数 2018CFB391
201901-

202012
3

8
省级科研项目

一般面上
跨癌症类型的肿瘤网络标志物识别

算法研究
2018CFB521

201901-

202012
5

9 省级科研项目 一般面上
粘弹性及弹性流体的相关数学问题

研究
2018CFB665

201901-

202012
5

10

企业单位委托 湖北省教育

出版社有限

公司

鄂教版高中《数学》国际版教材研发

合作协议
无

201707-

202206
90

11 教育部级科研项目

教育部创新

团队发展计

划滚动支持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及相关问题的研

究
IRT_17R46

201801-

202012
300

2.4教学科研支撑

支撑平台级别 数量 具体名称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1 数学物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省部级以上基地 1 湖北省应用数学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分中心

校级平台 3

偏微分方程研究中心

代数及其应用研究中心

动力系统研究中心

2.5 奖助体系

在学校华博计划、优博优创计划等平台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

实施办法（试行）》等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学院制定了《数学与统计学学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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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指导教师手册》《数统学院奖学金滚动评定办法》《数统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评选实施办法 (试行)》《数学与统计学学院优秀奖学金测评表》等一系列制

度文件，创设数学与统计学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奖励机制，依托德沃奖学金等校

友奖学金，进一步建立完善导师遴选制度，上岗制度和考核制度和研究生各项

保障机制，为加强数学一流学科建设，全面提升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

为进一步加强数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升研究生

培养质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试行）》，并在博士研究生中评选研究生科研

优秀奖。切实保障研究生的科研、学习及生活，为我校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

生活环境。通过科研奖励奖学金体系，激励研究生在读期间进行较深入的科研

学习;通过全面的助学体系，保障困难同学的学生生活条件。

1.评奖评优情况。2020 年，在奖学金方面，本学位点研究生共有 7 人获“国

家奖学金”，1 人获蔡勖研究创新基金一等奖学金，2 人获研究生一等优秀奖学

金，4 人获研究生二等优秀奖学金，8 人获研究生三等优秀奖学金，4 人获研究

生单项奖，9 人获 2020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奖学金，15 名博士研究生获 2020

博士研究生科研奖励，12 人获数统学院德沃奖学金，8 人获得优秀研究生称号，

13 人获优秀研究生干部称号。

2.资助情况。在助学金方面，我院研究生共有 23 人获“华研自强助学金”，

1 人享受“少数民族研究生困难补助”。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以及

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本学科近年来生源有较好保障，招生工作保持良好的势头，从整体来看，

报考人数和初试上线人数在逐年增加。2020 年共招收博士生 21 人，硕士生报

考人数为 355 人，录取人数为 78 人，录取比为 22%。为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招生在“申请-考核”制中适当加大了对考生的专业基础、科

研潜力等方面的复试考核，同时对 985、211 学校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出台了

相关的奖励政策。2020 年，本学位点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 72 人，学术型博士

学位 19 人，其中留学生博士 8 人。

3.2思想政治教育

本学科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进“三全育人”“五育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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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融合，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教育初心、扎实本领的时代新人。

聚焦党建引领，立足“新师范”育家国情怀。以“双带头人”为引领，实

现党建、业务相融合。把党支部建在学科中，党小组建在科研团队里，扎实推

进学术、党建“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以大思政队伍建设为基础，营造全员育

人氛围。选聘优秀专业教师任班主任，全面推行师生支部共建，师生思想同进

步。以头雁计划领航，培养高素质未来教师。卓越教师班成立“头雁党支部”，

将“双带头人”工程和培养德业双优未来教师的“头雁计划”深度融合，创新

开展“党建+”“七个一”工程，涵养大国良师情怀，致力师范生养成教育。

聚焦教师队伍建设，强化课程思政提高育人意识和能力。以“双型名师”

为先锋，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教师德育”与“教师育德”相协同，大力推进教

师思政工作。组建“研教双优”的“双型名师”团队，引导学科教师自觉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以“课程思政”为突破，建强课堂教育主阵地。课堂上贯穿数

学史的讲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其对数学概念、定理的认识更加深刻。选

取学科发展进程中的知名人物及事件，激励学生努力钻研、不断创新；将知名

校友创业、报效国家的家国情怀融入专业课程学习；结合数学定理，揭示科学

研究背后的社会责任，突出辩证唯物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以科研育

人为重点，落实导师育人职责。坚持思想引领、学术引路、发展引导三位一体，

强调导师第一责任。全体研究生导师参与“新生入学教育”，在科研团队中为研

究生讲授“开学第一课”，打造“研究生学术活动周”等科研品牌活动，通过“研

途点津”、“研途有你”等系列活动，构建和谐导学关系。

聚焦学生成长规律，推进多元协同促学生全面发展。协同推进文化育人与

网络育人。以“团结、务实、进取”的学院精神引导学生自强不息、追求卓越。

组建学院融媒体平台，开辟“数院故事”专栏，打造微平台、微党课、微服务

的“三微模式”，抢占意识形态主阵地，切实发挥网络育人功效。协同推进心理

育人与资助育人。打造“四位一体”心理服务模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坚持助困与励志相结合，构建资助育人体系，推进服务育人。协同推进管理育

人与实践育人。培育建设一批实习实训基地。通过“挑战杯”、数学建模大赛等

专业赛事，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积极构建以“菁诚服务队”为品牌的志愿服

务体系，把志愿精神融入社会实践教育。

3.3课程教学

以课程体系建设、精品课程培育、教学质量评价为着力点，持续推进课程

教学改革，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拔尖人才、交叉人才为目

标，结合学科发展前沿，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开办数物直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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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人才班、卓越教师班、数经交叉班，实施本硕博贯通式培养，将学术型高

端人才培养阶段前移。通过举办“研究生学术活动周”“数苑学术沙龙”“数苑

名师讲坛”、暑期夏令营等，充实专业课程模块。在保持一级和二级学科必修课

等核心课程基本稳定的同时，依托教育部创新团队、数学物理湖北省重点实验

室等平台，发挥偏微分方程、动力系统、代数及其应用三个研究中心优势，将

前沿研究成果运用于课程教学，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拔尖人才、交叉人才

培养。

打造特色精品课程，提升整体教学水平。建立核心课程教学组，樊恽、李

工宝、邓引斌、彭双阶等师德高尚、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亲自进

行中（英）文授课，并指导年轻教师开展教学。通过课程思政示范课堂立项、

“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强化课程思政建设。邀请范爱华、陈冠涛、A.Soffer

等特聘专家参与高水平全英文国际化课程建设以及前沿学科知识短课程教学，

提升学生国际化学术视野。支持授课团队开展学位基础课教学研究以及核心课

程资源建设，鼓励自编或选用国外高水平原版教材。学科现有《实分析》《抽象

代数》等多门校级立项精品研究生课程。

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强化教学质量监督。依托校院两级研究生培养指导委

员会，建立学校、学院二级教学督导制度。以研究生、任课教师、教育督导为

主体，围绕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四个维度，通过多主体、

多形式评价，实现课程教学质量督导的常态化与高效化。通过调整绩效分配体

系，设立教学专项奖励，不断完善正向激励机制，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3.4导师指导

本学科严格执行《数统学院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上岗基本条件》和《数统学

院研究生指导教师职责暂行规定》，本学位点每年对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工作进行

选聘、培训、考核。

重视导师培训，提高指导能力。学科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新晋导

师讲座，还积极鼓励导师出国，国内学术访问，提高业务能力，鼓励研究生参

与导师的科研课题，发挥积极作用。

3.5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

本学科方向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各类学术活动 8 次以上，其中至少 2 次是

校外学术活动。积极参加各种研讨班，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每人至少在导师组

织的研讨班或国内学术会议上完整地报告 2 篇学术论文。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

目的研究并协助导师参与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实践活动结束后，由导师组

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答辩。考核成绩由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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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负责录入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

硕士研究生的实践环节包括下面两方面的内容：

（1）教学实践（2 学分）：安排一个学期的教学辅导工作，辅导一门课或

讲授至少 18 个学时的本科专业课程，初步了解和掌握本科教学各环节。

数学教育方向教学实践安排在中学进行教育研习，内容包括见习、实习、

教育调研，时间不少于十周。

（2）学术活动（2 学分）：本学科硕士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参加 8 次学

术活动（学术讲座，学术报告会，学术会议等），其中至少 1 次必须是校外学术

活动，学术活动结束后，由导师对其进行考评。

据统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学位点研究生共发表科技类高水平学

术论文 46 篇、社科类核心期刊论文 2 篇，省级以上获奖 3 项。

3.6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途径。本学科方向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必要

的学术讲座、学术报告、讨论班、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等学术活动来增加自己

的理论基础知识，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创

新能力。对于有条件的研究方向积极鼓励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培养方式。对部

分优秀的学生提供必要的资助，把他们送往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

短期学习和培训，让优秀学生更进一步拓宽视野，亲自了解国内外最新研究动

态；同时，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学校给研究生授课，让学生有机会聆听

国际一流数学家对数学基础课的讲解，领会国际一流数学家对数学的理解。每

年 12 月第三周举办“数统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周”，每次遴选 15 名左右的博士

生和硕士生作学术报告。参与此项活动的老师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二百

余人。另外，通过选聘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管和助研等，提高学生从事相关管

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能力。

配备专业秘书负责留学生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建立了留学生的上课、考

试、毕业论文答辩的工作流程和制度；留学生导师、院领导和教学秘书共同建

立了留学生教学工作定期沟通机制。

3.7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本学科严格执行学校的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的

制度，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全部采取校外匿名专家评审，博

士学位论文有校研究生院统一送往教育部学位中心进行随机盲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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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送审结果回来后根据学校和学院关于论文盲审结果的处理意见等相关

规章制度处理， 对学位论文处理结果有异议，由学生提交申请，导师签字同意

报院学位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则进行相关处理。华中师范大学与本学位点每年都

会组织实施对当年已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检查工作，教育部对本学科博士学

位论文进行抽查，出现问题按相关规定处理。本学位点尚未有检查或抽查不合

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学位论文整体质量良好。

3.8质量保证

在学校华博计划、优博优创计划等平台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

实施办法（试行）》等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学院制定了《数学与统计学学院研究

生指导教师手册》《数统学院奖学金滚动评定办法》《数统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评选实施办法 (试行)》《数学与统计学学院优秀奖学金测评表》等一系列制

度文件，创设数学与统计学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奖励机制，依托德沃奖学金等校

友奖学金，进一步建立完善导师遴选制度，上岗制度和考核制度和研究生各项

保障机制，为加强数学一流学科建设，全面提升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七

个主要方向组成导师组，同一研究方向共享专业课程，共同组织讨论班，共同

参与论文开题和预答辩。学院对每届研究生集中测评一次，作为考核导师的重

要依据。学科教学论方向的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聘请了 13 位重点中学的特级

教师担任校外兼职导师。

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和实践训练纳入其学分管理，制定有相应的学术训练计

划和实习工作安排，研究生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导师组织的讨论班及各类项

目的申报和研究，并有合理的制度保证和经费、平台的支持。学科教学论专业

的实践训练设计为为期 3 个月的教育实习，学院建有固定的教学实习基地。另

外，通过选聘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管和助研等，提高学生从事相关管理、教学

和研究工作的能力。

配备专业秘书负责留学生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建立了留学生的上课、考

试、毕业论文答辩的工作流程和制度；留学生导师、院领导和教学秘书共同建

立了留学生教学工作定期沟通机制。近年来有来自 21 个国家的留学生 27 人，

已经毕业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 17 人。

本学位授权点在数学学科建设、研究生招生和人才培养中做到了学科组织

统一、学位标准统一、培养方案统一、招生命题统一。

3.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非常重视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教育，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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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办法》。每年定期对全部毕业论文的重复率进行检测。

3.10管理服务

学校本学位点制定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招生流程规范、培养过程科

学、学位授予严格、奖助金评审公开公平公正、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各项规章

制度实施情况良好。

根据对在学研究生的调查，学生的满意度逐年提高，在导师和学位点的培

养下，本学位点的同学，毕业时均对本学科表示满意。

3.11就业发展

博士生整体就业情况：博士生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超过 90%的毕业生

在高等教育单位工作，其中不乏双一流高校，如华南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超过 90%的博士毕业生在中东部就业。博士毕业

生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基础，在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

评，学科通过“少数民族骨干培养计划”以及“对口支援”建设项目，为喀什

大学、新疆农业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教育工

作者，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硕士生整体就业情况：硕士生整体就业率在 93%以上。学科发挥师范优势，

服务基础教育工作，协议与合同就业的硕士生签约中初等教育单位的比例超过

80%，主要集中在深圳、武汉、郑州、厦门教育局所属中小学。学科注重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根据

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要求，引导他们结合专业所长，到艰苦地区、

基层单位去建功立业。一批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选择新疆、西藏、贵州、广

西、四川等艰苦地区就业，服务国家建设。每年有 10%-20%的毕业生选择继续

深造，境内升学的高校主要为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境外升学的高校主要为英

国、法国、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

4.服务贡献

学科积极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主要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一是每年为教育提供决策咨询。学科广泛参与各类教育制度的制定，全国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大纲、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规则、全国新课标教材标准等

国家级教育制度均蕴含着本学科教师的研究成果。

二是为学科交流发展搭建平台。学科重视学术交流，举办由国内外知名的

学者领衔的学术会议，如数学物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年会、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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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国际会议、全国分形几何会议、群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中

韩编码理论学术会议等，推动了学术发展。

三是为基础教育贡献人才资源。学科为国家培养的毕业生，他们大部分成

为基础教育战线的骨干，据不完全统计，湖北省 70%以上的数学特级教师从本

学科毕业。

四是为中学数学教育提供平台。学科办有《数学通讯》杂志，该杂志创刊

于 1933 年，内容贴近中学数学教学实际，深受读者的喜爱，连续两次被评定为

全国初等/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

五是为数学奥赛提供教育基地。作为全国仅有的三个数学奥林匹克等级教

练员培训基地之一，本学科坚持组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和培训活动，多年来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数学奥赛教练员，他们指导的学生多人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数

学竞赛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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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物理学

（类 别） 代码：0702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2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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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

予及就业基本状况，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华中师大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源于 1903 文华大学物理系。建系早期，一批

著名学者曾在这里任教和从事科学研究，如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桂质廷博士和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卞彭博士，曾先后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他们言传

身教，筚路蓝缕，奠定了物理学院的坚实基础。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110 人（入选

国家级人才计划 12 人），其中研究生导师 100 人，包括 49 名教授和 51 名副教

授。学院于 2003 年获批物理学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 年获批电子科学与技

术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批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其

中物理学科在教育部第三、四轮学科评估中分别位列全国第 12、13 位（并列）。

学院拥有理论物理国家重点学科，建成了夸克与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国家夸克物质及探测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高等学校学科夸克物质物理创新引

智基地 1.0 和 2.0、高能核物理国家创新群体、硅像素芯片及其探测技术湖北

省工程研究中心、湖北省电工电子教学实验示范中心、湖北省基础物理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等科学研究平台，以及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

家一流本科专业等人才培养平台。

2020 年度，学院共招收研究生 178 人（学硕 144，专硕 34），博士生 46 人（其

中专业型博士 3人），毕业研究生共 261 人，其中博士 31 人，硕士 230 人（学

硕 167 ，专硕 63 ）。

二、主要内容按以下要求撰写，同时也可根据本学位点

的特点增减相应内容。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对于博士：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任务，在各个科研环节

接受专门训练，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者自主完成导师安排

的科研工作，取得一定量的科研成果，毕业论文达到理学

博士学位论文水平。

具体要求如下：

1.了解国内外物理学研究历史、现状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2.能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和论文写作；

3.系统掌握所选择二级学科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4.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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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有从事高等学校教学、科技管理或者综合发展的能力。

对于硕士：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任务，在各个科研环节

接受基本训练，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导师安排的科研工

作，取得一定量的科研经历，毕业论文达到理学硕士学位

论文水平。

具体要求如下：

1．初步了解国内外物理学研究历史、现状和可能的

发展方向；

2．能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和论文写作；

3．初步掌握所选择二级学科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研究

方法；

4．具有开展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

5．具有从事科技管理或者综合发展的能力。

1.2 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

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制定完善的学位标准，详见附一。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

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详见附件二。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详见附件三。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

况。

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别项目 50 项，其中申请

杰青 4 项、优青 3 项、重点重大等重大项目 5 项。获得资

助 12 项，直接经费 1748 万。其中重点项目、重点支持项

目、国际合作项目共 3项，直接经费 1364 万；申请省部级

等各类纵向项目 10 余项，获得资助 5 项。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夸克与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夸克物质

及其探测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夸克物质物理”高

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高能核物理”国家创新群体

和“理 论物理”国家重点学科等科学研究平台和“国家理

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家一流本科”

等人才培养平台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

等情况。

学院各类奖助学金均经过研究生工作委员会讨论制

定，我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规范合理，学院根据

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同时

结合我院实际，制定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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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各学科方向根据自己的专

业特色也形成了自己奖学金评选办法，规范了自己的评选

流程。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

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2020 年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 207 人，录

取人数 79 人，录取比例为 28.52%，其中 17.72%来自 211

高校；29.11%来自普通一本。2020 年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

研究生报考人数67人，录取人数46人，录取比例为68.66%，

其中 2%来自 985 高校；78.26%来自 211 高校；15.22%来自

普通一本。

3.2 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学院物理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均有思想政治必修

课学分，所有同学均需要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和《自然辩证法》基本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院开设

的专业课中，均贯穿了课程思政，将育人工作融入到课程

讲解和知识点传授过程中。研究生群体配备有专兼职辅导

员各一名，同时学院有专门负责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分管副

书记，统筹协调安排研究生的思政和管理服务工作。学院

学生基层党支部根据专业特色设置，支部成员涵盖了不同

物理学二级学科专业的硕博士，学生党员们在沟通交流过

程中，也可以进行专业、就业、科研问题等交流。学院党

建基础好，为全国党建标杆院系，党建平台高，学生党员

的培养全面、党员基本素养高，除规范完成上级党组织规

定动作外，也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形式丰富的党日活动，如

红色基地游、爱国教育电影观影等。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

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详见附件四。

3.4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

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

情况。详见附件五。

3.5 学术训练或实

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

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学院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讨论制定了每年举办我院研

究生论坛，已经于 2020 年 11 月 22 日举办了“汲物载梦 携

理启航”首届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学术论坛，参与

学生 41 人，涉及学院理论物理、天体物理、学科、信息与

通信工程等各专业领域科研问题，通过学生们的展示，各

专业研究生可深度交流，了解学院学科方向，同时同学们

也在汇报过程中锻炼提升了自己的学术表达能力。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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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以公派或项目资助形式实现国际联合培养 41

人次，资助 200 余人次参加国际会议或开展交流访问，其

中有 30 余人次在会议上做学术报告。

3.7 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

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学院制定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管理办法》、《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对硕士研究

生获得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的补充说明》、《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保证

论文质量，建立了有效的论文质量审查机制，如论文盲审

制、优秀论文评审制等。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真组织论

文答辩，严格答辩程序，尊重学术规范，把好学位论文质

量关，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3.8 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

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各环节在课题

组完成，论文查重、论文评阅、论文评定由学院统一组织，

毕业时每一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要进行公开答辩。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

为处理情况。

学院长期在学院大会宣讲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案例，

各学科组集体对本组研究生开展学风教育，无学术不端行

为。

3.10 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学院配备有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书记和副院长，一名

研究生秘书和一名辅导员。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落实到位。

研究生评先评优和权益保障均按照相关制度执行，制度在

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在学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情况较

好。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

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2020 年全年，我院物理学专业毕业生总计 96 人，其中

硕士毕业生人数 70 人，博士毕业生人数 26 人。总就业人

数 92 人，就业率 95.8%。就业情况下：博士毕业生中协议

就业26人，其中有1名毕业生选择境外科研单位做博士后，

其余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本省，分

别占协议就业总人数的 38.5%和 34.6%，协议就业毕业生就

业单位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单位，就业单位主要有华南师

范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硕士毕业生中

协议就业 43 人，升学 22 人，均为本校读博，协议就业人

毕业生就业地点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本省，分别占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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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总人数的 44.2%和 32.6%。协议就业毕业生就业单位性

质流向主要有中初等教育单位，比如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武昌区教育局等。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本学科是欧洲核子中心 LHC-ALICE 大型国际实验组中

方牵头单位和 STAR、LHCb、BES3、CBM 国际合作组正式成

员，先后对光子谱仪、电磁量能器、内层径迹探测器和前

向缪子径迹探测器等探测设备开展了集中技术攻关，为解

决大科学装置相关的关键技术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搭建

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和引智基地，举办 300 人以上大型国际

国内会议 6 次，为国内外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与合作、人才

培养等提供服务。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与 CERN 联合研发了基于 MAPS 技术的国际上最先进的

硅像素芯片，参与了国际上最高精度的 ALICE 硅像素探测

器升级研制，完成了 450 个混合集成电路模块的集成与测

试，在国内率先掌握了硅像素芯片设计和 5 微米定位精度

的芯片集成技术。同时，学院自主研发了新型的 TopMetal

芯

片，用于兰州大科学实验装置束流检测和推广用于锦

屏无中微子双贝塔实验计划，并承担我国 CEPC 上硅像素芯

片预研和中俄“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上的硅像素探测

器研制。2020 年学院硅像素实验室获批湖北省发改委“硅

像素芯片及其探测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学院教师长期在微信公众号、博客、知乎等各种科普

平台上撰写发表科普文章，向公众科普物理学最新研究进

展。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

心等单位联合进行科普教育漫游/视频的设计与开发，为公

众和学生提供喜闻乐见的科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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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学位标准

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标准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硕士生应通过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具有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坚实理论基础和

较宽知识面，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实验技能与方法，能够解

决科学研究或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进行外文

文献阅读和写作。具有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教学、工程、技术及管理

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对物理学或相关学科具有或者正在形成浓厚的兴趣，具备一定的

学术潜力。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在科研选题、

研究方法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受到系统训练，具有独立从事物理学及相关领域或跨

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2．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知识产权，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贡

献；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具备严谨的科学作风，不弄虚作假，抵制学术腐败。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对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把握比较准确，能够进行课程学习和文

献阅读及科学研究等，有效地获取专业知识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对获取的知识和研

究方法能够理解并正确应用。必须熟悉本领域的重要科研期刊，并能够跟踪最新进

展；对相关的领域有基本的了解；需要掌握因特网使用、数据库检索、数据处理等现

代信息处理技能；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进行

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2．科学研究能力

能够正确地评价和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并较为独立地解决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较为独立地设计并开展研究；能够进行基本的数

据处理和分析并形成结论。

3．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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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与他人良好地合作，具备一定的开展学术研究或技术开发的能力，并具

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及组织协调能力。应该掌握与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方法与技巧，

包括对这些方法的原理、使用的必要仪器设备的构造原理的良好的理解。

4．学术交流能力

需具备顺利表达研究成果的能力，包括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展示其学术专长的

学术交流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学术交流的

能力。

5．其他能力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身心健康，自我协调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须是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者合作完成的、较为完整的学

术研究工作的总结，应体现出硕士生在所在学科领域做出的学术成果，应能反映出

硕士生已经掌握了较为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较为系统的专门知识，具备了独立从事

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硕士学位论文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讨论与结论等内容。学位论文一般用中文撰写，论文要求做到：语言规范、

表述准确、数据可靠、图表清晰、格式合理、逻辑清楚、结论可信。

2．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应如实反映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者合作完成的研究工作。论文

应阐明选题的目的和学术意义，或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价值。

论文作者应在了解本研究方向国内外发展动向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工作特点，对

所研究的课题应有新的见解。

五、编写成员

编写成员为物理学院学位委员会成员（王恩科，许 怒，杨亚东，刘守印，刘

峰，张本威，张国平，李高翔，郑小平，贾亚，黄光明，黄新堂，胡响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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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标准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博士生应通过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在物理学及相关领域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与背景、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有效的研究方法与手段。

2．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用这门外语熟练阅读本学科相关领域文献资

料、撰写科研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3．获得独立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在物理学及相关领域

的基

础性或应用基础性科学研究、或者专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获得从事

高等学校教学或者本学科相关领域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对物理学或相关学科具有浓厚的兴趣，具备一定的学术潜力。掌握本

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在科研选题、研究方法和创新能力等

方面受到系统训练，具有独立从事物理学及相关领域或跨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相

关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2．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知识产权，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贡

献。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具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严谨科学作风，自觉抵制学术腐

败，不弄虚作假。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对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把握准确，能够有效地获取专业知识和

先进的研究方法，对获取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能够透彻理解并灵活应用。必须熟悉本领域

的重要科研期刊，并能够跟踪最新进展；对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天文学

等与物理学相关的学科有广泛的了解。需要掌握因特网使用、数据库检索、数据处

理等现代信息处理技能；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

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

具有一定的学术鉴别能力，能够对“研究问题、研究过程、已有成果”等进行准

确的价值判断。需要具有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能从特定学科领域的文献中或在已有

的实验过程中发现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提出可验证的科学假说，并通过自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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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使问题得以验证和解决。

3．科学研究能力

能够发现并提出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针对问题独立设计合理的研究方案；对研

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恰当的处理和分析并形成结论；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发表。具

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

具备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开展创新性思考、开展创新性研究和取得创新性

学术成果的能力。学术创新可以出现在提出问题、研究过程和最终研究成果的任

何环节。

5．学术交流能力

学术交流是发现问题、开阔视野、获取知识、掌握学术前沿动态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阅读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外文资料，具有较强的科研

论文写作能力。在国内外特别是国际交流中，逐步形成较强的表达和演讲能力，思路清

晰，表达清楚。

6．其他能力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身心健康、自我协调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良好的团队

合作能力、教学或科研管理方面的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在导师或导师组集体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

术研究工作总结，应在科学上或专门技术上作出创造性的学术成果，能反映出博士生已

经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的能力。

1．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向，及早确定

课题方向，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完成论文选题报告。选题报告包含文献综述、选题背景

及其意义、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点等。选题报告应以

学术活动方式在研究方向相关范围内公开进行，并由以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成员

为主体组成的考核小组评审。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

重新做选题报告。文献综述体现了博士生在本领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是考查论文前

沿性和原创性的基础，是对本研究领域已有学术成果的总结、分析和提炼，从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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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科学问题的重要环节。文献综述应当做到客观严谨，能够找到已有成果的局限和新

的研究热点，并合理导入自己的研究选题。文献综述要注意信息的全面性、代表

性。

2．规范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须是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工作

的总结，应体现出博士生在所在学科领域做出的创新性学术成果，应反映出博士生已经

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 力。

博士学位论文应包括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讨论与结

论等内容。学位论文一般用中文撰写，论文要求做到：结论可信，逻辑清楚； 数据可

靠，图表清晰；格式合理，语言规范。

3．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生应在本学科领域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学术创新可以出现在提出问题、

研究过程和最终研究成果的任何环节。必须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在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者Engineering Index索引源刊上至少发表两篇与学位论文直接

相关的学术论文。论文第一作者必须是博士研究生本人或直接指导教师，或者参与

国际合作大型实验研究工作并经合作组发言人开具证明的主要作者（principle

author） 是博士研究生本人。

五、编写成员

编写成员为物理学院学位委员会成员（王恩科，许怒，杨亚东，刘守印，刘

峰， 张本威，张国平，李高翔，郑小平，贾亚，黄光明，黄新堂，胡响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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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主要培养方向

1、理论物理

（1）核物理理论：包括高能核物理，QCD 相变理论，格点 QCD，微扰 QCD，

重离子碰撞理论，强子结构，核结构物理，核天体物理，量子少体和多体计算。

（2）高能碰撞唯象学：高能强子－强子和核－核碰撞机制、QGP 相变动力

学、相变过程的逐事件关联与起伏、多奇异数重子的椭圆流、以及粒子产生模型

和机制的研究。

（3）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远离平衡态系统的相变动力学、复杂网络的统

计性质、人类动力系统的标度律。

2、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粒子物理：从理论和实验上研究物质的最深层次结构及其相互作用规

律。紧密结合能量前沿、亮度前沿和宇宙前沿的实验进展，系统开展重味物理、

CP 对称性破缺、中微子质量起源机制和暗物质模型及其探测等方面的研究。

（2）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物理：高能核－核碰撞的实验数据处理；高能核－

核碰撞实验计算机模拟与物理分析；粒子探测技术与数据获取技术及核电子学核

新型探测器研发；探寻夸克物质信号及新物理。

（3）高能核天体物理：本研究方向开展的是核物理与致密天体物理的交叉

研究，一方面基于核物理实验和理论，解释并模拟高能天体物理现象；另一方面

基于天文数据，研究极端条件下核物理性质和限制相关的核参数

（4）高能物理实验：高能碰撞，特别是高能核核碰撞的实验数据处理；高

能核－核碰撞实验计算机模拟与物理分析；粒子探测技术与数据获取技术及核电

子学核新型探测器研发；硅像素探测器的性能仿真与设计，硅像素探测器读出系

统设计，硅像素探测器在高能物理及其他方面的应用；探寻夸克物质信号及新物

理。

3、原子分子物理

（1）原子分子的纠缠动力学：研究原子与光场相互作用的量子纠缠动力学，

相变，经典混沌和分叉对量子纠缠的影响；研究分子振转态的量子纠缠行为以及

分子的量子计算；多原子分子的振转能级特征和代数计算。

（2）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研究强微波场中的里德堡原子离化的理论, 少

体原子分子系统理论,量子信息与量子计算的理论。

（3）冷原子物理：研究原子的光学冷却与囚禁，光对原子分子的力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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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等。

（4）原子与光子相互作用：原子与光子相互作用的相干控制，原子相干对

光传播、吸收与放大的作用，电磁感应透明，电磁场的非经典效应，量子起伏、

量子噪声与量子跳跃，腔量子电动力学，光学双稳态与光学开关，局域场效应，

量子纠缠等。

4、凝聚态物理

（1）凝聚态物理理论：主要研究超冷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的热力学

和流体力性质、介观体系的输运理论、纳米线中磁畴壁动力学的理论研究、石墨

烯中电子输运性质的理论研究，用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研究半导体材料的能带结

构及光电性质等。

（2）低维材料物理：主要研究零维、一维、二维材料，如量子点、纳米管、

石墨烯、硅烯等的生长规律及其化学物理机理、物理与应用性能等。

（3）半导体光电子物理：主要研究半导体纳米结构材料在能量存储和转换、

环境净化等应用中的光电转换、电子输运等物理问题。

（4）纳米器件物理：主要研究纳米材料作为气体传感器、生物传感器、超

级电容器等器件及其应用中的物理问题。

（5）软物质：主要研究蛋白质和核酸结构及预测、药物设计、人工智能（AI）

方法与技术在揭示生命现象规律。

（6）生物物理：神经电生理理论，神经网络动力学，生物大数据分析；秀

丽线虫的寿命与健康的分子机理实验。

5、光学

研究光的产生、传播、探测、变换以及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原理、技术及应用。

（1）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科学：研究光及其与物质相互作用的量子特性和

非线性特性。研究光学微器件的原理，考察强光作用下原子的非经典性质。探讨

这些量子特性在量子信息处理中的应用，设计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的

新方案。

（2）激光光谱学：研究高分辨、高灵敏、高精度的激光光谱技术，开展激

光光谱技术在原子分子光谱与结构、精密测量、痕量气体探测等方面的基础和应

用研究。

（3）激光物理学：研究激光的特性，提出产生新型激光的方案，并考察这

些新型激光在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中的应用。

（4）光电子学：从信息的角度研究光电子领域的相关技术、系统及应用，

主要包括光电传感与测量、光通信、光电信号处理与控制、图像处理技术等。研

究光学信息处理的原理和技术。

（5）集成光学：研究应用于通信系统的光集成器件，包括集成光源、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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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光斑转换器、波分复用/解复用器、光开关等各类器件的模拟、设计，以及

光波导加工工艺、器件原型制备和表征技术。

6、无线电物理

本学科是近代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光电子学、通信及相关技术的交叉学

科，主要在电子工程、通信与信息工程领域内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主要研究领

域包括通信系统与网络、光电子技术、软件无线电技术、电磁理论与应用、信号

检测与处理等。

（1）通信系统与网络。主要开展移动通信系统与技术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

网络多媒体信息传输和处理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光纤通信和无线光通信技术与系

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等。

（2）光电子技术。研究光电子领域的相关理论、技术及应用，主要包括光

电传感与测量、光通信、光电集成、光电信号处理与控制等。

（3）软件无线电技术。软件无线电技术是用现代化软件来操纵、控制传统

的“纯硬件电路”的无线通信技术。研究具有开放式无线架构的软件无线电技术

和软件无线电信号处理技术，包括高速 A/D、D/A 技术、DSP 技术以及 FFT 算法，

调制解调、信源/信道编码等算法及实现。

（4）电磁理论与应用。研究电磁波在复杂系统中的传播与散射特性、数值

计算方法及应用；研究电磁超介质理论、仿真设计及在天线（阵）、吸波器和滤

波器等射频、微波和光波器件中的应用。

（5）信号检测与处理。研究电子信号的获取、变换、传输、存储及数据处

理，实现对各种物理量的检测及智能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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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师资队伍
学科名称

及代码
物理学 0702 学位授权级别 博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

务

粒子物理与原

子核物理

许 怒 19600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杨亚东 1968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吴元芳 196306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谢跃红 19691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刘 峰 1960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付菁华 1974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刘复明 19731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陈绍龙 19770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殷中宝 1970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孙向明 1981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周代梅 1974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李新强 1979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王亚平 1980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尹 航 1984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施梳苏 19820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罗晓峰 19830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李治明 1978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裴 骅 19780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毛亚显 1982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张冬亮 19830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张晓明 1983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袁兴博 198504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理论物理

王新年 19620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侯德富 1965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杨纯斌 19621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张本威 19760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张汉中 1967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李 炜 1974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庞龙刚 1984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池丽平 1978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金 猛 19741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许明梅 1981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计 晨 19830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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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为炳 1985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秦广友 1978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丁亨通 1983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光学与原子分

子物理

李高翔 19681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胡响明 1963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侯喜文 19620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郭红 1965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吴少平 1965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谭华堂 1975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段传喜 1975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李勇 1961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吴青林 19760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徐俊 19810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凝聚态物理

黄新堂 19570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余颖 1971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贾亚 1964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唐一文 1968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陈继胜 1963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赵蕴杰 1985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邱明 1980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夏向军 19730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祝志宏 197905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杨泽 1987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天体粒子物理

郑小平 1964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邱涛涛 198206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俞云伟 19810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桂川大志 1989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古城徹 197908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周爱芝 19741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杨书华 19780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副高

无线电物理

黄光明 1965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刘守印 19641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张国平 1969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杨河林 1964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夏应清 1971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孙向明 1981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瞿少成 19710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吴彦文 1971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李志扬 196407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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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课程情况

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程

000000000011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32 2 1

全校硕士

生必修

00000000001121
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 2

理工农或

文科必修

00000000001135 研究生英语系列课程 48 3 1
全校硕士

生必修

一

级

学

科

必

修

课

程

62000702001184 高等量子力学（2018）* 56 3 1

62000702001185 高等统计物理 48 3 2

62000702001147 数值模拟与计算物理 48 3 2

62000702001186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 48 3 2

62000702001106 电磁场理论 48 3 1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62000702001179 量子场论（2018） 48 3 2

理论物理、

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

物理

62000702001180 粒子物理（2018）* 48 3 1

62000702001181 对称性和群论（2018） 48 3 1

62000702001182 相变和临界现象（2018） 48 3 3

62000702001183 有限温度量子场论（2018） 48 3 3

经典力学 48 3 1

高等电动力学 48 3 1

62000702001174 原子核物理 48 3 1

62000702001125 规范场论 48 2 4

62000852081225 高能核物理导论 48 2 3

62000702001172 粒子探测技术 48 2 2

62000702001132 粒子物理理论与唯象学 48 2 4

62000702001173 粒子物理实验数据分析方法 48 3 2

62000702001179 量子场论（2018） 48 3 2

凝聚态物

理

62000702001180 粒子物理（2018） 48 3 1

62000702001181 对称性和群论（2018） 48 3 1

62000702001182 相变和临界现象（2018） 48 3 3

62000702001183 有限温度量子场论（2018） 48 3 3

62000702001121 固体物理实验方法* 48 3 2

62000852081224 凝聚态物理导论 48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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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62000702001187 半导体物理* 48 3 2

62000852081230 凝聚态物理专题 48 3 3

62000852081223 表面物理化学 48 3 1

62000805001111 纳米材料与器件 48 3 1

62000805001102 材料物理与化学 48 3 1

62000852081222 能源材料 32 2 3

62000702001145 生物物理基础* 48 3 1

62000702001111 分子生物物理 48 3 2

62000702001112 分子生物学实验 48 3 3

62000852081232 生物信息学 48 3 3

62000702001128 计算神经科学 48 3 3

62000702001105 蛋白质物理学 48 3 3

62000702001146 数学生理学 48 3 3

62000852081233 计算生物物理 48 3 3

纳米材料合成与制备技术 32 2

化学电源 32 2

62000852081226 网络科学基础 48 3 1
复杂系统

62000702001168 复杂系统理论简介 48 3 2

62000852081227 高等原子物理学 48 3 1

原子与分

子物理

62000702001110 分子光谱 48 3 2

62000702001165 原子光学基础 48 3 2

62000702001126 激光技术与应用 48 3 2

62000702001163 原子分子中的少体问题 I 48 3 3

62000702001113 分子振动的混沌理论 48 3 3

62000702001114 分子振转量子动力学 48 3 3

62000702001164
原子分子中的数值计算方法

I
48 3 3

62000702001130 里德堡原子 48 3 3

62000702001166 原子光子相互作用 48 3 3

62000702001117 高等原子分子物理学 48 3 3

62000702001126 激光技术与应用 48 3 2

光学

62000702001155 现代光学* 48 3 1

62000702001127 激光物理学 48 3 2

62000702001178 量子光学 48 3 3

62000702001166 原子光子相互作用 48 3 3

62000702001117 高等原子分子物理学 48 3 3

62000702001133 量子测量基础 48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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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62000702001138 量子信息的物理基础 48 3 3

62000702001175 量子保密通信 32 2 2

62000702001139 量子噪声 48 3 3

62000702001109 非线性光学 48 3 3

62000702001176 单光子探测原理与技术 32 2 3

62000702001177 光学干涉检测 48 3 2

62000702001123 光电子学 48 3 1

无线电物

理

62000810001140 现代电路理论 48 3 1

62000810001141 信号完整性分析 48 3 1

62000810001130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48 3 3

62000810001131 现代通信理论 48 3 3

62000810001127 现代编码技术 48 3 3

62000810001133 信号检测与估计 48 3 2

62000702001122 光电信息技术 48 3 2

62000809001111 嵌入式系统与应用 48 3 2

62000702001101
Verilog 语言与电子系统设

计
48 3 2

62000810001125 通信信号处理 48 3 2

62000809001115 天线理论与技术 48 3 3

62000809001112 射频与微波电子学 48 3 3

62000702001124 光器件与光集成 48 3 3

62000809001105 电磁场数值方法 48 3 2

62000702001152 微波系统与工程 48 3 3

6200070200114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48 3 3

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程

00000000000103

或者

000000000001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1

00000000000101 研究生英语系列课程 32 2 1

一

级

学

科

必

62000702000133 物理学前沿选讲 3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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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修

课

程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62000702000115 规范场论 48 3 2

理论物理

(070201)

复杂性学科

62000702000129

随机力与非线性系统

Stochastic force and

nonlinear systems

32 2 1

62000702000144 粒子物理前沿进展 32 2 1

62000852081236 复杂性与临界状态 32 2 1

62000702000138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物理 48 3 1 粒子物理与

原子核物理

(070202)
62000702000115 规范场论 48 3 2

62000702000109 高等原子分子物理 32 2 1 原子分子物

理(070203)62000702000143 原子光学 32 2 1

62000702000122 凝聚态物理前沿进展 32 2 1

凝聚态物理

(070205)

62000852081217 固体理论 32 2 1

62000702000115 规范场论 48 3 2

62000702000129

随机力与非线性系统

Stochastic force and

nonlinear systems

32 2 1

62000702000144 粒子物理前沿进展 32 2 1

62000852081236 复杂性与临界状态 32 2 1

62000702000108 高等量子光学 32 2 1
光学

(070207)
62000702000116 激光光谱学 32 2 1

62000702000107 高等激光物理学 32 2 1

62000852081228
最优化理论预算法（最优化理

论）
32 2 1 无线电物理

(070208)
62000702000106 高等电磁理论 32 2 1

62000852081221 天文学观测前沿进展 32 2 1 天体粒子物

理(070220)62000852081220 天文学理论前沿进展 32 2 1

62000702000101 FORUM 高能物理前沿 32 2 2

62000702000132
微扰 QCD 及在核物理中的应

用
32 2 2

62000702000118 粒子探测技术 32 2 2

62000702000145 粒子物理实验数据分析方法 48 3 2

62000702000126 热场理论及其应用 48 3 2

62000702000114 广义相对论 48 3 2

62000852081225 高能核物理导论 48 3 1

62000702000146 粒子物理理论与唯象学 48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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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62000702000148

机器学习与生物物理

Machine Learning in

Biophysics

32 2 2

62000702000128 生物分子计算机模拟 32 2 2

62000702000134
系统生物学

System Biology
32 2 2

62000702000117 计算分子光谱学 32 2 2

62000702000143 原子光学 32 2 2

62000702000125 腔量子电动力学 32 2 2

62000702000149 量子光学前沿 32 2 2

62000702000120 量子场论 32 2 2

62000702000141 原子分子中的少体问题 II 32 2 2

62000702000140 原子分子的量子关联动力学 32 2 2

62000702000142
原子分子中的数值计算方法

II
32 2 2

62000702000121 量子噪声 32 2 2

62000702000123
凝聚态物理中的量子场论方

法
32 2 2

62000702000150 能源材料 32 2 2

62000702000102 半导体光电子学 32 2 2

62000702000113 光子学与光子技术 32 2 2

62000702000136 现代通信信号处理 32 2 2

62000702000127 软件无线电技术 32 2 2

62000702000103 电磁超介质 (metamaterial) 32 2 2

62000702000151 智能计算进展 32 2 2

62000702000135 现代计算机网络 32 2 2

62000702000131 天体物理与宇宙学前沿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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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导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基本

要求

博士研究生导师

近五年来的科研工作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两项（第①项是必备项，其它为

任选项）。具体如下：

①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同等级别及以上）

或以骨干成员身份参与国家重点、重大级别项目1项（个人分解经费达50万元）；

或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和以骨干成员身份参与省部级重点、重大级别项目共2项

或累计科研经费达20万元；或主持横向科研项目总经费达30万元；物理教育专业

以主持或参与方式获得科研经费达5万元。

②在SCI或E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3篇，其中至少1篇为近三年发表；或在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5篇，其中至少2篇为近三年发表。核心期刊的具体认定由学院学术

委员会负责解释。

③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合著专著/主编教材/参编教材/出版译著等合计2部。

④ 获国家级奖励（有奖励证书者）或省部级二等以上奖励（一等奖前5位、

二等奖前3位）；

⑤ 研究成果经省级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登记注册或

至少获得2项发明专利的授权且取得转让费5万元以上。

硕士研究生导师

近五年来的科研工作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一项：

① 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累计获得研究经费达5万元及以上，同时在SCI或EI

收录期刊发表论文1篇或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篇或获得1项发明专利的授权。核

心期刊的具体认定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②在SCI或E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2篇或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篇，其中至少有1

篇论文在近三年发表。

③ 获国家级或省部级三等及以上奖励（省部级三等奖排名前3位、其它有证

书者即可）。

注：学术论文等成果均应与招生领域相关、申请者为第一作者（含所指导学生为

第一作者情况）或为通讯作者；增刊类论文、校内科研项目不计；科研项目时间

以其起始年份开始计算。



155

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化学

（类 别） 代码：0703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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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

及就业基本状况，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化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依托于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化学

学院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至 1929 年建立的华中大学化学系和 1930 年建立的中

华大学化学系。目前，学院设有农药与有机化学研究所、环境与应用化学研究所、

无机化学研究所、分析化学研究所、物理化学研究所、化学教育研究所、化学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分析测试中心（省级计量认证资格）等 8个教学科研单

位。化学学院的学科设置涉及理、工、农三个学科门类，跨三个一级学科（化学、

化学工程、植物保护）。其中化学学科是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学院拥有化学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时拥有植物保护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应用化学和课程与教学论（化学）硕士学位授予

权以及学科教学（化学）、化学工程、农业推广三个方向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化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目前有研究生导师 80 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0

余人。每年招收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方向的研究生。2020 年招收化学学科硕士研究生 118 人，博士研究生 39 人。目

前在读化学学科硕士 328 人，博士 115 人。2020 年毕业化学学科研究生 130 人，

其中 109 人获得化学学科硕士学位，21 人获得博士学位。毕业的研究生主要从

事与化学相关的教育方面的工作，部分研究生去企业或公司，也有部分研究生毕

业后选择继续深造。

二、主要内容按以下要求撰写，同时也可根据本学位点

的特点增减相应内容。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能胜任化学及相关

领域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

人才。

1.2 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

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严格按照学校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执行。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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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无机化学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李东风、刘长林、潘方方、

温丽丽、涂冰冰、章丹

分析化学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崔艳芳、高婷娟、龚静鸣、

徐晖、 朱成周

有机化学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肖文精、陈加荣、丁明武、 冯

国强、 高 珂、何 磊、雷鸿辉、李海兵、刘盛华、刘春荣、

陆良秋、石德清、孙 耀、吴安心、吴琼友、 徐 浩、 叶飞、

尹军、 余广鳌、张爱东、张国柱、周少林、程莹、刘政、佘

能芳

物理化学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郭军、黄义、金山、刘晓、

欧阳述昕、万坚、原弘、张铁锐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艾智慧、暴 峰、

曹 郁 郭彦炳、吴正舜、伍强贤、张礼知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况。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基金项目 5 项。

主要在研项目：在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及以上项目 59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12

项；中组部国家级人才项目 3 项；教育部、国际外专局高等学

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 项；以及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多个项目。

2.4 教学科研支

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学院建有以下科研平台：

1. 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 绿色农药与合成化学创新引智基地（国家 111 引智计划）

3. 智能生物传感技术与健康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4. 湖北省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湖北省农药残留与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平台

6. 湖北省农药与绿色化学合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7. 分析测试中心（省级计量认证资格）

8. 华中师范大学—渥太华大学联合研究中心

9. 华中师范大学—中科院上海有机所联合研究中心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

况。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覆盖面为 100%，其中硕士每年 6000 元，

博士每年 18000 元。学业奖学金覆盖面也为 100%，分为三个

等级，博士分别为 1.5 万，1.2 万，1 万；硕士分别为 1.2 万，

0.8 万，0.4 万。校长奖 1 名，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3

名，优秀研究生 25 名，优秀研究生标兵 3 名，研究生社会捐

助单项奖 4 名，研究生优秀奖学金 26 名，研究生单项奖 9 名。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58.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4035.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2693.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60.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60.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4042.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5588.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8218.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61.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57.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2609.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63.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55.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8589.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53.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6841.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5571.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8239.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5093.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2468.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59.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8573.htm
http://chem.ccnu.edu.cn/info/1057/1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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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

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2020 年化学学科研究生报名人数 484 人，录取人数 118

人（其中推免生 15 人），录取比例为 24.4%。录取的考生中毕

业于 985、211 院校的学生有 22 人。

学院采取多种举措吸引优质生源：开展全国优秀大学生夏

令营活动来吸纳优秀大学生；积极宣传学校对推免生的优惠政

策，鼓励老师到校内外组织推免生源，并在政策上给予老师一

定的支持。

3.2 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研

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辅导员队伍建设：学院除配备专职副书记、辅导员外，优先

从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选聘研究生骨干担任

研究生兼职辅导员，确保辅导员队伍整体素质。从我院学科教

学、课程教学论等专业的优秀学生骨干中遴选辅导员助管，初

步构建以专职副书记、辅导员为主、兼职辅导员为辅、学生助

管为补充的多梯队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加强日常培训，不断提

升辅导员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明确研究生辅导员

在党建和思政教育、学生干部培养、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工作内

容，强化辅导员育人职责。

研究生党建工作：创新理论学习方式，构建学习型党支部。

根据专业优化党支部设置，各党支部通过划分党小组，利用课

题组实验之余，进行主题党日学习内容的小范围研讨，交流碰

撞学习心得，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主题学

习活动不再流于“听讲”的形式。严格党员发展，保证研究生

党员队伍质量。化学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严格党员发展培养流

程，在学院党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党员发展培养工作，严格把握

学生党员的发展时间，审查学生党员的发展材料，并积极组织

发展对象培训班，按时对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进行

培养与考察。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

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化学专业开设一级学科必修课程 4 门：实验室技术安全与

环保教育（课程负责人胡润丰），学术表达与论文写作（教学

团队吴安心教授、肖文精教授、陈加荣教授），化学前沿与进

展（教学团队），化学专业外语（双语、张爱东教授）。化学各

二级学科开设 3 门专业学位课其他必修课全院打通选课。2020

年没有新教材出版。

3.4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

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按照学校和学院的相关制度执行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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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学术训练或

实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

证、经费支持等。

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校优博优创计划，学校也给予了大力支

持。2020 年度化学学院获得优博培育计划项目 24 项，2 研究

生教育创新资助项目 19 项，共计经费 67 万元。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2020 年度受疫情影响较

大，主要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数据没有统计。

3.7 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

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

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学院高度重视学位论文质量，2020 年度毕业的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都合格，27 篇学位论文被评为校优秀论文。

3.8 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按照学校和学院的相关制度执行和落实。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

理情况。

本学位点重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2020 年度没有

发现学术不端行为。

3.10 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

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

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 2020 年就业率受疫情影响较大：

硕士 94%，博士 91%。硕士生继续升学 13 人，比例为 12%；毕

业生就业行业类型：教育行业就业毕业生最多，比例为 54.3%，

其次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比例为 5.2%。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把服务“粮食安全”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作为学科建设的龙

头，以建设农药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为抓手，建立了具有领先水

平的绿色农药创制研究平台，创制出以喹草酮为代表的 8 个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农药品种，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和粮食稳产丰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多家上市企业联合组建创新研究院及产业技术研究院，

通过紧密产学研合作实现了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精准对接，打通

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过去 5 年完成 38 项专利成果

转化，获转让费 4000 多万元，研发的新型抗高过载灌封材料

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多个主力装备型号中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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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在武汉抗疫关键时刻，组织 418 名学生志愿者为医护人

员子女提供线上学业辅导 5000 多人次，解决医护人员的后顾

之忧；百余人次教工下沉社区，用专业知识指导社区抗疫，联

合疾控中心开展防疫讲座，吸引两万余人次线上观看；凭借学

科优势，研发新冠候选疫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化学人的责任

担当和家国情怀。

注重多学科交叉，以污染控制化学为基础，研发环境保护

新材料，发展污染控制新技术，修复多个水域和污染场地，累

计减排挥发性有机物近 4 万吨，取得显著环境和经济效益。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坚持化学科学传播和普及，主办第 12 届“化学周”，开展

大型化学科普讲座和活动，参与制作化学及农药科普宣传片，

积极宣传化学让生活更美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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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研究型高

层次专门统计人才；掌握坚实的统计学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

本学科国内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独立从事创新性科学研究和

从事统计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实际数据统计分析、预测能力的高层

次、创新性人才。

1.2学位标准

（1）博士研究生学位标准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

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具备一定的学术潜力；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

理等方面的知识；掌握统计学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熟悉统计学学科有关领域的前沿动态；掌握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具有独立从事

统计学及相关学科创新性研究的能力，在统计学和相关领域做出创造性成果；博

士学位论文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应达到国内外本学科专业核心期刊论文的

学术水平。

（2）硕士研究生学位标准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具有系统、扎

实的统计学理论基础；掌握统计学学科较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较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熟悉统计学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应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科学

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学术交流能力；硕士学位论文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

应达到国内外本学科专业核心期刊论文的水平。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

本学科在统计学所有二级学科均招收博士和硕士。目前形成了数理统计学、

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学、应用统计学、生物、卫生统计学、社会经济统计

学等五个相对集中、特色鲜明、富有标志性成果的研究和培养方向：

一、数理统计学

（1）网络数据分析：研究网络数据的模型推断及大样本性质。

（2）试验设计：研究多种试验设计的构造、统计推断性质及其应用。



164

（3）极限理论：研究独立随机变量和的经典极限理论，相依随机变量的极

限理论，随机过程与数理统计中泛函极限理论，强不变原理，遍历理论，各种复

杂随机结构中随机变量的极限性状，随机过程的极限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结果与方

法在随机分析、调和分析、量子概论等领域中的应用。

二、金融统计、风险管理与精算学

（1）金融统计：运用近代统计方法和技术对金融市场开展实证分析研究，

为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研究方面主要包括金融市场、金融

数学模型、金融模型的统计分析。

（2）金融中的随机模型：运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问题，通过数学建模、理

论分析、理论推导、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精确的刻画、分析和研究金融交易过

程中的行为、风险和结果。并对随机过程的轨道性质、极限理论、随机微分方程

等理论以及它们在金融工程中的应用做进一步探索。

（3）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比较和研究保险、精算行业中的数学建模、数

据处理、统计分析方法。

三、应用统计学

（1）多元统计分析：综合分析多个指标或变量间相互关联关系，挖掘数据

中蕴含的统计规律，最终建立统计模型。本研究方向是经典统计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在当今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2）统计计算：研究统计学及其应用中出现的复杂计算问题，主要集中在

研究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方法, 如模拟退火算法、遗传算法、EM 算法、MCMC

方法、Bootstrap 等。

（3）数据挖掘及人工智能：从大量数据中揭示出隐含的、先前未知的并有

潜在价值的信息的数据分析过程。以统计学习理论为基础，侧重数据的统计分析，

做统计方法的深入研究，是目前人工智能和数据库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四、生物、卫生统计学

（1）生物、医学统计：研究、分析当前生物、医药行业中产生的数据，解

决生物、医药行业试验设计和后续统计分析问题。

（2）统计遗传学：结合统计学方法和遗传学理论，系统深入地研究群体遗

传中基因遗传的统计规律，寻找各类疾病与遗传的关系，解决群体遗传学中面对

的各种复杂统计学问题。

（3）生物信息学：利用统计学方法，辅以应用数学、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

的方法研究生物学问题。

五、社会经济统计学

（1）抽样调查：研究数据获取的技术和方法，以保证有效获得可靠、信息

量充分的数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9F%E8%AE%A1%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4%E7%94%A8%E6%95%B0%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6%81%AF%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E7%A7%91%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E7%A7%91%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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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与心理统计：研究教育及心理学领域中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其研

究主要集中在分类数据、面板数据、纵向数据等复杂数据的分析方法。

（3）经济统计与分析：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石，结合可计算的一般均衡以

及计量与非参数方法，对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源泉与方式做突破性

研究。应用数理统计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另外，利用应用统计方法进行经济预测。

（4）数量经济：该研究方向注重经济学，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结

合，既强调理论，也注重方法和技术；既深入分析和探讨中国的实际和现实问题，

也关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重大学科前沿课题。

（5）公共经济统计与政策分析研究：本研究方向以公共经济学和区域经济

学为理论基础，结合多元统计方法、综合评价方法、基于回归的因素分解、多元

回归等多种方法，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原因及公共政策。

2.2师资队伍

本学科学位授权点师资队伍力量雄厚，师资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现有教师 30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9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硕士生导师 14 人。

本学科教师活跃在统计学一级学科的各个主流研究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形

成了几大优势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网络数据分析、试验设计、统计学习与教育

大数据、生物统计及经济统计等学科方向。学科教师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了一大

批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

教师队伍年龄梯队结构、学缘结构、方向结构、学历结构等合理均衡，即有

从事数理统计学的研究团队， 也有从事应用统计及相关研究的研究团队，为人

才培养的多元化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中本学科方向的具体

年龄结构、职称、学缘、学历等结构如下表：

（一）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

合

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12 2 4 3 3 0 12 7 9 3

副高级 8 1 6 0 1 0 7 6 0 6

其他 10 6 2 2 0 0 9 6 0 5

总计 30 9 12 5 4 0 28 19 9 14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49 在校硕士生数 43

专任教师生师比 3.9:1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5.1:1

其中网络数据方向的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晏挺、胡建伟、郭思培；试验设计

方向的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左国新、宁建辉、李正帮；统计机器学习与教育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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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向的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张晓飞、李波、张雄军；经济统计方向的带头人与

学术骨干有郑承利、潘胜文、王治；生物统计方向的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曲连强。

2.3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 2020 年主要在研科研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

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起讫

时间

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

目

网络数据隐私保护的统计方法

研究
11771171 晏挺

201801

-20211

2

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项

目

高维图像处理中低秩张量逼近

的优化模型及算法研究
11801206 张雄军

201901

-20211

2

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

目

基于稀疏概率图模型的多癌症

多组学生物网络构建方法研究
11871026 张晓飞

201901

-20221

2

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

目

几类均匀设计的构造及应用研

究
11871237 覃红

201901

-20221

2

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

目

大数据环境下精准化教学的数

学模型及应用研究
61877023 李波

201901

-20221

2

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

目

癌症免疫机理的数学建模与计

算机模拟
11871238 张兴安

201901

-20221

2

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项

目
带竞争风险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12001219 曲连强

202101

-20231

2

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重点项

目

高通量微生物组学数据模式提

取和分析
61532008 胡小华

201901

-20201

2

9 省级科研项目
青年基

金

图像处理中非高斯噪音问题的

优化模型及其算法研究

2018CFB1

05
张雄军

201901

-20201

2

10 省级科研项目
青年基

金

带终止时间的复发事件数据统

计建模及其在医学中的应用

2018CFB2

56
曲连强

201901

-20201

2

11 省级科研项目
一般面

上

跨癌症类型的肿瘤网络标志物

识别算法研究

2018CFB5

21
张晓飞

201901

-20201

2

12
湖北省政府智

力成果采购办

横向项

目

武汉市城市圈差异化协同发展

的新目标新举措

HBWT-202

0-02
涂正革

20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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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 2020 年代表性科研成果。

序

号
论文名称

第一（或

通讯）作

者

发表时间 发表刊物名称

1
Asymptotic theory for differentially
private generalized β-models with
parameters increasing

晏挺 2020 Statistics and Its Interface

2 Correc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for stochastic block models

晏挺&胡

建伟
202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3
Robust Tensor Completion Using
Transformed Tensor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张雄军 2020 Numerical Linear Algebra
with Applications

4

scTSSR: gene expression recovery
for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using two-side sparse
self-representation

张晓飞 2020 Bioinformatics

5

Joint re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gene
networks by simultaneously
capturing inter-tumor and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张晓飞 2020 Bioinformatics

6

A graph regularized generalized
matrix factorization model for
predicting links in biomedical
bipartite networks

张晓飞 2020 Bioinformatics

7
Sparse regularized low-rank tensor
regress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genomic data analysis

张晓飞 2020 Pattern Recognition

8
Differential network analysis via
weighted fused conditional Gaussian
graphical model

张晓飞 2020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9
Identifying gene network rewiring
using robust differential graphical
model with multivariate t-distribution

张晓飞 2020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10 Sphere packing design for
experiments with mixtures 宁建辉 2020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11 Weighted symmetrized centered
discrepancy for uniform design 宁建辉 2020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12 Nearly Uniform Design Construction
on Flexible Region 宁建辉 2020

Acta Mathematicae
Applicatae Sinica, English
Series

13
Forecasting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of China Using a
Novel Grey Model

郑承利 2020 COMPLEXITY

14
Efficiency of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Based on
Complexity-Entropy Binary Causal

郑承利 2020 COMPLEXITY

公室

13
武汉市人民政

府研究室

横向项

目
武汉市房地产长效机制

SK012420

20-0468
陈淑云

202009

-

14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横向项

目

新形势下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

政策体系研究

SK022520

20-0086
陈淑云

20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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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 MethodModel

15

Estimation of Tail Risk and Moments
Using Option Prices with a Novel
Pricing Model under a Distorted
Lognormal Distribution

郑承利 2020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4教学科研支撑

II-3 支撑平台(学位点相关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平台)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

年度

参与单

位情况

参与学

科情况

评估

情况

1
国家工程

实验室

教育大数据应

用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2017

华中师范大

学工程中心/

数统学院

统计学/

计算机/

教育技

术

未评估

2 省级
数学物理湖北

省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科技

厅
2002

华中师范大

学数统学院

数学/统

计学
未评估

3 省级

湖北省应用数

学中心华中师

范大学分中心

湖北省科技

厅
2020

华中师范大

学数统学院

数学/统

计学
未评估

4 省级
湖北省优势学

科群

湖北省教育

厅
2019 在鄂高校 统计学 未评估

5 校级
统计与大数据

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

学
2019

华中师范大

学数统学院
统计学 未评估

说明：①本表填写 2020年 12 月 31 日前获批的代表性支撑平台，文件中列出的

各“依托单位/组建单位/所属单位”均可填写。②“评估情况”填写平台管理部

门最近组织的一次评估结果（评估时间不限于评估期内，未开展的填写“未评估”）。

2.5奖助体系

在学校华博计划、优博优创计划等平台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

实施办法（试行）》等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学院制定了《数学与统计学学院研究

生指导教师手册》《数统学院奖学金滚动评定办法》《数统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评选实施办法 (试行)》《数学与统计学学院优秀奖学金测评表》等一系列制

度文件，创设数学与统计学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奖励机制，依托德沃奖学金等校

友奖学金，进一步建立完善导师遴选制度，上岗制度和考核制度和研究生各项

保障机制，为加强统计学一流学科建设，全面提升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

为进一步加强统计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升研究

生培养质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学

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试行）》，并在博士研究生中评选研究生科

研优秀奖。切实保障研究生的科研、学习及生活，为我校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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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活环境。通过科研奖励奖学金体系，激励研究生在读期间进行较深入的科

研学习;通过全面的助学体系，保障困难同学的学生生活条件。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本学科近年来生源有较好保障，招生工作保持良好的势头，从整体来看，

报考人数和初试上线人数在逐年增加。2020 年共招收博士生 8 人，硕士生报考

人数为 49 人，录取人数为 15 人，录取比为 30.6%。为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我们适当加大了对考生的专业基础、科研潜力等方面的复试考核，2017 年开始

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已试行“申请-考核”制。同时对 985、211 学校第一志愿

报考的考生出台了相关的奖励政策。2020 年，本学位点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 18

人，其中留学生硕士 2 人，学术型博士学位 7 人。

3.2思想政治教育

本学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解决好“为谁

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立德树人，遵循

教育规律，弘扬优良传统，扎根祖国大地，努力建设一流学科，培养德才兼备

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统计人才。

在思想政治教育上逐渐形成了“学习强基、课程思政、实践结合、全程育

人”的特色。

一、加强理论学习 夯实思想基础

理论学习是师生提高政治站位，夯实思想基础，掌握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水平的必经之路。本学科一直把加强政治思想

学习放在首要位置，在坚持党团组织生活的基础上，组织了一系列师生座谈、

特色党日、专题学习竞赛、老区走访帮扶、志愿者等活动，涌现出一大批学习

标兵，如学习强国的学习标兵李波教授、援疆援贵的支教标兵贾威、陈远瞻等

同学。统计系党支部成为学校首批样板党支部。

二、挖掘思政元素 推进课程改革

本学科深入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教育与科学培养结合，在专

业课教学中，讲出价值、讲出精神、讲出历史、讲出国情，激发学生自觉把实

现自身价值与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本学科《高等概率论》获得校级第二批研究生课程建设结项优秀，《应用随

机过程》入选我校本科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名单，结合疫情数据组织完成

的国内外 COVID-19 传染模型比对等案例教学也深受师生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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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应用特色 实践落实效果

本学科紧抓应用特色，努力开展实践育人。培育建设了多个实践育人与创

新创业基地。积极组织并保证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个导师承担的社会经济

研究课题。让学生运用统计的同时，近距离认识祖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的两大奇迹，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特别地，受教育部思政

司委托，本学科长期承担全国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数据分析的任务，师

生们在课题实践中落实了学习效果，提高了思想认识。

四、完善协同体系 实现全程育人

本学科加强思政队伍建设，完善协同联动体系。建立了一支以专职为主、

专兼职相结合的思政工作队伍，形成了“一专多能，协同联动，全程全方位育

人”的工作特色。本科阶段贯彻班主任、导学课程、实习就业指导、考研导师

等措施。研究生阶段严格实行导师上岗制，确定导师为研究生思政教育的首要

责任人。同时，利用信息化中心和学生大数据实验室的技术优势，及时掌握学

生的思政德育情况，保证“预警在前、一对一沟通、全方位服务”的思政导员

体系，严守意识形态阵地。

3.3课程教学

本学科在课程教学改革和质量督导方面持续改进和完善。围绕“为谁培养

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在课程思政、发挥教育大数

据技术优势、推进信息化深度融合、彰显统计应用特色、建立数字化质量督导

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教育与学科培养结合。研究随机现象中

客观规律，建立科学唯物世界观；穿插统计大师的成长故事，塑造正确价值观；

关注学科前沿，培养科研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关心时事联系实际，树立民族

信心和家国情怀等。本学科《高等概率论》获得我校第二批研究生课程建设结

项优秀，《应用随机过程》入选校本科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结合疫情数据完成

的 COVID-19 传染模型比对等案例教学深受师生好评。

利用教育大数据技术优势，推进教学改革。例如，李波教授运用科学研究

指导教学改革，实施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湖北省高校教改教研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自主项目的资助，其教学成

果先后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教学创新奖一、二等奖。

推进教育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本学科教师利用云平台和互联网资源，设计

教学案例，制作创新课件。徐章韬教授量化研究教育理论，制定信息化教学规

范，获湖北省高校教改教研项目资助。徐章韬、李正帮等分别参与获得国家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和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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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应用特色，开展实践育人。培育建设了多个实践育人与创新创业基地。

积极组织并保证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个导师承担的社会经济研究课题，研

究生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王超、彭湃、王磊获研究生数模竞赛

全国一等奖。涂佳娟、靳柯等跨学科发表顶级科研论文。

3.4导师指导

本学科严格执行《数统学院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上岗基本条件》和《数统学

院研究生指导教师职责暂行规定》，本学位点每年对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工作进行

选聘、培训、考核。

重视导师培训，提高指导能力。学科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新晋导

师讲座，还鼓励导师出国，国内学术访问，提高业务能力，鼓励研究生参与导

师的科研课题，发挥积极作用。

3.5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

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各类学术活动 8 次以上，其中至少 2 次是校外学术活

动。积极参加各种研讨班，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每人至少在导师组织的研讨班

或国内学术会议上完整地报告 2 篇学术论文。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研究并

协助导师参与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实践活动结束后，由导师组按学校有关

规定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答辩。考核成绩由研究生处负责录入

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

硕士研究生的实践环节包括下面两方面的内容：

（1）教学实践（2 学分）：安排一个学期的教学辅导工作，辅导一门课或

讲授至少 18 个学时的本科专业课程，初步了解和掌握本科教学各环节。

（2）学术活动（2 学分）：本学科硕士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参加 8 次学

术活动（学术讲座，学术报告会，学术会议等），其中至少 1 次必须是校外学术

活动，学术活动结束后，由导师对其进行考评。

据统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学位点研究生共发表科技类论文 SCI

论文 20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 篇，获得国家专利 1 项。

3.6学术交流

鼓励研究生参加必要的学术讲座、学术报告、讨论班、社会实践和社会调

查等学术活动来增加自己的理论基础知识，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

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于有条件的研究方向还可以采取送出去请

进来的培养方式。对部分优秀的学生提供必要的资助，把他们送往国内外知名

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短期学习和培训，让优秀学生更进一步拓宽视野，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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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2020年，

学位点共有4人次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分会报告，通过做报告，研

究生们可以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与同行和前辈的交流学习，研究生

们可以了解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有助于研究生们更好地规划后续研究、受益匪

浅。通过参加学术会议，研究生们也可以结识研究方向相同或相似的同行，为

以后合作研究做准备。具体参会信息如下。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 告 时

间
报告人

报 告 类

型

Asymptotic theory for differential private
generalized beta models with parameters
increasing

2020 Onlin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Wuhan

2020.12范一凡 分会报告

scTSSR: gene expression recovery for
single cell RNA sequencing using two-side
sparse self-representation

2020 Onlin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Wuhan

2020.12靳柯 分会报告

Sequence-based projection neighborhood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for
virus-humanprotein interaction prediction

The 18th Asia Pacific
Bioinformatics
Conference，Seoul

2020.11马英钧 分会报告

Construction of statistical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

2020 Onlin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Science，
Wuhan

2020.02刘兵 分会报告

另外，本学位点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学校给研究生授课，让学生有

机会聆听国际一流统计学家对统计学理论和应用的讲解，领会国际一流统计学

家对数据分析的理解。每年 12 月的第三周举办“数统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周”，

每次遴选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作学术报告。参与此项活动的老师及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二百余人。另外，通过选聘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管和助研等，提高

学生从事相关管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能力。

配备专业秘书负责留学生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建立了留学生的上课、考

试、毕业论文答辩的工作流程和制度；留学生导师、院领导和教学秘书共同建

立了留学生教学工作定期沟通机制。

3.7论文质量

本学科严格执行学校的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的

制度，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全部采取校外匿名专家评审，博

士学位论文有校研究生院统一送往教育部学位中心进行随机盲审。

论文送审结果回来后根据学校和学院关于论文盲审结果的处理意见等相关

规章制度处理， 对学位论文处理结果有异议，由学生提交申请，导师签字同意

报院学位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则进行相关处理。华中师范大学与本学位点每年都

会组织实施对当年已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检查工作，教育部对本学科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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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进行抽查，出现问题按相关规定处理。本学位点尚未有检查或抽查不合

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学位论文整体质量良好。

3.8质量保证

在学校华博计划、优博优创计划等平台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

实施办法（试行）》等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学院制定了《数学与统计学学院研究

生指导教师手册》《数统学院奖学金滚动评定办法》《数统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评选实施办法 (试行)》《数学与统计学学院优秀奖学金测评表》等一系列制

度文件，创设数学与统计学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奖励机制，依托德沃奖学金等校

友奖学金，进一步建立完善导师遴选制度，上岗制度和考核制度和研究生各项

保障机制，为加强统计学一流学科建设，全面提升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

七个主要方向组成导师组，同一研究方向共享专业课程，共同组织讨论班，共

同参与论文开题和预答辩。学院对每届研究生集中测评一次，作为考核导师的

重要依据。

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和实践训练纳入其学分管理，制定有相应的学术训练计

划和实习工作安排，研究生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导师组织的讨论班及各类项

目的申报和研究，并有合理的制度保证和经费、平台的支持。

每年 12 月的第三周举办“数统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周”，每次遴选 15 名左

右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作学术报告。参与此项活动的老师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

究生二百余人。另外，通过选聘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管和助研等，提高学生从

事相关管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能力。

配备专业秘书负责留学生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建立了留学生的上课、考

试、毕业论文答辩的工作流程和制度；留学生导师、院领导和教学秘书共同建

立了留学生教学工作定期沟通机制。2020 年度本学科共有 2 名留学生在读，授

予硕士学位 2 人。

3.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非常重视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教育，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处

理办法》。每年定期对全部毕业论文的重复率进行检测。

3.10管理服务

学校本学位点制定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招生流程规范、培养过程科

学、学位授予严格、奖助金评审公开公平公正、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各项规章

制度实施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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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在学研究生的调查，学生的满意度逐年提高，在导师和学位点的培

养下，本学位点的同学，毕业时均对本学科表示满意。

3.11就业发展

2020 年度，本学位共毕业 16 名硕士生，8 名博士生，除一名硕士，受到

了用人单位的肯定。具体就业信息见下表。

就业情况统计

年度
学生

类型

毕业生总

数

授予学

位数

就业情况
就业人数及

就业率
协议和合同就业

（含博士后）

自主创

业

灵活就

业

升学

境内 境外

2020
硕士 16 16 12 0 0 3 0 15（93.75%）

博士 8 7 8 0 0 0 0 8（100%）

4.服务贡献

一、发挥智库作用，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

本学科先后为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省体育局、湖北省妇联等部门进行调查

研究，为湖北省工业行业评价、文化产业规划、精准扶贫等工作献计献策，得

到了各界的认同。此外，我校信息化教育在全国名列前茅，教育统计也是我校

传统优势方向，统计学科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取得成效，

校教育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挂靠在本学科。

二、发挥人才库作用，培养高层次的统计人才

本学科培养出一大批以李照海、李麟雄、谭铭、周勇、孙六全、周慧斌等

知名学者为代表的毕业生，例如周慧斌当选国际数理统计学会(IMS)会士、担任

耶鲁大学统计系主任，周勇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近年来，本学科毕业生已经大量进入金融、证券、通讯、制药等行业，成

为业务骨干并深受好评。

三、发挥学术库作用，搭建高级别的交流平台

本学科举办了“大数据统计学研究展望”学术论坛，全国均匀设计学会年

会，3+X 统计学及其应用 Workshop，全国青年统计学者会议等学术会议，邀请

方开泰、范剑青、李润泽、张和平、黄坚、胡飞芳、等境外专家和一大批国内

知名统计学家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使本学科成为中南地区统计学界的一块重

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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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管理科学与工程

（类 别） 代码：1201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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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本学科点的建设依托于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3 年，获批管理科

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于当年 9 月开始招生，2018 年顺利通过合格评估。

2010 年，获批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予权，于 2012 年 9 月开始招生，2015

年顺利通过合格评估。

本学科点以协同创新为引领，以社会服务为支撑，运用“互联网+”思维，打

造电子商务与知识管理特色鲜明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过程中，凝练形成

三个特色学科方向：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方向，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结合

电子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理论与方法，对电子商务及其物流系统进行优化，

帮助企业开发与现代生产、经营发展相适应的方法和工具。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

方向针对大数据和云环境下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的多层次、个性化和智能化等需

求，从基础理论、模型方法、核心技术和特色应用四个方面展开相关探索。文化

产业管理方向综合运用现代管理理论与工程技术方法研究文化产业，着力分析新

时代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更好地掌握文化产业的经营特点和运作规

律。

本学科点旨在培养掌握经济管理知识、信息技术和数量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

人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认真刻苦、严谨求实的良好

学风和开拓创新精神，具备坚实的管理理论基础和从事宏观和微观管理的课题研

究与开发能力。近年来，该学科点硕士生报名人数持续增加，从 2016 年的 46

人上升至 2020 年的 159 人，录取比例从 45.65%下降到 19.50%，2020 年 211 及

以上院校的考生人数为 53 ，占总数的 40.15%。考生的生源结构良好，生源质量

稳步提升， 推免生由最初的 1人增加到 5人。现共有在校博士生 44 人，硕士生

91 人。

学生学术成果丰硕，共发表包括 IJPR、JCP、ITOR 等在内的国际 SCI、SSCI、

EI 期刊论文近 10 篇，包括《南开管理评论》、《中国管理科学》、《科研管理》、

《管理评论》等在内的国内高水平 CSSCI 期刊论文 56 篇，省级优秀学位论文 1

篇， 完成 3 项软件著作权，参与 4 本学术著作撰写工作。同时，学科点注重理

论应用于实践，鼓励并支持博士生服务团赴基层调研，开展社会实践，提供智力

服务。 1支学生团队在 2020“创青春交子杯”新网银行金融科技挑战赛获奖。

在“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组织学生前往湖南衡阳、湖北神农架等地开

展支教、调研活动。美育与劳动方面，学院党支部获校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暑

期社会实践与“树人杯”艺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单位，硕博研究生积极参与艺术文

化，展演， 竞赛，实践创新四类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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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点国内外影响力持续提升，已与美国匹兹堡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威

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芬兰图尔

库大学等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2019 年资助易亚琦赴图尔库大学交流

学习 12 个月，吴旋、方文琪、吴智敏参与为期一周的新加坡访学交流项目，2018

年赵华朋赴台湾佛光大学交流 5个月，程洁琼赴芬兰图尔库大学联合培养 12 个

月， 孙文静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学习 8 个月，2016 年李梓奇赴台湾辅

仁大学交流学习 4个月。以“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综合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为依

托，借助学校已有的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和“111”引智平台海外专家，进

一步吸引国际学者参与本学科点的建设，推动学科国际化合作。

自 2016 年以来，本学科点已毕业硕士生 163 名，博士生 36 名，全部获得相

应学位，就业率实现 100%。就业单位包含高等教育单位，科研设计单位，中初

等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及三资企业等。优秀硕士生选择在本校、华中

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等著

名高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更值得注意的是，为响应国家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政策，本学位授予点 1 人在艰苦地区和基层就业。

2015 级硕士研究生熊渐选择恩施清江外国语学校高中部工作任教。

本学科点导师队伍结构合理，共包含导师 24 人，其中正高级 8 人，副高级

12 人，博士生导师 8 人，硕士生导师 11 人，且年龄结构有优势，45 岁（含）

以下 18 人，45 岁以上为 6 人。导师队伍学科背景丰富，学科方向多元，所有

导师均具有国际学术经历。研究生导师生师比为 8.3：1。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年度总结

1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学位授权点立足我校特色与优势学科，把握信息化及网络环境下传统管理

理论与方法深刻变革的发展趋势，聚焦新兴研究领域，强调在新时代管理科学、

信息科学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以管理科学思想为核心，复杂性科学、信息科

学和服务科学等多学科知识为支撑，以“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电子商务与供

应链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和“文化产业管理”为特色研究方向，培养掌握经

济 管理知识、信息技术和数量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促进学生德、智、体

全面 发展，具有认真刻苦、严谨求实的良好学风和开拓创新精神，具备坚实的

管理理 论基础和从事宏观和微观管理的课题研究与开发能力。具体研究生培养

目标如下：

（1）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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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2）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在本学科理论与方法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4）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1.2学位标准

本学位授权点制订了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标准（详见《有关的教学、管理文

件汇编》中《学位授予标准》），规定获本学科硕士、博士学位应具备如下几方面

素质：

（1）基本知识：包括本学科基础理论、方法技术、研究范式和基本课程。

（2）基本素质：包括学术素养和学术道德。

（3）学术能力：包括获取知识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实践

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和其他能力。

（4）学位论文：包括规范性要求和质量要求。

1.3四个统一

本学位授权点坚持专家治学，以制度建设为基础，设有完善的管理机构和专

门的管理人员，构建了符合学科特点、科学高效的长效管理机制，在学科建设、

招生和人才培养中做到了学科组织统一、学位标准统一、培养方案统一、招生命

题统一。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目前形成

了“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和“文

化产业管理”四个相对集中、特色明显、成果显著的研究和培养方向。

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方向包括两个重点特色研究领域。（1）知识管理：主要

研究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所需的信息生态系统构建、企业信息生态系统的建设研究、

企业信息生态系统下的知识创新行为以及企业组织内的信息流通与信息共享；（2）

智能决策：主要研究大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分析等问题以及探索人工智能与决策

支持系统相结合等问题。

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方向包括两个重点特色研究领域。（1）电商平台中的

演化：主要研究电商平台中技术、治理和环境对于平台参与双方的影响；（2）生

鲜农产品供应链协同运作：主要研究生鲜农产品中的库存控制、冷链物流优化和

生产—库存—配送联合调度等问题。

管理信息系统方向包括两个重点特色研究领域。（1）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信

息系统的开发和设计：主要探索信息系统的架构和管理等问题；（2）移动商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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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中的隐私保护：主要研究移动商务信息系统中所出现的隐私担忧等问题。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主要运用管理理论基础研究现代文化产业等发展相适应

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正确地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及相应的工程技术方法解决

管理方面的有关理论与实际问题，以更好地掌握文化产业的经营特点和运作规律，

了解国内外文化艺术发展的趋势。

2.2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教师 21人，教授 5人，副教授 12人，讲师 4人。按照

本学位授权点博士生导师聘任办法（详见《有关的教学、管理文件汇编》中《导

师聘任及管理规定》），聘任博士导师 5 人，硕士导师 1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 20人，占教师总数的 95.24%，17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最终学历和学位非

本校的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 85.71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8 人，36 岁至 45 岁

中青年骨干 8 人，46岁以上高级职称 3 人。本学位授权点共分 3 个培养方向，

分别为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各培养方向均

配有学术带头人。学位授权点总体学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

业技术职称合理。

2.3科学研究情况

本学位点在 2020年度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总篇数 72篇；出版专著数 6 本；

承担(含完成和在研)科研经费总量 485.8 万元；年师均承担(含完成和在研)科研

经费量 17.35 万元。本学位点在 2020 年度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承担(含完成

和在研)的主要科研项目（见支撑材料部分）以及科研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奖

情况如表 2.3 所示。

表 2.3 本学位点 2020 年度主要科研成果和科研成果获奖情况

（一）科研成果统计

收录类型 论文篇数

SCI 6

EI 6

SSCI 6

CSCD 11

CSSCI 50

（二）奖励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所获奖励名称
获得奖励

时间
完成人

1 污染纺织与地方政府治理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三等奖

2020 年

10 月

李霞（排名第

三）

2

传统企业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管理

研究：战略部署、能力重构和价值

创造的新视角（系列论文）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二等奖（系列论

文）

2020 年

10 月

池毛毛（排名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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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间治理导向的合作电子商务

能力形成和作用研究

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著作）

2020 年

12 月
池毛毛（独著）

2.4教学科研支撑情况

支撑本学位点教学、科研、实践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基础设施等情况：

（1）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具有丰富的馆藏资源，目前馆藏中外文文献（含期刊

合订本）累计 249 万册，电子图书 104 万册，中文数据库 37 个，外文数据库

43 个，能够为本学位点教学科研实践顺利进行提供有力支持。（2）支撑本学位

点教学、科研、实践的实验室：知识挖掘与智能服务实验室、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电子商务安全认证实验室，实验室总面积 799.96 平

方米，最大实验室面积 327.92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 871.22 万元。其他教学

科研支撑平台如表 1 所示：

表 1. 管理科学工程学位授权点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

度

参与单

位情况
参与学科情况 评估情况

1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

电子商务专业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教育部 2019 1（1） 1（100%） 未评估

2
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教育部教育信息技术工

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 2006 1（1） 2（50%） 良好

3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湖北省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
湖北省教育厅 2007 1（1） 2（50%） 未评估

4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中心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育厅湖

北省文化厅
2013 1（1） 1（100%） 未评估

5
湖北省虚拟仿真教学

示范中心

湖北省电子商务虚拟仿

真教学示范中心
湖北省教育厅 2016 1（1） 1（100%） 未评估

6
武汉文化科技创新研究

院

武汉文化科技创新研究

院
武汉市科学技术局 2013 1（1） 1（100%） 未评估

7
武汉市文化创意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武汉市文化创意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武汉市科学技术

局
2008 1（1） 1（100%） 未评估

这些教学与科研平台夯实了本学位授权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本学位授权点

的教学实践和师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硬件、软件和资金支持。华中师范大

学校内校外资源累计投入超过 1000 万用于改善学位授权点相关基础建设。其中，

信息管理学院拥有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省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每年建设经费 30 万，为本学位授权点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此

外，在财政部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修缮购置专项资金资助的基础上，学院投入

450 万建立了“知识挖掘与智能服务实验室”，为本学位授权点师生提供了优秀

的计算和实验平台。本学位授权点还依托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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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研究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以及电子商务领域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提供了国

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为科研平台。

2.5奖助体系

本学位授权点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校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提高研究生待遇

水平和培养质量，吸引优质生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根据教育部和华中师范大

学的相关文件精神（详见《有关的教学、管理文件汇编》中《奖助贷体系制度》），

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和荣誉称号评选三部分组成（详见表 V），

研究生奖学金与助学金的最大覆盖面均达到 100%，奖助贷资助力度逐年提升。

通过严格执行相关方案，使得本学位授权点的优秀学生得到了奖励，困难学生生

活有了基本保障。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招生计划科学合理、招生纪律执行严格。严格把关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博

士招生与学位授予等环节，力图为社会培养优秀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管理

科学与工程专门人才。在招生方面，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博士招生具有健全完

善的招生制度与科学合理的招生计划，且均得到有效落实执行。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入学初试为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复试分为笔试与面试两部分，均以《华中师

范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

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为依据并严格执行。招生过程严格遵守招生工作

的各项政策与法规，无任何违纪、违规或其他不良现象。近年来，管理科学与工

程硕士、博士招生选拔情况见表 3.1.1 所示：

表 3.1.1 2020 年管工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情况

年度

报考数量 录取人数 录取比例 生源结构

推免生 统考生 优质生

源

同等学

力

2020 124 23 18.55% 5 18 7 0

（1）生源结构合理。本学科点旨在培养掌握经济管理知识、信息技术和数

量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认真刻苦、严

谨求实的良好学风和开拓创新精神，具备坚实的管理理论基础和从事宏观和微观

管理的课题研究与开发能力。结合表 3.1.1 可以看出，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报名

人数逐渐增加，从 2016 年的 45 人上升至 2020 年的 124 人，录取比例从

35.56%下降到 18.55%。其中，考生的生源结构较为合理，生源质量稳步提升，

推免生由最初的 1 人增加到 5 人，211 院校的考生为 37 人，占总数 37%，具

体数据见表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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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2020 年的生源结构情况

直博生

硕博连

读

生

推免生 985 高校

211 高

校 国/境外高

校

其他高校 合计

本校生 外校生

0 1 5 5 2 37 0 63 100

进一步地，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严谨规范。按照管理科

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博士培养方案，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

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博士专业学位，同时

获得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自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博士开始招生以来，

共招收硕士生人数为 150 人。其中，2016 年至 2018 年入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均获得学位，学位授予比例 100%。整体而言，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点招生选拔规范，严格控制录取比例，完全符合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评

估要求。

（2）为保障招生过程公平公正以及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为了吸引更

多的优秀学子报考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学院采取了系列措施，其中主要

为对外宣传推广工作，开办夏令营和暑期学校以及建立奖助学金体系。

①对外宣传推广。对外宣传推广主要为学院领导组织到其他院校进行学院招

生宣传，包括对于学院硕士、博士专业设置、专业研究方向设置和导师情况介绍

等。近年来，学院陆续到国内其他院校进行招生宣传，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华中师

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②开办夏令营。为了促进高校优秀大学生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增进校内外优

秀大学生对华中师范大学和信息管理学院的了解，激发优秀学子对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学院陆续举办多次优秀大学生

夏令营活动。例如，学院定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2018 年 6 月 18 日举办

第三届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本科生进入华中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活动内容包括知名学者讲座、学科专业学术

带头人与夏令营营员交流以、笔试和面试、校园参观等。

③不断发展奖助学金体系。学院内设置了丰富的奖助学金体系，近五年，学

院共有 100 多人次研究生获得学院设立的奖助学金。此外，学院设有个人荣誉

奖励。例如，2020 年，郑亦欣在竞赛中获“创青春交子杯”新网银行金融科技

挑战赛——移动互联赛道。

（3）招生过程公平的保障机制建立情况。招生过程分为推荐免试生攻读研

究生，以及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招生。制定《信息管理学院接收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复试办法》，该办法以华中师范大学每一年制定的《华中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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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推免招收研究生招生章程》为基准，补充本学院的复试考核办法。

3.2思政教育

本学科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三全育人”

为教育准则，依托育人建设长效机制，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贯彻管理育人，德育育人，科研育人。

1.扩大思政队伍，推进党建和思政工作建设一体化。严格核定专职思政课教

师岗位，配备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思政课队伍。强化党建思想与思政课

程相结合，坚持利用“晚点名”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夯实思政课程建设，并完

善优化现有思政课教师专项绩效激励政策。

2.深化教书育人，加大专业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本学科要求团队

教师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思想和精神教育。坚持用唯物辩证法阐述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律，使学生在获得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受到良好的思想

政治教育。同时，通过结合专业特色积极展开形式多样的党团建设活动，推动思

想政治教育形式多样化与学生党员教育常态化。

3.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合理。本学科所依托院系的辅导员数量共 6 人，其中专

职辅导员 4 人，兼职辅导员 2 人。专职辅导员管理的学生总数 304 人，生师

比为 76:1；兼职辅导员管理的学生总数 114人，生师比为 57:1。

4.研究生品德教育深入有成效。本学科点坚持将思想品德作为教育第一要素，

团队学生展示出高尚的道德情操。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例，本学科点

2019级博士研究生张恒，2017、2019级硕士研究生陆定一、汤成都踊跃参加其

所在社区的志愿者工作，为疫情防控做出自己的贡献，以实际行动展示出本学科点

品德教育的成果。

3.3课程教学

3.3.1研究生课程体系

学科点设置有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及文化产业管理

三个研究方向。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由一级学科必修课和方向必修课构成，既彰

显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本质，又凸显方向特色。

（1）研究生课程体系合理。博士研究生必修课由校级公共必修课（4学分）、

一级学科必修课（2学分）、方向必修课（4 学分）构成。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

由公共必修课（6学分）、一级学科必修课（10 学分）及二级学科专业必修课（8

学分）构成。一级学科必修课程授课老师均为学科带头人或研究生教学督导，严

格保证了学位课程的教学质量。二级学科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则充分考虑到三个

方向的特质开设，其授课教师均具有相关科学研究经验。学院重视研究生培养的

科学前沿性及社会需求，研究生培养方案每四年更新，以期满足培养科研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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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需求。

（2）全英文课程建设情况良好。学院注重留学生的单独培养及联合培养。

全英文课程设置内容仍然以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专业基础为核心，覆盖三个研究方

向，既包含夯实学科基础的一级学科必修课程，也包含凸显三个研究方向的二级

学科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以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地培养留学生。所有全英文课

程授课教师均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英语水平与专业水平突出。

3.3.2 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

学校充分重视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以课堂教学改革创新、建设一流课

程为目标，融合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打造“五位一体课程体系”。本学科点全方

位多举措地进行教学课程改革与质量督导。

（1）优化课程设置，创新课程教学方法

本学科按一级学科设置基础必修课，增设新兴交叉学科自主选修课，增加方

法类课程比重，各类课程资源均利用云课堂建设。设立教改项目、精品课以引导

教师优化教学内容。重视教法改革，借助智慧教室开展以练代讲、案例分析等研

讨翻转教学。多位教师得到课程教学改革项目资助，如段钊老师为课程负责人的

《创业的经济学基础》获批 2020 年校级研究生“学术与职业素养”公共课程。

课程面向创业者的实际需求，以培养学生正确运用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提升经

济决策能力为导向，引导学习者形成经济规律、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机制系统认

知。课程以学生知识、方法、技能三位一体提升为教学目标；整合现有宏观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创新经济学范畴体系构建知识模块为教学内容；基于“知行合

一” 理念，采用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课

程根据创业活动的特点，将经济学抽象原理与模型与具体宏微观环境分析、市场

分析、创业中的决策、企业运营管理、创新实践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让思维训

练真正融入课堂，让知识有效融入应用。

（2）拓展国际视野，推进国际交流

开设国际接轨专业课程，鼓励全英文授课。2018 年获批留基委国际化项目

以来，资助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或硕博联合培养，并着力打造 5门全英文双学位课

程。先后邀请 6名国外知名专家开设全英文暑期课程，让学生零距离领略大师风

采。

（3）营造学术氛围，激发科研活力

鼓励学科点的科研团队组成教学团队，将科研进展和成果第一时间融入课程

教学。增加科研方法训练课程，将学科核心研究方法、范式作为课程主要内容。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项目申报、交流，形成教研化一体良性循环机制，使课堂成为

激发学生科研活力的主阵地。

（4）融合社会服务，强化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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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课程与实践结合，充分挖掘校友资源、院企合作资源，搭建用人单位、

学科点、学生三方平台。融合社会服务，开展现场调研、数据分析、规划编制等

实践课程案例设计，并取得良好效果，本学科点爱心助农先锋队被评为 2020 年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实践团队，调研报告《直播助农情况调查报告》被评为 2020 年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调研报告。

（5）改革督导方式，保障教学质量

建立了学校和学院两级督导体系，加强教学全过程监督。按课题组、研究方

向、导师组形成多个督导组，明确不同课堂教学评估指标，对教学全程进行督导

评估。

教材建设情况

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紧跟学科发展前沿，我院积极推进与专业理论课程、

实践课和通识课程系列教材的出版，反映相关专业和技术发展最新理念与成果。

2020 年本学科点共出版教材 3 本，包括《对偶理论及应用》、《供应链管理基础》

和《计算机网络及维护实验教程》，内容涵盖通识课程、专业理论课程和实践课

程。

3.4导师指导

（1）导师队伍的选聘考核制度健全。学院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研

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实施办法》进行硕士生导师的遴选及考核工作。学院按照

选聘硕士生导师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及方法与程序，进行硕士生导师队伍的选

聘。同时，依据该文件中的硕士生导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基本要求，学院每年

对导师进行招生资格考核工作。对不能满足任职条件者，将视具体情况做出停止

招生或取消导师资格的决定。

（2）导师指导职责履行到位。学院依据学校所制定的《华中师范大学研究

生指导教师条例》中明确指出的“研究生导师的主要职责”进行研究生导师指导

职责履行考核。目前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方向有硕士生导师 22 名，其中博士生

导

师 6 名。导师均较好的履行了导师指导职责，在研究生培养计划制定、学

生研究课题确定、指导研究生科学研究与论文工作，包括科研论文的撰写、学位

论文的开题、撰写与审查等、协同有关部门做好研究生的毕业鉴定和就业等工作

方面均表现良好，尤其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撰写与审查阶段工作踏实到位。

（3）导师组集体指导有保障。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主要为

两种，一为研究生培养导师负责制，二为结合培养方向，以导师为主的硕士生指

导小组制。硕士生指导小组在指导研究生的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与论

文撰写工作方面承担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导师互相参与项目组研究与导师组

形式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为典型代表，所有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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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与答辩均以导师组形式进行，自 2013 年以来，所有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均

为导师互相参与形式承担。

3.5学术训练

本学位授权点坚持国际前沿学术导向，强调自我特色，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

及硕士、博士新生力量加盟本学位点，创造了跨跃式发展的繁荣势头。本学位授

权点以“导师负责，项目驱动”为核心，为研究生学术训练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

证和经费支持，具体如下：

（1）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本学位授权点承担了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实力雄厚，

经费充足，硕士、博士生论文选题围绕上述科研课题任务进行。硕士、博士生通

过参与导师的纵向和横向课题，扎实掌握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知识，在导师的指

导下完成一系列高水平、有质量的优秀研究成果，最终形成系统化的硕士、博士

学位论文，在完成研究工作的同时也完成了科研任务。

（2）理论联系实际，在科研实践中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在打好坚实的科研基础的情况下，对于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紧扣“研究”和“ 创

新”。本专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结合知识创新目标注重培养硕士、博士生独立

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帮助树立硕士、博士生创造思维和创造素质，始终把他们

放到科研环境中和科研实践中去培养、锻炼。

（3）发挥导师教书育人作用，严格把关，保证质量。本专业实行导师责任

制，制定了相关规定，严格要求导师从研究生的课程选择、开题报告答辩、中期

检查、到学位论文撰写、答辩乃至思想品德教育等，必须指导把关，提供条件，

教育在先。督促研究生不但要按时按量完成学业，同时达到思想上进，品德优良，

素质全面，成为国家需要的高质量优秀人才。

（4）在硕士、博士生研究经费支持上，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学校

和学院，对硕士、博士生参加国际会议发言和学术交流有专门支持经费。另一部

分来自前述的导师的科研项目经费。通过导师的各项科研项目，为硕士、博士生

参与学术会议、学术调研、仪器设备的购买等提供支持，并且通过劳务费的方式

为硕士、博士生发放科研津贴，进一步提高硕士、博士生的收入，使硕士、博士

研究生能够保障生活，安心科研。

3.6学术交流

本学位授权点大力支持硕士、博士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2020 年

度，已有 7 名研究生受资助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由于疫情原因，2020 年没

有研究生赴境外学习交流，下表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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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学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情况表

序号 学术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参会活动

1 第十六届物流系统工程学术交流会
2020 年 11 月 27 至 11

月 29 日
大会发言

2
2020 年第 20 届中国系统工程年会生学

术论坛

2020 年10 月30 日至11

月 1 日
参会

3 2020 情报学年会
2020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8 日
参会

3.7论文质量

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和答辩过程严格

按照《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1201）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学

位论文开题、中期和答辩均获得学位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得到了学位委员会的

好评。2020 年已毕业硕士研究生 26 人，博士研究生 6 人。同时 2 名硕士研

究生进一步境内升学就读博士学位，2 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获得华中师范大学

校优秀硕士毕业论文称号。

3.8质量保证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本学位授权点坚持专家治学，以制度建设为基础，设有完善的管理机构和专

门的管理人员，构建了符合学科特点、科学高效的长效管理机制，在学科建设、

招生和人才培养中做到了学科组织统一、学位标准统一、培养方案统一、招生命

题统一。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依托本校“华博计划”、优秀本科生直博计划和硕博连读等系列优秀生源保

障措施，在校生积极学习领会习总书记党建思想，坚守科学精神与科学道德，遵

守学术规范与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通过专业基础理论课、前沿学科和交叉

学科知识讲座、专题讲座，多维度学习与拓展学科基础知识与前沿视角，通过参

与导师科研项目，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为研究生学术训练提供完善制度保证和

经费支持，培养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与创新创业素养。在校研究生在国内外期刊

发表论文 56 篇，省级优秀学位论文 1 篇，校级优秀学位论文 20 篇，参与创

业实践 3 项，同时参与编写著作，积极开展体育等多类型活动促进在校生德育

体美劳全面发展。优秀教师榜样示范作用明显。本学科多名老师在人才培养方面

获得省校级表彰，如李延晖老师获得“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在

榜样力量的带队下，本学科老师年度学生评教分数显著提升。

严格把关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博士招生与学位授予等环节，力图为社会培

养优秀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管理科学与工程专门人才。进一步地，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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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严谨规范。按照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博

士培养方案，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核，授予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博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博士研究生

毕业证书。

（3）强化指导老师质量管控责任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教师 21 人，教授 5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4 人。按

照本学位授权点博士生导师聘任办法（详见《有关的教学、管理文件汇编》中《导

师聘任及管理规定》），聘任博士导师 5 人，硕士导师 11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教师 20 人，占教师总数的 95.24%，17 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最终学历和学位

非本校的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 85.71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8 人，36 岁至 45

岁中青年骨干 8 人，46 岁以上高级职称 3 人。本学位授权点共分 3 个培养方

向，分别为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各培养方

向均配有学术带头人。学位授权点总体学缘结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

专业技术职称合理。学院注重并强化指导老师严格把控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4）分流淘汰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定《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

籍管理细则》，详细规定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分流淘汰的政策。迄今为止本学位

授权点尚未出现分流淘汰情况。

3.9学风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成立以学科带头人为组长，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研究生

管理办公室等单位牵头的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通过宣讲科学道德和科学规范，引导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

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摒弃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

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针对学术不端行为，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

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 号）和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

假行为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严格考核，绝不姑息。

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完成后，由学校统一安排学院进行毕业论文查重检索，并

由学院除学位办抽检以外的学术论文安排内、外审，达到查重检索规定并通过内、

外审的论文才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学院教授委员会负责对本院被举报的有学术

不端嫌疑的行为问题进行初步调查与认定，必要时可邀请校外同学科专家参与调

查。通过这些举措，有效地维护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需

要高度警惕的不良现象，如少数研究生提交的课程作业论文有不规范之处、个别

研究生因为查重超标而不能按期正常毕业等。迄今处理了一例研究生学术不端行

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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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总体上具有良好的学风，教师严谨治学、诚恳育人，学生敏而好学、

孜孜不倦，学生与老师交流融洽，形成良好而又独具特色的治学氛围。

3.10管理服务

本学位授权点建立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复试委员会、培养指导委员会、学术

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等相关委员会，在本学位授权点的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

工作环节和决策上起到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各级管理机构健全、协调、配套，

管理人员落实。本学位授权点有专职辅导员和科研秘书负责硕士、博士研究生的

日常学习与生活上的管理工作。

本学位授权点在教育部和华中师范大学的相关文件基础上，在华中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的领导下，按照一级学科制定研究生招生计划、研究生培养方案、学位

授予标准和培养计划等一系列文件（详见《有关的教学、管理文件汇编》），并能

结合实际认真执行，文件执行过程平稳有序，严格规范了日常研究生招生、培养、

授予学位等环节的日常工作。

研究生权益保障方面，学院根据《研究生手册》的办法和流程，有效保障研

究生的权益。例如，学校对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通过门诊报销和

住院报销政策的方式，使得研究生享受武汉市的居民医保政策。通过这些规章制

度，有效地保障了研究生的权益。

在各类评优评先过程中，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操作和落实，完全公开、公平地

进行评选。首先，向全体可参评的研究生发布相关参评条例，并告知提交材料的

时间地点；其次，按照各评选办法进行排序评定；再次，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公示，

学生若有异议，可在限定时间内向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进行反馈；最后，学院视情

况召开学术或教学委员会商定最后获评学生名单。

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学院设置有专门监督

委员，并将监督委员的电话和邮箱公示于院网站中，考生若有任何异议，均可进

行反馈。最近一次的在学研究生调查显示，学习满意度高，充分肯定学院的管理

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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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就业发展

2020 年硕士毕业生人数为 17 人，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2020 年博士毕

业生人数为 1 人，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详见下表。

2020 毕业生就业去向一览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就业单位性质 具体去向

1 2016010306 朱强 高等教育单位 武汉纺织大学

2 2017112797 赵华朋 其他企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 2017112798 韩恬 国有企业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东分公司

4 2017112799 肖倩 三资企业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

司

5 2017112800 刘静 其他企业 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6 2017112801 周辉 国有企业 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7 2017112802 杨明 升学 新加坡管理大学

8 2017112803 熊博艺 医疗卫生单位 武汉方泰医院有限公司

9 2017112804 陆定一 医疗卫生单位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0 2017112806 李艳鹏 国有企业 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11 2017112807 王雪霖 升学 华中师范大学

12 2017112808 廖康 国有企业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峡卷烟

厂

13 2017112809 罗维 其他企业 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 2017112810 杨兰 三资企业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15 2017112811 刘思晴 高等教育单位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16 2017112812 秦泽家 升学 华中师范大学

17 2017112813 汪锦霞 其他企业 顺丰科技有限公司

18 2017112814 代巧锋 其他企业 广东省地质工程公司

在协议签约的 15 人中，按就业地域分布来看，53.33%的毕业生在湖北省内

就业，东部地区就业的占 40.00%，中部地区（含本省）就业占 60.00%。按就业

行业分布来看，73.33%的毕业生就职于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或民营企业，例如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顺丰科技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3.33%就业于高等教育单位，包括武汉纺织大学、桂林航天工业学院；13.33%

在医疗卫生单位工作，包括武汉方泰医院有限公司、中南医院；升学人数占 3 人，

集中于升学或出国等其他就业形式。我校研究生就业去向集中于国有大型企业、知名民

营企业及高等教育单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毕业生人才培养专业素养较好，专业实践与

科研创新综合能力较强，得到国内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的高度认可。

为了准确掌握毕业生发展情况，我校向每个用人单位发出了《函调证明材

料信》，从用人单位的评价反馈情况来看，大部分用人单位对于我校培养的管理科学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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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业研究生给予了满意评价，对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以及综合水平评价较高，

认为毕业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工作自主性以及实践方面都

有比较大的优势。

表 3.11 近年研究生就业及发展情况统计分析表

（一）就业情况统计

毕业年

级

毕业生总

数
就业率

专业对口

率

就业情况（人数及比例）

未就业
签就业

协议/劳

动合同

升学

自主创业其他形式就业
国内 国（境）外

2020 18 100% 100% 15 2 1 0 0 0

合计 18 100% 100% 15 2 1 0 0 0

（二）签约单位类型分布（人数及比例）

毕业年

级
党政机关

高等教育单

位

中初等教

育单位

科研设

计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其他事业

单位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民营企业 其他

2020 0 213.33% 0 0 213.33% 0 426.67% 213.33% 533.33% 0

合计 0 213.33% 0 0 213.33% 0 426.67% 213.33% 533.33% 0

（三）签约单位地域分布（人数及比例）

毕业年

级
本省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含本省）

2020 853.33% 640.00% 05% 960.00%

合计 853.33% 640.00% 05% 960.00%

（三）毕业生发展情况（人数及比例）

毕业年

级

获得破格晋升或重点培养

交流
获奖或在行业中取得突出成绩 获得用人单位良好评价反馈

2020 3（20.00%） 4（26.67%） 8（53.33%）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依托本学科点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方向，学科团队一直关注地方经济发展

中的供应链物流产业，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研究成果，并将之应用于地方物流与供应

链产业的发展。团队成员大多 主持和参与了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等地方政

府的“十二五”、“十三五”物流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和一些企业的物流园区规划、物流

系统优化设计、供应链系统诊断与优化等工作。例如，李延晖教授团队承担的“重庆市南

岸区公共保税仓库的可行性研究项目”通过了重庆市发改委和重庆海关的评审并被批

准立项，编制的实施方案通过了国家海关总署的评审，并被批准建设 A 型公用保税

物流中心，有力地支撑了当地的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重庆的

西南物流据点地位。2019 年，李延晖教授团队还承担了《麻城市商贸物流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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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2020-2024)》的编制工作，该研究从外部环境分析、规模预测、发展战略、空间布

局、重点工程等几个方面展开，项目成果《麻城市商贸物流发展规划(2020-2024)》

是指导麻城市现代物流业未来五年发展的行动纲领，对推动麻城现代物流业又好又快

发展，为将麻城建设成为服务武汉城市圈、辐射大别山区的区域性物流中心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4.2经济发展

学科团队承担了各级政府十余项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与设计项目，覆盖全省十

几个地、市、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李延晖教授团队

承担了湖北省商务厅委托的《湖北省电子商务白皮书》编制工作，该项工作于 2019 年

4 月通过了湖北省商务厅组织的专家评审，获得了商务厅的高度认可和评审专家的

一致好评。《白皮书》系统分析了湖北省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现状，指出了湖北省电子

商务产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湖北省电子商务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并

对湖北省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做了预测和展望。从2016 年到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研究所一直承担“武汉市电子商务市场交易情况监测与分析”工作，该项目

要求每年向武汉市政府提供季度报告 4份和年度报告 1 份，研究成果用于每季度

和年底的武汉市宏观经济会议(市长办公会)，作为武汉市电子商务发展政策制定

的重要决策依据。团队成员张珺副教授受湖北省鄂州市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

承担葛店中部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申报材料编制工作，协助该基地于 2020 年成功

晋升国家级示范基地，为鄂州新添了“国字号”新名片。

4.3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管理研究团队依托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平台优势，引导农村文化

产业发展，服务于“三农”建设、脱贫攻坚、生态环境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农

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在关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建设中国美丽乡村、农村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等领域进行深刻思考和调查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被《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报道，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积极的评价。例如，詹一虹教授团

队承担的“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道罗家岗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后，罗家

岗村已经发展成为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华中地区第一个多层次

再现明清乡村集镇田园风貌的文化体验类永续性传统村落。罗家岗村以复原明清时期乡村

整体风貌、浸入式体验传统农家生活以及明清上古文化的“活态”博物馆和生态民

居聚集区为特色，2018 年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

统村落名单，同年成功被列为2018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

(湖北省仅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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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续改进计划

针对上述问题，本学位授权点拟通过聚焦学科专业重点、交叉融合和合作提

高等战略与路径，建设好教学、科研与创新协同环境平台，全面增强办学实力和

提高教育、科研、服务水平。我院将众志成城，以协同创新为引领，以社会服务

支撑，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特色鲜明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努力实现

“精基础，重实践，强能力，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保证本学科在湖北省和

全国高师院校的优势地位。具体地，针对现有不足，拟采取如下保障措施：

（1）师资队伍提升：在接下来的五年内，通过“外引”与“内扶”两条路

径， 努力实现本学位授权点人才队伍建设的新突破。同时，继续按照本学位授

权点的《导师聘用及管理规定》对本学位授权点师资队伍严格考核，进一步完善

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畅通导师聘任和职称聘任特殊通道，为优秀拔尖人才提供更

好的发展平台，优化当前教师梯队建设。

（2）科学研究发展：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本学位授权点要继续凝练特色

优势研究方向。依托本学位授权点“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特色研究方向，结合

当前“大数据”环境下的热点研究趋势，进一步提高本学位授权的理论创新水平。

把握“互联网+”时代特征，发挥本学位授权点在电子商务方向上的特色优势，

加强行业应用，理论联系实际，依托项目产出高水平成果，并实现成果的有效转

化。紧密结合华中师范大学的师范特色和教学研究特长，加强数字化和信息化领

域的研究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应用示范，有效实现理论研究和行业应用的协同发展。

（3）教学和实验条件改善：本学位授权点依托“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湖北省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进一步向教育部、湖北省和华中师

范大学等各级各部门多渠道申请建设经费，用于更新教学与研究设施设备，改善

实验环境，加强服务器及分布式计算集群的建设，加强精品课程与教学成果奖、

精品课程教材建设，为本学位授权点在新常态下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更为

有力的支撑平台。

（4）培养流程优化：针对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一快速发展的学科，本学位授

权点秉承“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积极学习国内外兄

弟院校的先进经验，在招生委员会、培养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

的领导下，严格执行招生、培养、答辩和学位授予标准等文件，在“入口”上严

格把关，进一步提升生源质量；在培养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导师和研究生的日

常考核和检查力度；在“出口”上严格执行答辩和学位授予标准，继续提升硕士、

博士毕业生的学术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从而实现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优化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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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立足前沿，服务国家，坚持“需求导向、创新驱

动、特色引领、质量发展”原则，致力培养掌握公共管理学科基础理论与专门知

识，熟悉公共事务管理政策法规、技术方法，具备较好公共事务管理能力与素质，

既具有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的厚实基础和发展能力，还具有能在党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

的复合型人才。

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本学科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坚实宽广的基

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以及开展创造性科研活动的能力，至少熟练掌握一

门外国语，身心健康， 能够独立从事公共管理学科相关领域理论研究、教学及

实际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在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从事政策法规研究、组织人事管理、机关事

务管理、社会公众沟通等公共管理工作和本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型、应用

型高级专门人才。

1.2 学位标准

本学位授权点在学位标准不低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

位基本要求》的原则下，制定了《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标准》和《公共管理学硕

士学位标准》，对获得相应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基本素质、基本学术能力和

学位论文要求等作了进一步规定。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公共管理学科 2019 年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位列第 15 名，居

全国前 7%。设置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土地资源管理 3 个培养方向。行政管

理培养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政府治理理论与改革、公共政策分析、政府发展与社

会政策、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比较政府体制及其运行

机制、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公共经济管理；社会保障培养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

社会保障基础理论与政策、养老保障、贫困与地方治理；土地资源管理培养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为土地资源管理与城镇建设、土地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规划、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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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管理比较、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如表 1 所示。

表 1：学位点的培养方向及其特色

培养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

行政管理

领域：政府治理理论与改革、公共政策分析、政府发展与社会政策、法治政府

理论与实践、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比较政府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地方政府

与基层治理、公共经济管理

特色：地方政府治理

优势：①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和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ECCEQ)共同发布的 2015-2016 年中国研究

生教育分专业排行榜中，我院行政管理专业排在第 6 名（开设此专业的学校共

167 个）②建设有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湖

北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中心，校级研究基地中国人才研究院，拥有湖

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 1 人。③近五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 项，其中包

括重点项目 2 项和其他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④获省部级奖励 2 项，发表

SSCI/SCI 一区及二区论文十余篇，在《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等行政管

理重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

社会保障

领域：社会保障基础理论与政策、养老保障、贫困与地方治理

特色：社会救助与医疗保障

优势：①建设有校级研究中心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③在《中国人口科学》《中国公共卫生》等社会

保障专业重点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土地资源管

理

领域：土地资源管理与城镇建设、土地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规划、中外土地资

源管理比较、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特色：土地资源管理与城镇建设

优势：①建设有校级研究中心自然资源与不动产治理研究院。②近五年主持国

家自科基金项目 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项目 2 项，湖北省社科项

目 6项，武汉市社科项目 3 项。③发表 SSCI/SCI 一区及二区论文十余篇，在

《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中国土地科学》《经济地理》等土地资源管理专

业重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2.2 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有 49 名在职在编教师，35 岁及以下 13 人、36 至 45 岁的

18 人、46 至 55 岁的 13 人、56 至 60 岁的 4 人，60 岁及以上 1 人；正高

级职称 14 人、副高级职称 24 人、高级职称占 77.55%；获得博士学位 49 人，

占 100%；拥有海外学习或科研经历超 10 个月的 21 人，占 42.9%；博士生导师

14 人，硕士生导师 40 人，硕士生导师占比超 81.6%，如表 2 所示。同时，公

共管理学位点常年聘请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冉冰副教授、中共湖北省委直属机

关工委党校校长邹德文和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为特聘

教授，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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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师资队伍的总体状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计
35 岁及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正高级 14 0 4 5 4 1 14 8

副高级 24 6 11 7 0 0 24 10

中级 11 7 3 1 0 0 11 3

总计 49 13 18 13 4 1 49 21

方向 1“行政管理”的带头人为张立荣教授（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 ，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学术骨干有徐增阳教授等 7 人，其他主要师资有徐

军玲副教授等 9人、王戈等讲师 2人，如表 3 所示。

表 3：方向一师资基本情况

方向一 行政管理 专任教师 19 正高职人数 8

序

号
姓名 学科 出生年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主要学术兼职

1 张立荣 带头人 1956 博士 教授

全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指导专家、湖

北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湖北公共管理研究

会副会长

2 徐增阳 学术骨干 1975 博士 教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中

国政治学会理事、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 会常

务理事、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北

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咨询专家

3 费军 学术骨干 1964 博士 教授

4 张启春 学术骨干 1965 博士 教授

亚洲开发银行财政与公共政策专家、湖北省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全

国经济地理学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科

学学会会员、湖北省纪检监察学会个人常务理

事等

5 尤光付 学术骨干 1963 博士 教授

6 杨炎轩 学术骨干 1969 博士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MPA 中心副主任

7 戴胜利 学术骨干 1977 博士 教授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

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会

常务理事、湖北省行政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

美国孟菲斯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巴渝学者讲座教授

8 冷向明 学术骨干 1979 博士 教授

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湖北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

事、湖北政治学会理事、湖北公共管理研究会

理事

9 徐军玲 主要师资 1973 博士 副教授
兼任省政治学会理事、省总工会学会理事等。

为湖北省深化改革办公室智库专家

10 定明捷 主要师资 1975 博士 副教授

11 陈刚华 主要师资 1976 博士 副教授 兼任华中师范大学韩国文化研究研究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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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方政府治理评论编辑；湖北省公务员考试

阅卷专家，湖北省机关事业单位行政后勤管理

员技术等级考核主讲专家。

12 胡隆基 主要师资 1976 博士 副教授

13 饶常林 主要师资 1978 博士 副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地方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兼任湖北省行政法学会常务理

事、湖北省政治学会理事、湖北省公共管理学

会理事

14 孟凡 主要师资 1983 博士 副教授

15 张伟 主要师资 1986 博士 副教授

创造力管理领域权威期刊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SSCI)执行编辑，IEEE 国

际技术与工程管理协会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

期刊 Complexity(SCI)、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SCI)、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SCI)客座主编

16 谢胜华 主要师资 1987 博士 副教授

担任 Health & Place, Housing Studies,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等大量期刊匿名审稿人。

17 魏来 主要师资 1989 博士 副教授

18 王艳艳 主要师资 1977 博士 讲师

19 王戈 主要师资 1988 博士 讲师

方向 2“土地资源管理”的带头人为卢新海教授（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

事、湖北省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学术骨干有张祚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桂子青

年学者”）等 1人，其他主要师资有韩璟副教授等 7人、匡兵等讲师 5人，如表 4

所示。

表 4：方向二师资基本情况

方向二 土地资源管理 专任教师 14 正高职人数 2

序

号
姓名 学科 出生年

最高学

位

专业技

术职务
主要学术兼职

1 卢新海 带头人 1965 博士 教授

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

济学会常务理事华中学者特聘教授、中国

高校房地产学者联谊会理、湖北省土地科

学学会副理事长

2 张祚 学术骨干 1982 博士 教授

湖北土地学会理事、入选湖北省社会科学

七个一百人才计划、

华中师范大学桂子青年学者

3 李崇明 主要师资 1972 博士 副教授

4 李名峰 主要师资 1976 博士 副教授

5 罗翔 主要师资 1978 博士 副教授

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

家、教育部学位中心通讯评审专家；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Land Use Policy、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

济》、《中国人口科学》、《地理研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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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科学》、《自然资源学报》、《长江流域资

源与环境》等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6 吴郁玲 主要师资 1979 博士 副教授

7 张路 主要师资 1985 博士 副教授

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ECOSYSTEMS等期刊审稿专家。

8 韩璟 主要师资 1985 博士 副教授 土地资源管理系系主任、支部书记

9 柯善淦 主要师资 1991 博士 副教授

10 丁悦 主要师资 1972 博士 讲师

11 宋明洁 主要师资 1988 博士 讲师

12 匡兵 主要师资 1989 博士 讲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议专家，Land Use
Policy、Energy Policy、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Geoderma、Growth and
Change、Geographical Research 等
SSCI/SCI 期刊匿名审稿专家。

13 杨柏寒 主要师资 1990 博士 讲师

14 刘超 主要师资 1990 博士 讲师

方向 3“劳动与社会保障”的带头人为周凤华教授，学术骨干有舒晓兵、代

先华教授等 3 人，其他主要师资有王超群副教授等 8人、徐舒展等讲师 4人，

如表 5 所示。

表 5：方向三师资基本情况

方向三 社会保障 专任教师 16 正高职人数 4

序号 姓名 学科 出生年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务
主要学术兼职

1 周凤华 带头人 1974 博士 教授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理事，

东亚社会政策研究协会理事，湖北省民

政厅、湖北省财政厅绩效管理专家，武

汉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2 代先华 学术骨干 1974 博士 教授

科技部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评审专家。

Economic Modelling、Journal of

Computing Statistics 等审稿人

3
舒晓兵 学术骨干 1968 博士 教授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员，北京市心理学

会会员，湖北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

长，湖北省第十一届青联委员，

4 田鹏 学术骨干 1978 博士 教授

湖北省人力资源学会副秘书长湖北省青

年联合会常委，湖北省第二届青年创业

导师团成员，武汉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与

研究中心研究员。

5 王超群 主要师资 1986 博士 副教授

湖北省医疗保障改革协同创新中心常务

理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国家医疗保障

局医疗保障网络宣传员、湖北省医保基

金专家监督员、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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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清华 主要师资 1968 博士 副教授 国家扶贫办教育委员会理事。

7 王远伟 主要师资 1970 博士 副教授

8 吴克明 主要师资 1974 博士 副教授

9 张奎力 主要师资 1975 博士 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0 孙永勇 主要师资 1975 博士 副教授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金分会理事、中

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研究员、武

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

11 唐芸霞 主要师资 1979 博士 副教授

12 徐芳 主要师资 1982 博士 副教授

13 舒展 主要师资 1979 博士 讲师

14 刘国磊 主要师资 1984 博士 讲师

15 董明媛 主要师资 1987 博士 讲师

16 叶丽萍 主要师资 1987 博士 讲师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授权点 2020 年科研经费共计 349.287 万，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1 项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3 项。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项，武汉市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如表 6所示。

表 6：2020 年主要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来源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

基于 Geodesign 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三生”空间智慧优化系统研究：框

架、模型与实证

宋明洁 2020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新中国 70 年农地产权制度的形塑机

理与实践逻辑研究
魏来 2020

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

般项目

合作治理视角下健全党全面领导社

区治理的制度研究
冷向明 2020

4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公众政务 APP 使用及其政治影响研

究
王戈 2020

5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协调耕地保护与生态保育的土地资

源优化配置及其补偿机制研究
杨柏寒 2020

6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健

康影响机制研究
叶丽萍 2020

7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农村老年人社会网络类型与健康及

其行为关联机制研究：基于湖北省的

调查

叶丽萍 2020

8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绿色转型的动

力机制、效率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
匡兵 2020

9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 建构行动者联盟：基层治理创新“落 冷向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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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来源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一般项目 地”中制度企业家的行动逻辑研究

——基于武汉市社区治理创新案例

比较

10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县级国土空间

规划决策支持系统研究：框架与实证
宋明洁 2020

11
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武汉市土地利用

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李崇明 2020

12 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
“三权分置”背景下武汉市推进宅基

地改革可实现模式及保障机制研究
罗翔 2020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授权点支撑研究生科研、学习的平台由智库平台、干训基地平台和实

践培养平台组成，如表 7所示。

表 7：教学科研支撑平台一览表

序号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

度

本学科

参与情况 贡献比例

1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

研究中心
文化部 2006 1(1) 2(30%)

2 中国老龄协会老龄科研基地 中国老龄协会 2020 1(1) 1(100%)

3
湖北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

展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育厅 2011 1(1) 1(100%)

4 湖北省文化体制改革智库

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

湖北省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15 1(1) 1(100%)

5 湖北社会建设研究院 湖北省委宣传部 2016 1(1) 2(50%)

6
湖北省党政干部华中师范大

学培训部
湖北省委组织部 1982 1（1） 100%

7
教育部中南教育管理干部培

训中心
教育部人事司 1982 1（1） 100%

8 中国人才研究院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1（1） 100%

9 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1（1） 100%

10
自然资源与不动产治理研究

院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1（1） 100%

（1）智库平台。公共管理学位点单独及联合建设的智库有 8 个，其中省部

级智库 5个，校级智库 3 个，分别是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

国老龄协会老龄科研基地、湖北省文化体制改革智库、湖北社会建设研究院、湖

北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人才研究院”、“劳动

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自然资源治理研究院”。近年来，各研究中心围绕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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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城市治理、劳动力权益保护、留守老人、妇女与儿童保护、长江经济带协

同发展等重要政策议题形成系列决策咨询报告，其中被省部级以上领导人批示或

部门采纳的咨询报告 30 多份。以疫情防控为例，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公共管

理学院积极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理念，第一时间组织各研究中心开展疫

情研究、防疫研究和疫后经济复苏研究，积极参与决策咨询，打响了一场特殊的

学术战“疫”，为疫情防控献计献策，向相关政府部门提交咨询报告数十份，被

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咨询报告有 4份。

（2）干训基地平台。公共管理学位点有两大干训基地：一是 1982 年开班

的教育部中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全国六大中心之一）；二是 1989 年开班

的湖北省党政干部华中师范大学培训部（省委组织部直管）。截止 2020 年底，基

地共举办高校中层干部培训班 79 期，湖北省直机关处级干部培训班 82 期，共计

培训干部 3 万多人，其中 10 多人成为省部级领导，400 余人成为厅局级领导。

干训中心受到各级领导和参训学员的高度好评。干训课程《价值多元化进程中的

中华文化建设与民族伟大复兴》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推荐目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巍巍丰碑——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恽代英的初心与使命》、《金融稳定的保障机制》等五门课程入选湖

北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在浦东干部学院、全国教育干部培训机构培训者研讨

班、全国教育干部国家级培训机构负责人联席会、湖北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等

场合，培训部多次作经验交流发言。《湖北日报》、中组部干教局主办的《全国干

部教育通讯》、浦东干部学院主办的《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等媒体刊物先后多次

对干训中心的干部教育培训经验和动态进行宣传报道。

（3）咨政服务平台：公共管理学位点与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

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打造了咨政服务平台“湖北地方政府治理

高层论坛”。论坛举办的目的是：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探索高校智库与地方政府有效合作的形式与机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此

同时，建设一流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决策“智库”，

建设一流的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和学术积累的知识“创新体”。论坛的运作机制是

“地方政府出题，研究中心答题，提出政策建议”。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首届

论坛与鄂州市政府合作，于 2018 年 11 月份举行。论坛围绕鄂州市社区治理创

新、城市智慧化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航空都市区建设等发布了 9

项研究成果。第二届论坛与宜城市合作，于 2020 年 12 月份举行。论坛围绕宜

城市土地流转制度、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乡村振兴模式等 4

个方面的问题发布了 4项研究成果。

（4）实践培养平台：公共管理学位点开展新冠疫情与武汉城市基层治理变

迁追踪研究（“百社十年”观察项目），深入粮道街民主路社区、徐家棚街道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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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社区、四新街道梅林都汇社区、中华路街道户部巷社区等社区，培养懂国情、

重实干的公共管理专门人才，走“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教学相长、导学相长”的

实践育人之路。学生既要在学校上课，还要在田野调查，实行“学校—田野”的

双向、双轨学习过程。

2.5 奖助体系

为了全面推进高水平大学和创新型学院建设，按照学校研究生奖助体系的总

体安排，本学位授权点建立了类型多样、覆盖面广和完善的奖助体系。

（1）新生奖学金。为吸引优秀生源，优化生源结构，进一步提高研究生人

才培养质量，我校特设立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5000 元/人。

（2）学业奖学金。为了建立新型的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培养机制和

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院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业成

绩、社会实践和科研成果等三个方面，划分 A、B、C三等。其中博士 A等 15000

元/人，B等 12000 元/人，C等 10000 元/人；硕士 A等 12000 元/人，B等 8000

元/人，C等 4000 元/人，总覆盖面 100%。

（3）助学金。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我

院按照学校文件要求资助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在基本学制年限内的

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覆盖面 100%。符合资助条件的

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5000 元/人；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人。

（4）国家奖学金。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

行办法》和学校制定《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我院结

合实际工作，制定了《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博士研

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3万元；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万元。

（5）“三助”岗位津贴。学院鼓励、支持研究生积极参与学院的教学助理、

科研助理、行政助理等工作，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可兼任学院的助管、助教和助研

等岗位，津贴为每人每月 500 元。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 348 人，上国家线人数

121 人，复试人数 51 人，录取人数是 45 人，报录比是 13%，另外还录取推免

生 24 人、在生源结构方面，从来源高校的地域分布看，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

南民族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省内高校的是 26 人（占 47%），来自湖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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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省外高校的是 43 人（占 53%）；

图 1：2020 年硕士生的生源结构（地域）

2020 年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 46 人，复试人数 18 人，录取人数 13

人。在生源结构方面，从来源高校的地域分布看，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省内高校的是 5 人（占 47%），来自郑州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省外高校的是 8 人（占 53%）；

图 2：2020 年博士生的生源结构（地域）

为了保障优质生源，2020 年公共管理学位点采用了以下措施：（1）开展优

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自 2018 年以来，我院共开展了三届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

营活动，2020 提 7 月 9 日至 10 日第三届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在线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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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有近 106 名来自南昌大学、海南大学、郑州大学等全国高校的应届本科毕

业生参加，聘请了校外知名专家作主题报告，我院教师作分会场报告，展开了学

术研讨和研究方法的交流，并就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进行了宣传。（2）加

大新媒体宣传。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号，加大公共管理学位

点、优秀生源奖励等宣传，吸引优秀学子报考。（3）做好线上招生宣传，通过研

招直播、学院宣传片、专业/导师短视频、院享汇功能页，实现研究生招生的“精

准选才”。

3.2 思政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要求，

按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 1∶200 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以专兼结合、以专

为主的原则，选聘优秀党员学生骨干作为兼职辅导员，鼓励和支持辅导员队伍专

业化建设，配齐配强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联动导师、辅导员、兼职辅导员、

家长等多方力量共同建构的“大思政”队伍。

本学位点加强思政课程体系建设，巩固理论学习成果，探索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的“双轨驱动”发展，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地位，按照学校课程要

求开设主题思政教育课，组织创建好“研究生思政主题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讲授重点，以爱党、爱国、爱校为课程主线，以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观念、文化修养为培养目标，贯彻价值引领、能力培

养、知识传授的教育教学理念。同时，公共管理学位点引领课程思政常态化建设。

一是将课程思政纳入教师工作年度考核指标，提升全院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和课程

思政能力；二是以年级为单位，组建专业教师课程思政协同团队，研讨工作方法，

丰富“公共管理+思政”分众化教学形式，围绕“思想引领、知识传授、能力提

升”三位一体的课程建设目标，深入挖掘每一门课程的德育内涵和元素；三是努

力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将课程思政内容全面融入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大纲，形

成课程思政资源库。

公共管理学位点目前有 7个研究生党支部，学院党委落实落细政治建设各项

任务，规范党支部建设，强化考核力度，提高支部工作的标准化管理水平，定期

对支部书记进行培训，承办全校研究生新生支部书记培训班。学院党委重视“对

标争优”，做好支部品牌创建，强化支部活动成效。博士支部书记侯娇获学校第

三届“支部好案例、党员好故事、书记好党课”三等奖。

3.3 课程教学

在课程教学方面，本学位授权点把加强党的领导，立德树人、提高教学质量

贯穿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构建公共情怀、管理能力和创新思维“三位一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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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模式，加强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主体的公共管理学科基础课程与

教学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不同层次人才的专业课程教学目标、教学与考核标准，

打牢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学科体系基础；以多层次多类型培养平台为依托，以特

色优势学科和研究性课群为抓手，以信息化和国际化为两翼，建立和完善公共管

理学科专业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本学位授权点围绕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3 个培养方向、博

士和硕士 2个培养层次，按照“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人才培养的

总体要求，遵循深根基与宽基础相结合、经典与前沿相结合、理论与方法相结合

等原则，硕士层次开设了《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等 19 门必修课，

共 42 个学分；开设了《地方政府学》、《职业养老金专题研究》、《地理信息系统

及应用》等 38 门选修课，共 66 个学分。博士生层次开设了《公共管理理论与

实践》、《公共政策分析》、《社会保障理论与前沿问题》等 7门必修课，共 20 个

学分；开设了《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前沿 》、《土

地经济与政策 》等 5门选修课，共 15 个学分。课程开设情况如表 8 所示。

表 8：公共管理学位点开设的课程一览表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学

分

授课

语言

公共管理学 必修 冷向明 3 中文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必修 胡隆基 4 中文

学位论文写作 必修 徐增阳 2 中文

政治学 必修 尤光付 2 中文

公共经济学 必修 徐军玲 2 中文

公共政策 必修 陈刚华 2 中文

宪法与行政法 必修 饶常林 2 中文

教育管理学 必修 孟凡 2 中文

教育经济学 必修 吴克明 2 中文

教育财政学 必修 王远伟 2 中文

教育人力资源管理 必修 田鹏 2 中文

社会保障基础理论研究 必修 孙永勇、刘国磊、代先华 3 中文

社会救助专题研究 必修 王超群、周凤华、张奎力 2 中文

医疗保障专题研究 必修 唐芸霞、王超群、徐芳 2 中文

养老保障专题研究 必修 刘国磊、孙永勇、代先华 2 中文

土地资源管理专题 必修
卢新海、匡兵、银超慧、杨柏寒、刘超、

张路
2 中文

土地利用与空间规划 必修 宋明洁、杨柏寒、刘超 2
中英双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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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学

分

授课

语言

土地制度与政策 必修 李名峰、吴郁玲、匡兵、韩璟、李哲 2 中文

土地经济理论 必修
吴郁玲、罗祥、李名峰、丁悦、柯善淦

哲
2 中文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 选修 费军、王戈 2 中文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选修 张启春 2 中文

地方政府学 选修 徐增阳、魏来 2 中文

区域公共管理 选修 戴胜利 2 中文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选修 冷向明、魏来、王戈 2 中文

西方行政学说史 选修 定明捷 2 中文

政府绩效管理 选修 王艳艳、费军、尤光付 2 中文

系统管理 选修 张伟、费军 2 中文

公共行政学前沿 选修 张立荣、冉冰 2 中文

比较行政 选修 陈刚华、尤光付 2 中文

计量经济学与 Stata 软件

操作
选修 谢胜华、胡隆基 2 中文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选修 定明捷 2 中文

创新管理 选修 张伟 2 中文

人才理论与政策 选修 课程组（徐增阳负责） 2 中文

职业养老金专题研究 选修 孙永勇、代先华、刘国磊 2 中文

计量经济学研究 选修 代先华 2 中文

保险学理论 选修 董明媛、唐芸霞 2 中文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专题研究 选修 代先华、孙永勇、刘国磊 2 中文

贫困与社会政策研究 选修 周凤华、张奎力 2 中文

社会保障风险管理研究 选修 徐芳、代先华 2 中文

长期护理保险专题研究 选修 舒展、刘国磊 2 中文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专题研究 选修 周凤华、孙永勇、王超群 2 中文

社区卫生治理专题研究 选修 张奎力、周凤华、舒展 2 中文

医疗保障国际比较研究 选修 王超群、徐芳、唐芸霞 2 中文

薪酬管理专题研究 选修 张清华、舒展 2 中文

经典著作选读 选修 徐芳、董明媛、王超群 2 中文

医院管理专题研究 选修 舒展、徐芳、唐芸霞 2 中文

慈善事业专题研究 选修 董明媛、刘国磊、孙永勇 2 中文

不动产估价理论与方法 选修 韩璟、卢新海 1 中文

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 选修 张祚、宋明洁 1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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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学

分

授课

语言

土地调查与统计 选修 李崇明、张祚、韩璟 1 中文

土地利用与城市化 选修 丁悦、李崇明、匡兵、韩璟 1 中文

土地整治理论与方法 选修 张路、卢新海、韩璟 1 中文

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粮食安全 选修 匡兵、杨柏寒、柯善淦、张路 1 中文

高级计量经济学 选修 罗翔、张祚、李崇明 1 中文

空间分析与建模 选修 宋明洁、张祚 1 中文

研究方法论 选修 吴郁玲、罗翔 1 中文

不动产登记难点问题解析 选修 李名峰、丁悦 1 中文

3.4 导师指导

公共管理学位点根据教育部 2020 年印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关

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

办法》等管理文件，规范导师的选聘、培训、考核和指导行为。

（1）导师队伍的选聘。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规定导师的任职资格需要符合以

下条件：①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治学态度和学术品格，熟

悉并认真执行国家和学校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政策 和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学术水

平和指导能力，为研究生培养提供 必要的条件，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身体健

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57 岁（2013 年以前聘任的博士生导师一般不超过 62 岁），

年龄截止时间以申报当年启动聘任时间为准，每年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 间在国

内指导研究生。②申请博士生导师原则上为正高级职务并具有博士学位，或业绩

突出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副高级职务，或为学科建设做 出重大贡献的正高级职务

人员。③申请硕士导师必须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中级 职称且具有博士

学位的人员。④首次聘任上岗的博士生导师，应已完整培养过一届及以上硕士研

究生或参加过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工作并完整地协助培养过一届博士研究生，培

养质量较好，具备承担过至少 一门较高水平的研究生课程的经历和能力。⑤有

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所从事的 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或实际应用价值，近五年来发表的 论文、学术专著（教材）及所获成果成绩

显著，学术水平在本学 科领域居国内前沿或领先地位，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国

际先进水 平。从事应用型学科专业研究的，应有重要的科技成果或发明创 造或

专利或研究成果被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采纳，并产生明显的 经济效益或社会效

益。主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可供培养研究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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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院公共管理学位点通过遴选共有 42 位教师获得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资格， 44 位教师获得了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8名教师活动博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2）导师队伍的培训。

受疫情影响，本学位授权点主要采用了两种途径开展导师队伍培训。①访学

培训计划。结合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资助计划，选派青年教师赴国（境）外高

水平大学访问。2020 年，我院张奎力副教授顺利完成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的访学任务。②能力培训计划。我院青年教师杨柏寒、刘超、王戈、魏来、叶

丽萍、柯善淦、张路、张祚、匡兵 2020 年参加学校举办的新晋研究生导师培训。

（3）导师队伍的考核。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明确了担任公共管理硕士生导师

的思想政治要求，职称要求，教学要求，经验要求和科研要求。本学位点颁布的

《关于学术型上岗硕士生导师上岗科研条件的规定》规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近

5年内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新主持国家级项目或教育部、科技部自然科学（科技）、社会科学、软

科学项目、其他部委常设竞争性项目、湖北省(含武汉市)自然科学（科技）、社

会科学、软科学、教育规划项目 1项；或者累积到账科研经费达到 10 万元。

（2）发表 SSCI\SCI\AHCI\文科 24 种权威期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全文转载（3000 字）\公共管理学科 A刊论文 1篇；或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资助期刊和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登 1000－3000 字的、被

《新华文摘》（网络版）全文转载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3000

字以上）的论文 2篇；或 CSSCI 来源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上发表的论

文和《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500 字以上）、《高等学校文科学

术文摘》转载（1000-3000 字）、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的文章 3篇。

（3）出版学术专著（独立作者）1部；或学术专著（合著）、教材 2部。

（4）获国家级奖（有奖励证书者）或省、部级（一等奖前 3位、二等奖前

2位、三等奖第 1位，含武汉市）科研成果奖 1项。

（5）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2000 字以上学术类）发表论文 1篇；

或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采用（不含观点摘登）、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建议》（《教育部简报（大学智库专刊）》）采用（不含观

点摘录）的咨询报告 1篇；或国家部委采纳且该部委办公厅出具证明的、省委省

政府采纳且有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出具证明的、获得湖北省发展报告奖（含优秀调

研奖，有国徽章或省委公章）的咨询报告 1篇；或省部级领导实质性批示、国家

社科基金《成果要报》采用（含观点摘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建议》

（《教育部简报（大学智库专刊）》）采用（含观点摘录）的咨询报告 2篇；或省



211

级政府、国家部委（含副省、部级）下属部门采纳的咨询报告 4篇。

本学位点颁布的《关于博士生导师上岗科研条件的规定》规定博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近 5年内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近 5年内，新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或主持部级科研项目 2项或累计科研

经费 20 万及以上。 近 5年内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在 CSSCI 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篇，其中至少在 SSCI\SCI\AHCI\文科

24 种权威期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3000 字）\公共

管理学科 A刊上发表论文 2篇；或至少有 5篇发表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资助期

刊上，其中至少 1 篇发表在 SSCI\SCI\AHCI\文科 24 种权威期刊\《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3000 字）\公共管理学科 A刊上。

（2）出版学术专著 2部，或学术专著 1部和教材 1部；

（3）获国家级奖（有奖励证书者）或省、部级（一等奖前 3位、二等奖前

2位、三等奖第 1位）奖；

（4）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2000 字以上学术类）发表论文，或

研究成果被国家领导人、正省部领导人实质性批示\省部级（含副省、部级）政

府或部门出具盖有国徽章的采纳意见或感谢函\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采用

（不含观点摘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建议》（《教育部简报（大学智库

专刊）》）采用（不含观点摘录），合计 2篇及以上。

（5）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其中至少在 SSCI\SCI \AHCI\

文科 24 种权威期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3000 字）

\公共管理学科 A刊论文 1篇；且出版学术专著（独立作者）1部。

3.5 学术训练

为了提升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公共管理学位点从三个方面

开展了对研究生的培养和学术训练工作，并予以经费保障。

（1）依托实践基地，推动学生深入基层。

本学位点坚持走“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教学相长、导学相长”的科研育人之

路，鼓励研究生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中不断学习， 我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发起“百社十年”观察项目，让研究生深入粮道街民主路社区、徐家棚街道水岸

星城社区、四新街道梅林都汇社区、中华路街道户部巷社区等社区调查研究，实

行“学校—田野”的双向、双轨的学习过程。100 多位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并撰写

调查报告，提交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其中 20 多份被采纳或得到领导批示。

（2）依托优创项目，鼓励研究生自主研究。

学校通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简称优博培育项目）和研究生教

育创新资助项目（简称创新资助项目），资助研究生开展自主创新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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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位点的张磊、段新、杨浩 3 名研究生同学 2020 年获得了优创项目的

资助，优博培育项目资助额度为 2万元，创新资助项目资助额度为 1万元，促进

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形成了有利于研究生科研创新的激励机制。

表 9：忧创项目 2020 年立项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编号

1 突发性环境危机的风险演化及治理研究 段新 2020CXZZ011

2 城市高质量建设与低碳经济发展的演化特征及互动机制 杨浩 2020CXZZ012

3 城市社区政策执行差异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 张磊 2020YBZZ010

（3）依托多方发力，提升研究生学术能力。

本学位点开设多门研究方法、论文写作课如《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研究方

法论》、《计 量 经 济 学 与 Stata 软件操作》 、《 学位论文写作》 等对研究

生进行学术训练，所有培养方向都设置了常规的导师组大例会制，每周或每两周

举行一次本方向所有导师及研究生的大例会，同时，每位导师每周都会举行一次

其指导学生参加的小组例会，例会主题包括研究方法的学习、经典文献分享、研

究设计的讨论、投稿论文的修改等。学院层面也会每年定期举办研究方法和研究

技能类的主题培训，在学院、导师、教师的多方努力下，2020 年我院研究生在

学术上取得骄人成绩，如表 10 所示。

表 10：2020 年研究生学术成果

序号 姓名 专业年级 培训内容 时间 备注

1

梅莹

长江经济带人口空间分布的

“逆城市化”趋势及影响因

素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20/1/27 CSSCI

梅莹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理

论逻辑、体系构建与实现机

制

江海学刊 2020/7/10 CSSCI

2 张磊
公共服务精准化：城市社区

治理机制创新

《新华文摘》全

文转载

2020 年 2 月第

3期
权威期刊

3 胡俊杰

基于 DEA 的城市土地利用效

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吉林省 9地市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境

2020 年 3 月 15

日
CSSCI

4 杨喜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尾

效测度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年第 3期 CSSCI

5 杨浩

基于“三生空间”演化模拟

的村庄类型识别研究——以

湖南省常宁市为例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年第 6期 CSSCI

6 熊雪婷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

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

适

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文社科版）

2020 年 11 月 3

日
CSSCI

7 段新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

理的协调效应及其动态关系
统计与决策 2020 年 8 月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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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年级 培训内容 时间 备注

段新

Knowledge map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management based on

keywords network and

co-word analysis,

2005-2018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年 3 月
SCI(JCR 分

区:一区)

段新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egree of Government,

Corporation and Public

Sustainability 2020 年 2 月
SSCI/SCI(JCR

分区:二区)

8 张欣欣

How to Coordinate

Economic,Logistic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idences from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20/1/31
SSCI(JCR 分

区:二区)

9 张明阳

What influe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green

logistics policies?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4.20
SCI(JCR 分

区:一区)

10 李家明

Urban lake spatial

openness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land

prices:

Exploratory geovisual

analytics for essential

policy insights

Land Use Police 2020 年 3 月
SCI（(JCR 分

区:一区)

11 敖心荷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ased on carbon emission

constraint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0.04.22
SCI(JCR 分

区:一区)

3.6 学术交流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留学生人数稳步增长，新增来自越南、缅甸、津巴

布韦、南非、莱卡托等国的留学生 5名；面向留学生的课程体系日趋完善，构建

了涵盖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管理等多专业的全

英文课程体系。2020 年 11 月，我院承办了第二十五届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展学

术研讨会（CRIOCM2020）。会议采取 ZOOM+腾讯会议+B 站的多平台线上模式，来

自十多个国家的 300 多名代表参与了会议，进一步提升了我院的国际影响力。另

外，本年度中，我院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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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亚隆宫皇家大学的国际合作与联合培养项目也在推进中。

本学位点重视学生的学术交流活动，每年都从研究生运行经费中拨出相应款

项，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会议和科研培训；同时，研究生院按照《华中师范

大学资助优秀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暂行办法》的规定，提供了研究生参与各

种重大国际学术会议的经费保障。2020 年公共管理学位点 2018 级的潘子纯、

李家明同学、2019 级的范翔宇、张雷、杨川等 5 位同学、2020 级的王丽英、

郭淑云同学参加了在长沙、广州、成都、贵阳等地线下和线上举办的第六届城市

治理与学科发展研讨会、第十一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第六届城市治理博士

生论坛等 11 次学术会议，并作了发言，如表 11 所示。

表 11：研究生 2020 年参加学术交流的一览表

序号 姓名 专业年级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范翔宇
2019 级

公共管理

贵州财经大学的中国土地科学论坛暨

院长系主任联席会
2020 年 10 月 线上

2
湖南大学第六届城市治理与学科发展

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中国-长沙

3 张雷
2019 级

公共管理

第二十五届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展国

际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线上

4 杨川
2019 级

公共管理

第二十五届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发展国

际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线上

5 颜明芬
2019 级

公共管理

南方医科大学第一届卫生管理紫荆论

坛
2020 年 11 月 中国-广州

“社会保障前沿问题”高峰论坛暨第

十一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
2020 年 10 月 线上

武汉大学第十四届珞珈国是论坛 2020 年 11 月 20 日 中国-武汉

6 王丽英
2020 级

公共管理

湖南大学第六届城市治理与学科发展

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中国-长沙

7 李家明
2018 级

公共管理
2020 年中国土地科学论坛会议 2020 年 10 月 26 日 中国-贵阳

8 曾祯
2019 级

公共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2020中国公共管理学术

年会第六届公共管理青年学者论坛
2020 年 11 月 14 日 中国-成都

9
郭淑云

2020 级

公共管理博士

第十四届珞珈国是论坛 2020 年 10 月 30 日 中国-武汉

10 第六届城市治理博士生论坛 2020 年 11 月 30 日 线上

11 潘子纯
2018 级

公共管理

全球粮食资源利用与粮食安全专题研

讨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线上

3.7 论文质量

公共管理学位点依据《华中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六章第十四

条明确了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依据《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盲评工作实施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和结果处理办

法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实施办法 》严格执行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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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外审、盲审、抽检和复制比检测制度，依据《公共管理学院关于研究

生学位论文开题的规定》、《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管理办法》《华

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

行条例》，本着“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毕业

论文质量管理，严肃开题、预答辩和答辩等学位论文质量把控环节，扎实提升毕

业论文质量。2020 年，我院在学位论文抽检、评审中未出现质量不合格的问题。

3.8 质量保证

本学位授权点出台《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实施细则》、《公

共管理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规定》、《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

间创新科研成果基本要求暂行规定》、《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等

一系列规定，从课程考核、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论文答辩、后期监督等环节加

强对公共管理学位点研究生的全过程管理，严抓学位论文质量来确保研究生培养

质量。研究生的开题工作要求在毕业前一年完成，研究生要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开

题。在毕业答辩前半年，导师会检查学生的论文工作进度情况。整个论文流程中

的开题报告、论文送审结果、论文答辩意见等相关材料均有存档。为了加强学位

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2020 年本学位点对所有学位论文采用双盲审方法进行论

文送审。

3.9 学风教育

公共管理学位点依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2012

年发布）和《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2014 年印发），从科

学研究、学术活动、发表文章和学位论文撰写全方位严抓公共管理硕士生的学风

教育问题。明确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有：（1）以不正当手段将他人成果或工作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据为己有，引用他人著述而不加以注明等抄袭、剽窃行为。（2）

由他人代写或代替他人撰写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提供虚假论文发表证明，编造

学术经历等弄虚作假行为。(3) 编造或篡改研究成果、实验数据、引用资料及调

查结果；未经严格论证主观臆造学术结论。（4）发表论文时未如实署名，或在未

做工作的成果上署名；未经导师同意，署名华中师范大学公开发表科研成果；未

经他人同意，公开发表科研成果时使用他人成果；未经项目负责人同意，公开发

表科研成果时标注资助基金项目。（5）采取伪造或涂改等手段制作推荐信、鉴定

意见、评阅意见、成绩单等有关个人学术情况的证明材料；采用不正当手段干预

并影响学业成绩与各种奖励的评定，干预论文评阅或答辩等。（6）在读书报告、

学术论文及学位论文后随意罗列未查阅过的文献。（7）违反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

法规或学校有关保密的规定，将应保密的学术事项对外泄露。（8）其他违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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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公认的学术规范的行为。明确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情形有：（1）购买、出售

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2）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

组织学位论文代写的；（3）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包括在学位论文中以不

正当手段将他人成果或工作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据为己有，引用他人著述而不加以

注明等抄袭、剽窃行为；（4）伪造数据的。包括在学位论文中编造或篡改研究成

果、实验数据、引用资料及调查结果，未经严格论证主观臆造学术结论等行为；

（5）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2020 年，公共管理学位点未发现有违反

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学位论文作假的行为。

3.10 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配置了 2名专职研究生管理人员，2名研究生辅导员，3名系主任，

实现了导师、系主任、管理人员和辅导员协同的管理机制。在研究生权益保障制

度方面，依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第四章第八条当事

人对其违反学术规范行为的处理不服的，可在处理决定公布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

校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诉，《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第五章第

十三条 对学位申请人、指导教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做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并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赋予了研究生申诉和提起诉讼的权力确保公共管理硕

士研究生的权益。2020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对管理人员、班主任、导师的满意度

都是 100%。

3.11 就业发展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毕业全日制研究生共有 86 人，其中硕士生 81 人，博

士生 5人。2020 届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较去年稳中求进，就业率达 90%以上，毕

业生就业能力较强，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其中近 95%的毕业生选择协议

就业，选择到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就业人数居多。并且大多数毕业生就业地

域流向以“省会城市”“华中地区”和“中南地区”为主。另外，我院积极引导、

鼓励和支持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涌现了曾一萌、陈泽秀等一大批扎根基层，

奉献青春的优秀学生。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在《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土地科学》《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 21 篇，在 SSCI/SCI

期刊 发表论文 29 篇。新华文摘转载 1篇，论点摘编 1篇、人大复印资料全转载



217

1 篇，如表 12 所示。

表 12：2020 年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作者 原文 转载 发表时间 备注

1 徐增阳

公共服务精准化：城市社区治理机

制创新，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3期

《新华文摘》
2020 年第 3

期

2 张立荣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政府培育农

业产业的组织机制，载《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2020 年第 8期

《新华文摘》“论点

摘编”转载

2020 年第 19

期

3 王超群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参保

率及其分布特征：基于多源数据的

分析》，载《社会保障评论》2020 年

第 1 期

人大复印刊（社会保

障制度）全文转载

2020 年第 7

期

4 王超群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参保率

及其分布特征：基于多源数据的分

析

社会保障评论 2020/1/15

5 张启春;梅莹
长江经济带人口空间分布的“逆城

市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27

6 杨喜;卢新海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资源尾效测

度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中国土地科学 2020/3/15

7 匡兵;卢新海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经济增长效

应——基于非线性 STR 模型的实证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
2020/3/15

8 李崇明;胡俊杰

基于 DEA 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空

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吉林

省 9 地市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
2020/3/15

9 王远伟;代先华;
教育会影响身体健康吗——基于

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3/27

10 张立荣;冉鹏程;

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供需失

衡及精准匹配——以利川市公共

服务改革为考察对象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17

11 杨浩;卢新海

基于“三生空间”演化模拟的村庄

类型识别研究——以湖南省常宁

市为例

中国土地科学 2020/6/15

12 谢胜华;钟敏
福利移民：西方国家的典型模式及

其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 2020/7/1

13 张启春;梅莹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理论逻

辑、体系构建与实现机制
江海学刊 2020/7/10

14 魏来;黄祥祥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

实践进程与前景展望——以土地

发展权为肯綮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7/13

15 张启春;罗雯芳

农业转移人口子女随迁决策影响

因素研究——基于 2016 年北部湾

城市群农业转移人口动态监察数

据的分析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0/7/15

16 卢新海;杨喜
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

及其时空演变特征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2020/8/12

17 段新;戴胜利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的

协调效应及其动态关系
统计与决策 20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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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原文 转载 发表时间 备注

18 徐军玲;刘莉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创新增

量效应及作用机制
科研管理 2020/8/20

19 罗翔
京津冀城市群就业密度空间分布

特征及溢出效应
经济地理 2020/8/26

20 田鹏;刘彬骁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研究生自我同一性与职业探索关

系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9/15

21 韩璟;陈泽秀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发展的时空格

局演变与影响因素
资源科学 2020/9/25

22 韩璟;卢新海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的空间

分布及地缘关系因素影响路径分

析

中国土地科学 2020/10/15

23 罗翔;李崇明
贫困的“物以类聚”：中国的农村

空间贫困陷阱及其识别
自然资源学报 2020/10/21

24 冷向明;熊雪婷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

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1/10

25 谢胜华

An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esilience among rural-urban

migrant adolescents of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famil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APR 2020 Q2

26 张祚罗翔

Urban human activity density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ical factors: An

exploratory Baidu

heatmaps-based analysis of

Wuhan, China

GROWTH AND CHANGE MAR 2020 Q3

27 叶丽萍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JAN 2020 Q3

28 张伟

WeChat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of university library based on

SoLoMo: A holistic design

framework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OCT 2020

29 张伟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green policy

perception and green behavi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OCT 5 2020 Q3

30 罗翔，张祚

Birth without raising: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the

medical benefits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GROWTH AND CHANGE JUN 2020 Q3

31 罗翔，张祚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rural

public expenditure

cyclicality: evidence from

transitory and persistent

shocks in China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OCT 2020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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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原文 转载 发表时间 备注

32 张祚，罗翔

Urban lake spatial openness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land prices: Exploratory

geovisual analytics for

essential policy insights

LAND USE POLICY MAR 2020 Q1

33 宋明洁，吴郁玲

Does the land titling program

promote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fer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s in Hubei

Province

LAND USE POLICY SEP 2020 Q1

34 冷向明，谢胜华

Falling Into the

Second-Generation Decline?

Evidence From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SAGE OPEN JUL 2020 Q3

35 柯善淦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ts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China's overseas farmland

investments

LAND USE POLICY FEB 2020 Q1

36 匡兵、卢新海

How urbanization influence

urban land consumption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JUN 2020 Q1

37 匡兵、卢新海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policies based on

the PMC-Index model

LAND USE POLICY DEC 2020 Q1

38 谢胜华

Risk Perception and Depression

in Public Health Crises:

Evidence from the COVID-19

Crisi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AUG 2020 Q1

39 谢胜华

Perceptions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ldren in China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JUN 2020 Q2

40 匡兵、卢新海

Provincial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BM-DEA

model with carbon emissions

considered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FEB 2020 Q1

41 王戈

Can the use of government Apps

shape citizen compli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JUL 2020 Q1

42 杨柏寒

Impact of cropland displacement

on the potential crop

production in China: a

multi-scale analysis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UG 2 2020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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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原文 转载 发表时间 备注

43 罗翔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ased on carbon emission

constraint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PR 2020 Q2

44 段新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egree of

Government, Corporation, and

Public

SUSTAINABILITY FEB 2020 Q2

45 戴胜利，张伟

Knowledge map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management based on

keywords network and co-word

analysis, 2005-2018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JUL 20 2020 Q1

46 董明媛，刘国磊

Optimization of Stakeholder

Relation Network of the Qingdao

Elderly Livabl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COMPLEXITY NOV 16 2020 Q2

47 胡隆基，张伟

The Effects of Epistemic Trust

and Social Trust on Public

Acceptanc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NOV 2020 Q1

48 张伟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big-data analytics

capability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DEC 2020 Q3

49 张伟

Evaluation of the Urban

Low-Carb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TOPSIS-BP Neural Network

an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COMPLEXITY DEC 22 2020 Q2

50 张伟

How to Coordinate Economic,

Logistic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idences from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FEB 2020 Q2

51 沈韦辰

HOW CA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PROMOTE SUBORDINATE

TAKING CHARGE IN CHINA? THE ROLE

OF INSIDER STATUS AND

TRADITIONALITY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 &

ECONOMICS

2020 Q3

52 张伟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Resilience

of Smart Citi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Evidence

from Non-Provincial Cities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FEB 2 2020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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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原文 转载 发表时间 备注

53 张伟

What influe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green

logistics policies?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APR 20 2020 Q1

4.2 社会发展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王超群副教授、徐增阳教授、谢胜华副教授及研究生

陶丽丽、颜明芬、杨攀续。付守芳、刘若霖等深入社会调研，撰写了 7 份关于

抗击新冠疫情的咨询报告，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的抗疫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支撑。其中，王超群副教授的《新冠疫情下应届大学毕业生留汉意愿及对策建

议》获得省委某部门采用，王超群副教授的《降低湖北省武汉以外市州惠者病亡

率的建议》获得教育部采用，王超群副教授的《关心爱护疫情防控医务人员应解

决燃眉之急》获得教育部及省政府某部门采用，王超群副教授的《我省医护人员

紧缺状况与对策建议》获得省委宣传部的采用，徐增阳教授的《“楚才楚用”:

促进在鄂大学毕业生留鄂就业创业的十条建议》获得省委某部门采用，徐增阳教

授的《关于严防一线工作人员成为“移动传染源”的建议》获得省委宣传部的采

用，谢胜华副教授的《把好“五关”:大规模农民工回汉背景下疫情防控面临的

挑战与对策》获国办、教育部及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采用，同时戴胜利教授、张立

荣教授撰写的咨询报告有力服务了湖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张立荣教授的《破解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瓶颈性问题的政策建议》 《突破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

供需失衡困境、促进供需精准匹配的政策建议》被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采纳，

戴胜利教授的《湖北省大数据产业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状/问题与路径探析》获

湖北省副省长肖菊华批示。

4.3 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坚持以文化人，文化育人。一是创新方法完善宣传教育。推进“三

个一”工作办法。即守好一个“阵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一个“贯穿”，贯穿

管理体系、教学体系纳入学院发展规划；找准一个“共鸣点”，贴近师生实际生

活，力求情感同频共振。二是全面建设改善育人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设

教职工之家、“慧语会心”工作室、“立格”学习发展中心等；加强文化活动建设，

组织参加校运动是举措臻善以文化人。组织各类社会志愿活动，如我是河小二东

湖徒步走等，回归以文化人的“实践”路径；发挥离退休职工力量，加强研究生

文化教育，坚持“以老带新”“以老促新”，打造以文化人的“衔接”路径；三是

与学院预科生文化活动相承接，组织特色民族活动，加强文化交流，融聚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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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民族”路径。

在疫情期间，本学位授权点举办了一系列弘扬抗疫精神的文化活动，我院承

办“线上点名”主题教育示范课暨线上“研学荟”，课程主题为“感恩有你 让爱

‘疫’路同行”。为传承五四精神，弘扬爱国情怀，我院举行了“青春战‘疫’

故事汇”五四主题团日。我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开展以“师大‘疫’

起行，青春勇担当”为主题的党团日活动。同时为庆祝建党 99 周年，学院特别

策划了“初心·奋进，我的入党之路”特别活动，邀请了“鄂州楷模”尹静同志

分享其入党之路，2020 年校外重要媒体报道我院师生新闻共 30 余篇，疫情期间，

我院院网“同心战疫 公管行动”专栏共计发布学院师生抗疫新闻 20 余篇，多篇

新闻被华大在线、学校微信公众号、组织部网站校工会网站等媒体报道，充分彰

显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公管担当。2020 年本学位点学生也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

动，获得累累硕果，如表 13 所示：

表 13：部分学生文化获奖情况

崔宏博 全国百佳团支书、全国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湖北省优秀共青团员

赖美云 2020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A 类三等奖、第 27 届湖北省翻译大赛初赛二等奖

颜明芬 湖北省高校第三十六届“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原创现代诗歌类二等奖

孙霞 中山大学第十四届“政务关注”省级社会调研大赛

谭彦彬 2019-2020 年度文华杯篮球联赛第二名、第 27 届文华杯篮球赛第六名

王梓琦 华研之星才艺风采大赛博雅风采奖、2021 年寒假志愿服务优秀志愿者

何嘉 “研路同行·师恩难忘”主题征文大赛获一等奖

岳盛达
导学关系征文比赛获三等奖、跨院活动简历优选大赛获三等奖、第四届模拟两会

大赛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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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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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权 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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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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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始建于 1903 年，拥有 110 年发展历史。我校教育学科创建于

1924 年。197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 年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96

年教育学原理专业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 年教育史专业获批博士学位授予

权，2003 年获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教育学原理被评为国家

重点学科，2008 年，教育学被评为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2012 年获批国家教师

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目前，有 9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12 个专业

招收硕士研究生。在承继传统优势基础上，顺应时代需求成立教育学院、教育信

息技术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教育大科学研

究中心，推动教育学科的创新发展。

我校教育学科在彰显传统优势、强化理论创新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以教育

信息化为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促进教育学科深度变革，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

教育学科体系。教育学科立足于本土教育实践，顺应全球教育发展趋势，积极推

进知识创新、理论创生与实践变革，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高地，引领教育实践的

思想库，服务教育决策的高端智库，实现“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学科

建设目标。

（二）学科建设情况

教育学科学史悠长、学源绵延，拥有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韦卓民、

王亚南、潘梓年、吴俊升、任钟印、杨葆焜等知名学者求学或任教于此；王道俊、

郭文安先生倡导的主体教育理论在学界享有盛誉，主体教育综合实践改革持续深

入。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技术学等领

域有重要影响力；围绕乡村教育、学校布局、教育立法、教育治理等领域咨政建

言，推动了中国教育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探索信息化时代

教育变革的理论、路径与模式。

教育学科主办《教育与经济》（国家社科资助期刊）和《教育研究与实验》

两个 CSSCI 来源期刊；2020 年组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拥有多个国家

级平台，先后获批“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教

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教育学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秉承“一体两翼”

发展战略，充分彰显教育学科优势，探索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以信息

技术为引擎，促进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学科发展形成了三大特色：一是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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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为引领，提出制度德育、深度教学等理论；二是以跨学科融合为优势，

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创新；三是以教育政策和治理为重要研究领域，

提供高质量政策咨询，致力于建设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智库。

教育学科致力于培养有家国情怀、有使命担当、有扎实理论和实践能力、有

较强国际理解力和全球胜任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一是服务国家基础教育的卓越

教师，二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三是从事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高素质人才，

四是从事教育管理的领导人才。近年来，推免生数量逐年增多，来自双一流高校

生源比例不断提升，生源质量不断提高。

教育学科在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主体教育理论引领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创

新，编写的《教育学》发行 700 多万册，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等多个奖项；

筹建“智能教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 4项省

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制度德育、深度教学、学习中心教学为抓手推动了 1000

多所中小学发展，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扎根中国，开放发展，招收 27

个国家留学生，举办 50 余次高水平国际会议，邀请 53 位国际知名教授开设英文

课程；教育学科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

（三）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情况

2020 年，本学位点共有在读教育博士生 142 人，2020 年招收教育博士生 73

人，6人毕业并获得教育博士学位。由于教育博士为在职培养模式，教育博士毕

业后均回委托培养单位工作，就业率 100%。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1.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本学位点拥有一批国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一支

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团队。现有导师 62 人，其中专职导师 55 人，兼职导师 7

人。从职称看，全部都有高级职称，均为博士生导师；从学位看，均具有博士学

位。

2.其他教师队伍和教师团队情况

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实力和国际化水平，先后聘请了 48 位在教育政策、课

程与教学、特殊教育、人工智能、教育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兼职教授，如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曾满超教授、堪萨斯大学赵勇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谢魁教授、伊利

诺依大学香槟分校 Ian Westbury 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杨浩教授、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Gary D. Borich 教授、英国伦敦大学 Steven Cowan 教授、丹

麦奥尔堡大学 Palle Rasmussen 教授等，通过举办专题讲座、联合指导研究生、

合作科研，有效提高了教育学学科发展水平。此外，还聘请 136 名来自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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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名师和名校长为校外导师。通过多种方式，建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职称结

构合理、学缘结构优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校内为主体国内外多元优质资源为支

撑的优质师资队伍。

二、主要内容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教育领导与管理方向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教育领导与

管理领域的复合型、职业型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校课程与教学方向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学校课程与

教学领域的复合型、职业型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生发展与教育方向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能胜任学生发展与教育领域的科学研究、

教学与社会服务任务的高层次、综合型的专门人才和学术骨干。

汉语国际教育方向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格和职业道德，扎实的汉语言、汉文化和外语基础，熟练的汉语对外教学、

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技能，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高层次、应用性、

复合型、国际化的专门人才。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

有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扎实宽广的教育专业知识，能够创造性地运用科学方法

研究和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复杂问题，胜任教育领导与管理或教育教学等领域的开

创性工作

2.学位标准

（1）学习年限和培养方式：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采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学制 4—6年，其

中全日制在校学习和研究时间累计不少于一年。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实行集体培养，在论文选题和写作

阶段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小组集体指导。

（2）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第一，课程设置与教学进度按四年基准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分为两大类：学

位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学位课程包括全校公共必修课、一级学科必修课程、

二级学科必修课程。

第二，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应完成不少于 22 学分的学位课程总学分。

公共课必修课程，计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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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科必修课程，不少于 6学分。

选修课程，不少于 4学分。

（3）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熟练掌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力。博

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论文必须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

单位，以博士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或除导师之外的第一作者）。博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第一，在 SCI、EI、SSCI 或 A&H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篇；

第二，在权威期刊《教育研究》或学校社科处指定的 24 种权威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 1篇；

第三，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

第四，教育博士须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且在中文普通期

刊发表论文 1篇，或参编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著作、教材 5万字以上，或主持一项

省教育科学基金以上项目。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或特色

（1）教育领导与管理

本培养方向的招收对象是具有硕士学位、有 5年以上教育及相关领域全职工

作经历、具有相当成就和较强研究能力的各级各类学校管理人员。

（2）学校课程与教学

本培养方向的招收对象是具有硕士学位、有 5年以上教育教学及相关领域全

职工作经历、具有相当成就的中小学教师。

（3）学生发展与教育

本培养方向招收对象是具有硕士学位、具有 5年以上教育及相关领域全职工

作经历、具有相当成就和较强研究能力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4）汉语国际教育

本方向招收对象是具有硕士学位、有 5年以上教育及相关领域全职工作的经

历、具有相当成就及较强研究能力的中小学教师、高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相关

工作的教师。

2.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位点目前有全职教育博士生导师 55 位，外聘导师 7 位。导师组成员均拥

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大多数导师组成员为学科带头人，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及

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总体来看，学位点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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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表 1 部分教育博士专任导师与招生方向

序号 姓名 职称 最高学位 招生方向

1 涂艳国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2 王坤庆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3 周洪宇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4 雷万鹏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5 杜时忠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6 申国昌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7 蔡迎旗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8 陈彬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9 岳伟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0 田友谊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1 程红艳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2 王建梁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3 雷江华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4 欧阳光华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5 戴伟芬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6 杨杏芳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7 王帅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8 蒲蕊 教授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19 周鹏程 正高级 博士 教育领导与管理

20 郭元祥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1 陈佑清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2 周东明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3 罗祖兵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4 但武刚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5 吴琦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6 闫春梅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7 陈实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8 崔鸿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29 左明章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30 杨九民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31 张屹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32 王后雄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33 吴军其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34 杜芳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35 胡典顺 教授 博士 学校课程与教学

36 周宗奎 教授 博士 学生发展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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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马红宇 教授 博士 学生发展与教育

38 孙晓军 教授 博士 学生发展与教育

39 左斌 教授 博士 学生发展与教育

40 胡向东 教授 博士 汉语国际教育

表 2教育博士兼职导师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最高学位及专业 研究方向

1 陈子季 研究员 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

博士，管理工程 教育行政与管理

2 马陆亭 研究员 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

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 教育领导与管理

3 汪明 研究员 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

博士，教育学 教育领导与管理

4 王建 研究员 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

博士，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5 王晓燕 研究员 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

博士，教育学 比较教育

6 安雪慧 研究员 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

博士，教育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7 王 烽 研究员 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

博士，教育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2）指导教师

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规定选聘导师。每年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具备相应

的专业技术资格和教育教学条件才能进入遴选程序，经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

审核、评议合格后才能获得导师资格。新选聘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参加多种形

式的岗前培训，新晋博导还必须接受有经验的老教授的指导。学位点对研究生指

导教师进行严格的考核，建立了不合格导师退出机制。当年考核不合格的导师，

下一年停止招生。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取消其导师资格。

学位点实行导师组长领导下的导师组成员集体负责制。从招生录取、培养计

划、课程设置、日常教学、学术交流、实践指导、评优评先、论文选题、开题论

证、论文答辩等各个环节均充分发挥导师组的集体指导作用。

3.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研究风气浓厚，导师团队拥有丰富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经验，

2020 年发表高质量期刊论文三百余篇，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其中重点

项目 2项。在导师的指导下，教育博士科研成果显著，发表了一批优秀的论文，

部分优秀成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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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位点在研项目表

项目来源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起讫

时间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重点

项目

多空间融合下的大学生

个性化学习与智能教育

服务关键技术研究

61937001 杨宗凯 201908
202001-

202412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重大

项目

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

验与中国路径研究

VGA18000

2
周洪宇 201807

201807-

202003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重点

项目

我国学前教育可持续发

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AHA20001

0

蔡迎旗
202009

202009-

202509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十三五”

规划

重点

项目

学生信息素养的内涵、

标准与评价体系研究

ACA20000

8
吴砥 202010

202010-

202209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后

期资助

一般

项目

课堂观察工具：研究与

实践

20FJKB00

4
高巍 202010

202010-

202307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后

期资助

一般

项目

新时代学校文化建设品

质提升研究

19FJKB00

6
岳伟 201909

201909-

202210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后

期资助

一般

项目

印度高等技术教育发展

研究
18FJK006 王建梁 201809

201809-

202009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一般

项目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成

本测算与财政支持政策

研究

BFA20007

0
雷万鹏 202009

202009-

202308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一般

项目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

交往研究

BOA20005

0
申国昌 202009

202009-

202308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十三五”

规划

一般

项目

基于虚拟现实（VR）技

术的儿童交通安全教育

创新研究

BCA19008

5
罗恒 201907

201907-

202209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一般

项目

基于现代师徒学习范式

的名师工作室运行机制

研究

BHA19012

2
毛齐明 201906

201906-

202207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一般

项目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高质

量乡村教师职前培养机

制研究

BIA18018

5
戴伟芬 201809

201809-

202108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一般

项目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学校

变革的伦理追求与实践

路径

BEA18011

3
程红艳 201809

201809-

202112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十三五”

规划

一般

项目

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

展指数构建及应用研究

BCA18009

1
吴砥 201807

201807-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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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一般

项目

导向学生学科素养的深

度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BHA18015

4
郭元祥 201807

20180-2

02107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一般

项目

西方后现代教育史学研

究

BOA18004

8
李先军 201806

201806-

202105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青年

项目

县域学前教育公益普惠

发展指数研究

CGA20024

6 尹国强 202009
202009-

202308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青年

项目

基于 PPCT 模型的 0-3

岁婴幼儿家庭教养的社

会公共支持路径研究

CHA19026

6
刘丽伟 201909

201909-

202209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青年

项目

低收入家庭子女共享优

质公共教育资源的精准

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19CGL064 张建 201907
201907-

202112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青年

项目

制度育德作用机制的差

异性研究

CEA19026

3
张添翼 201907

201907-

202207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青年

项目

民国时期大学学术建制

研究

C0A19024

8
邢欢 201906

201906-

202206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青年

项目

自闭症学生“从学校到

就业”转衔服务模式研

究

BHA18015

4
徐添喜 201809

201809-

202109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

青年

项目

生态学视角下残疾儿童

家庭教养与支持

CHA17026

4
苏慧 201607

201607-

20200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在线学习中群体行为-

情感-认知多层网络演

化机理及其实证研究

61977030
刘三女

牙
201908

2020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融合教学行为特征的教

学场景智能分割与识别

研究

61977034 赵刚 201908
202001-

2022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非数学语言描述问题的

机器理解方法研究
61772012 刘清堂 201708

201801-

202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孤独症儿童个性化智能

干预与精细评估
61977027 陈靓影 201908

2020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基于深度关系网络的代

数机器解答研究
61977029 余新国 201908

2020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面向核心素养的计算思

维智能综合评测方法研

究

61977031 张维 201908
2020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面向时空融合的学习者

认知诊断理论及关键技

术研究

61977033 黄涛 201908
2020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信息生命周期视角下教

育大数据隐私泄露的风

险评估与追溯消解机制

61977036 上超望 201908
202001-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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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面向大规模在线教育的

学习者写作会话能力评

估模型及干预机制研究

62077016 张思 202010
2021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SPOC 互动话语中认知

行为模式的识别及其适

应性干预方法研究

62077017 刘智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在线学习环境中协同记

忆的概率深度知识追踪

模型研究

62077018 张凯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面向在线学习环境的个

性化课程推荐和学习路

径规划研究

62077019 陈矛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任务元驱动的自我调节

学习服务理论及关键技

术研究

62077020 张昭理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多传感数据驱动的智能

课堂共享调节机理与量

化分析方法

62077021 孙建文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教师课堂非言语行为的

量化计算与教学效果评

价研究

62077022 陈增照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聋哑学生课堂视频的机

器理解与效能分析
62077023 廖盛斌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多模态环境下学习资源

推荐方法与关键技术研

究

62077024 张浩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融入真实人物形象的多

源反馈儿童孤独症教育

干预方法研究

62077026 刘乐元 202009
202101-

2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促进小学生计算思维培

养的跨学科 STEM+C 教

学理论与实证研究

71874066 张屹 201808
201901-

2021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导

学视频素材搜索关键技

术研究

61877022 王泰 201808
201901-

2022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面向课堂教学的计算机

课程学习路径优化研究
61877026 曾致中 201808

201901-

2022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智慧学习环境中基于学

习需求感知与引导的服

务部署与内容分发

61877027 杜旭 201808
201901-

2022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

项目

社会性交互对视频课程

教与学影响的认知神经
61877024 杨九民 201808

201901-

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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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与应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面向个人近场环境的局

部 3D 声场合成技术研

究

61702472 董石 201708
201801-

202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复杂城市场景变化检测

的自监督学习与密集匹

配方法

41701389 庞世燕 201708
201801-

202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基于量化学习的在线教

学视频平均模型与方法

研究

62007011 闵秋莎 202010
2021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顾及误差的位置服务个

性化差分隐私保护机制

研究

42001392 王涛 202010
2021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在线学习社区中学习情

感演化机理及其预测方

法研究

62007012 粟柱 202009
2021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面向自闭症儿童认知学

习与脑功能障碍的脑电

源活动精准成像研究

62007013 蔡畅 202009
2021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多数据源驱动的代数作

业自动批改研究
62007014 张婷 202009

2021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地理语义增强的数字校

园视频传感网数据高效

组织方法研究

62007015 吴晨 202009
2021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基于认知计算的书法教

育场景下学习者审美素

养评价研究

62007016 李睿 202009
202101-

2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面向云环境大规模网络

流量下恶意行为的实时

检测

61702211 张浩 201708
201801-

202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多场景网络学习中基于

行为-情感-主题联合建

模的学习者兴趣挖掘关

键技术研究

61702207 刘智 201708
201801-

202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融合条件随机森林与卷

积神经网络的非约束环

境人脸表情识别研究

61702208 刘乐元 201708
201801-

202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基于众智的学习资源知

识点关联标注方法研究
61807013 李浩 201808

201901-

2021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课堂环境下基于多传感

信息的学习注意力识别

研究

61807012 李卿 201808
201901-

202112

国家自然科学 青年 多源融合视角研究孤独 61807014 张坤 201808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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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项目 症儿童非语言社会性注

意与行为反应

2021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项目式学习辅助系统的

学生模型研究
61807004 张立山 201808

201901-

2021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网络学习资源深度聚合

及个性化服务机制研究
71704062 吴林静 201708

201801-

202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基于双情境匹配的泛在

学习资源多态性呈现研

究

61907018 陈敏 201908
202001-

2022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在线学习社区知识共享

内在机理及动态奖励机

制研究

61907021 夏丹 201908
202001-

2022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

项目

数据驱动的智慧教室环

境下学习交互与学习效

果的机理研究

61907019 石映辉 201908
202001-

202212

表 4 2020 年在读教育博士取得的科研成果

序

号

姓名 发表时

间

成果名称 学生参

与情况

1 谭轹纱 2020.4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风险及其规避》发表于

《现代教育技术》CSSCI

第三作

者

2 刘海明 2020.11 《产教深度融合：高职院校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

级的战略选择》发表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CSSCI

独立作

者

3 王坦 2020.7 《文化自信：高等教育国际化应有的精神立场—

—以孔子学院为例》发表于《高教发展与评估》

CSSCI 扩展版

独立作

者

4 王坦 2020.5 《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变迁逻辑与经验启示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发表于《教育学

术月刊》CSSCI 扩展版

独立作

者

5 王坦 2020.9 《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基

于两批 27 所试点授权单位的实证性分析》发表

于《现代教育管理》CSSCI 扩展版

独 立

作者

6 任强 2020.9 《教育之爱的缺失与丰盈——基于马克斯·舍勒

“爱的秩序”的教育反思》发表于《教育发展研

究》CSSCI

独立作

者

7 任强 2020.3 《逆天与顺天：农村教育文化的阙失与复归》发

表于《中国教育学刊》CSSCI

独立作

者

8 侯耿耿 2020.1 《幼儿科学探究的有效支持策略》发表于《学前

教育研究》CSSCI

独立作

者

9 陈红，李艺，

李运端，范翠

2020 网络受欺负对非自杀性自伤的影响:社会排斥和

负性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235

英

10 Gu， C*.，
Han， M.，
Li，C.，Bie，
Z.，Tan，Y.，
Xue， Y.， &
Ma， X.

2020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cues and motivation
on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Creat Innov Manag

11 Tian-chang
Miao，
Zong-kui
Zhou &

Chuan-hua Gu

2020 Can internet literacy lead to adolesc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deratd mediation model.

12 Li， C.， Mu
X.，Tan，Y.，
Gu， C*.，
Hue， B.，
Fan， C.

2020 Do field-dependent individuals tend to have lower
creativity than field-independent on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al cues in electronic brainstorm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13 Ho， T. T. Q.，
Li， C.， &
Gu， C.

2020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Vietnamese university students:
Examining social support as a medi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Crime and Justice

4.教学科研支撑

截止到 2020 年，本学位点已建成研究生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7个，其中国家

级平台 1个，省部级平台 6个。

表 5 学位点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1 国家工程实验室 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

国家发展

改革委员

2017

2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科技部 2009

3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

心

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 2019

4 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

新实验基地

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 教育部 2020

5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

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 湖北省教

育厅

2016

6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

育厅

2007

7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

学校德育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

育厅

2014

此外，学院在研究生教学培养中为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提供丰富的学术

交流平台和实践平台，提升其科研及实践能力。

（1）丰富的学术交流平台，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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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各学院定期举办“博导论坛”“学术午餐”“学在田楼”等不同形式的

学术活动，邀请海内外专家为教育博士做与研究方法相关的学术报告。

第二，形成“U-G-B-S”特色模式，为研究生教学、学生实践提供平台，设

立专业数据库、“实证研究工作坊”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第三，开办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博士学术论坛，定期有几位在读教育博士分

享自己的科研成果，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点评，提升教育博士的科研能力。

（2）多元的实践平台，提升研究生实践能力

第一，为了培养研究生实践能力，除了开展实习、见习、社会实践等活动外，

倡导让博士生担任导师的本科教学助教，协助导师备课、讲课；让研究生在本校

职业与技术教育学院兼课，以培养与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

第二，每年启动“起航调研计划”项目，让研究生申请项目，开展课题研究，

为其提供学术实践机会，推进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藉助湖北省内和省外的科

研基地和研究生实习基地，锻炼研究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实证研究能力。

第三，为研究生开办“桂苑论坛”，由研究生牵头承办论坛活动，每学期举

办数次，主要由研究生报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考察见闻，同学之间展开热烈

讨论，最后由导师组成员做点评，激发思想火花，产生思想碰撞。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教育博士招生考试工作被统一纳入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招生管理流程，实行

“申请-考核制”。在笔试基础上，学院组织相关专家从专业基础、科研能力、综

合素质和外语水平四个环节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考核，同时对申请人的思想政治表

现、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最终择优进行招录。学位点教育博士生源广泛，既

有高校教育工作者，也有基础教育领域有相当成就的校长和骨干教师。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点在 2020 年招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

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要求进行管理。与 2017-2019 年相比，2020 年度教育博士的

报考人数急剧增加，录取人数也大幅度增加，报录比为 26.07%，具体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如表 6所示。

表 6 2017—2020 年教育博士录取数据统计表

年度 教育博士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考录比率

2017 15 6 40.00%

2018 52 7 13.66%

2019 143 27 18.88%

2020 280 73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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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政教育

（1）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

学院为教育博士开设公共必修课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习近平总书记教

育重要论述》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引领，揭示中国化

探索和当代发展。同时，遵循育人规律，用好全过程育人“三课堂”。畅通主渠

道，用好学科思政、课程思政“第一课堂”。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纳入研究生必修课，1由 3位党员教师、博导授课；选树课程思政示范课、

优秀教师，以点带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守好主阵地，用好学生思政“第二课堂”。

创建学在田楼、德育课堂、博导论坛、新年诗歌朗诵会、师生红歌会等思政品牌。

种好责任田，用好环境思政“第三课堂”。建设教育学科文化长廊、智慧教育大

楼、教师教育创新大楼、教育大数据展厅等，营造润物无声的育人生态。

（2）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学院为教育博士配置了专职辅导员 1人。学院建

立教育博士研究生工作负责人每周例会制度，在辅导员的专业与技能方面提出更

高要求，积极组织辅导员参加校内外的线上线下培训，全方位为辅导员的工作提

供条件保障，切实提升辅导员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3.课程教学

（1）核心课程

表 7 教育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

必修

课程

00000000000103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1
全校必修

00000000000115 第一外国语（英语） 32 2 1

50000451000201
教育发展与改革基本问题

研究
32 2 1

一级学科

必修

50000451000202 中外教育名著研读 32 2 1

50000451000203 教育研究方法 32 2 1

50000451000204 教育基本理论专题研究 32 2 1

50000451000205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
32 2 2

二级

学科

必修

50000451010201 教育管理学 32 2 2

教育领导

与管理

50000451010202 教育领导学 32 2 1

50000451010203 教育政策学 32 2 2

50000451010204 学校德育研究 32 2 2

50000451030201 课程原理专题研究 32 2 1
学校课程

与教学
50000451030202 教学原理专题研究 32 2 1

50000451030203 课程与教学实践问题研究 32 2 2

http://yjs.ccnu.edu.cn/yjs/yanyuan/py/javascript:detailKcInfo('/yjs/yanyuan/py/kecheng.do?method=getKeChengByKcdm&kcdm=00000000000103');
http://yjs.ccnu.edu.cn/yjs/yanyuan/py/javascript:detailKcInfo('/yjs/yanyuan/py/kecheng.do?method=getKeChengByKcdm&kcdm=000000000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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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5300045102020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进

展
32 2 2

学生发展

与教育
53000451020202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研究 32 2 2

53000451020203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研

究
32 2 2

51000451040201 语言研究方法论 32 2 1

汉语国际

教育

51000451040202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 32 2 2

51000451040203 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 32 2 2

51000451040204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2 2 2

选修

课程

50000451010205 学校课程与教学研究 32 2 2
教育领导

与管理
50000451010206 学校管理案例分析 32 2 2

50000451010207 著名校长研究 32 2 2

50000451030204 课程设计与开发 32 2 2

学校课程

与教学

50000451030205 教学设计与实施 32 2 2

50000451030206 外国课程流派专题研究 32 2 2

50000451030207 外国教学理论流派研究 32 2 2

50000451030208
课程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

研究
32 2 2

50000451030209
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案例

研究
32 2 2

51000451030201 语文教育史与语文教学 32 2 2

51000451030202 学科教育评价（语文） 32 2 2

60000451030201
体育学科教学活动设计与

实施研究
32 2 2

学校课程

与教学

60000451030202 体育学科课程与教学研究 32 2 2

64000451030201
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生

科）
32 2 2

64000451030202
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

（生科）
32 2 2

53000451020204
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的数学

模型
32 2 2

学生发展

与教育53000451020205
教育改革的心理学基础分

析
32 2 2

53000451020206 学校心理辅导研究 32 2 2

51000451040205 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32 2 2

汉语国际

教育

51000451040206 现代汉语语用研究 32 2 2

51000451040207 现代语言学 32 2 2

51000451040208 应用语言学 32 2 2

51000451040209 语料库与语言研究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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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质量

完善课程设置，出版系列精品教材

在课程设置方面着重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分为学位基础课程、专

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四个模块，特别是注重教育研究方法课程

的开设，促进学生更好地研究教育实际问题。此外，为了突出教育硕士的专业特

色，实现教学内容的革新，我校以课程建设为抓手，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精

品教材，依托学校教育信息化的资源，针对所有教育硕士学位课程建设网络课程，

为教育硕士的教学技能训练提供平台。

搭上“互联网+”快车，探索现代化教学模式

大力推行实践型教学，不断优化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把课堂教学、观摩见习、

实践学习紧密联系起来，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优秀教师课堂录像展示、微格教

学、“互联网+”、“云课堂”等现代教育信息化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问题

解决热情。探索并建立“模拟小课堂”、“微格技能小组”、“见习研修班”、“实习

学校基地班”等小班化教学与实践制度，促进教育硕士针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

问题开展研究和实践，培养他们成为反思型教师。

建立“双导师制”，科学管理教育实习

为了凸显教师教育的优势和特色，制定和完善教育硕士教育实践的“双导师

制”，特聘一线特级教师进行授课、指导学位论文和教育实习，利用行业专家、

实习基地指导教师的资源，建立“教育硕士专家指导团”。依托这些已经建立完

善的“双导师制” 和“教育硕士专家指导团”等制度，通过强化教育见习、延

长教育实习时间、充实和更新实习内容、增设教育研习、实施执教技能质量控制，

构建教育硕士教育实习信息化、网络化管理方式，提高教育实习管理功能。

学位论文全程指导，提升论文撰写质量

专门开设教育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课程，向学生讲解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

并结合研究案例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剖析，让教育硕士能够更高效地掌握教育论

文的撰写方法。定期邀请国内外教育专家来开展学术交流，让教育硕士能更为直

接地与教育专家进行对话，了解最新的国内外研究前沿和动态。举办各项有利于

教育硕士开展学术研究的活动，比如组织开展教育文献汇报比赛和研究成果汇报

比赛等，活跃教育硕士进行学术研究的氛围。坚持举办集中开题报告会，并邀请

教育专家、行业专家或教育管理专家参与其中，对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选题和研

究设计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在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要求教育硕士定期汇报论文

进展，通过小组会的方式集中及时解决教育硕士在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中遇到的

问题。

（3）持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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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课程思政，建设优质精品课程。打造“教学节”品牌活动，营造“重视

教学、崇尚创新”的教学文化；突出人才培养核心地位，通过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立项、优秀教师评选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实现课程思政全课堂覆盖；打造线

上金课、线下金课、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社会实践金课“五大金课”，

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享。

以实践为导向，构建实践育人模式。探索实践性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项

目式学习、合作学习；推进翻转课堂与混合式学习，形成“三阶式翻转课堂”教

学、“一师多课堂”和“一师多校多课堂”等混合课堂教学模式；全面落实专业

学位“双导师制”，实现与中小学师资互聘，开展本硕博一体化“行知实验班”

建设，建立卓越教师协同实习实践基地；成立暑期社会调研实践队，发挥红色基

地、产业行业的教育价值，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育人。

融合信息技术，推进课堂教学创新。提出“人·技”协同与“物理·资源·社

交”三空间融合理论，基于智慧教室研发云平台，实现师生一人一网络空间，构

建线上线下打通、课内课外一体、实体虚拟结合的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泛

在化教学环境；制定三类数字课程资源规范，扩大资源供给规模，实现开放共享；

基于大数据实现学情精准诊断、学习过程跟踪、学习效果评价和个性化资源推送，

实现规模化前提下的个性化教学；提出“学术·技术·艺术”三结合的新时代教

师专业发展理论，制定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进阶标准，提升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

力。

创新督导机制，建成质量保障体系。成立学校、学院二级教学督导制度，通

过多主体多形式评价实现教学督导常态化与高效化；基于大数据开展学情分析和

学习过程跟踪，开展大数据支持的过程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以评促建，成立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激活教研室，通过团队建设，专家引领、教学创新奖、教学研

究项目、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种子教师海外研修等活动加强师教学能力建设，

保障教学质量。

4.导师指导

（1）导师队伍的选聘

聘任原则

第一，有利于加强学科建设和调整学科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

量，更好地培养满足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

第二，按需设岗，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

第三，坚持严格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聘任条件

第一，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治学态度和学术品格，熟

悉并认真执行国家和学校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政策和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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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能力，为研究生培养提供必要的条件，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

第二，申请博士生导师原则上为正高级职务并具有博士学位，或业绩突出的

具有博士学位的副高级职务，或为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正高级职务人员。

第三，首次聘任上岗的博士生导师，应已完整培养过一届及以上硕士研究生

(首次上岗的教育博士专业导师应培养过两届及以上教育硕士研究生)，或参加过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工作并完整地协助培养过一届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较好，

具备承担过至少一门较高水平的研究生课程的经历和能力。

第四，申请教育博士专业导师，必须从事教育专业学位领域的教学、研究与

管理等工作并具有较为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申请学校课程与教学方向的导师需

要有实质性参与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申请教育领导与管理方向

的导师需要有基础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申请学生发展与教

育方向的导师需要有从事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管理的研究和

实践经验；申请汉语国际教育方向需要有从事对外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第五，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近五年来发表的论文、学术专著(教材)及所获成

果成绩显著，学术水平在本学科领域居国内前沿或领先地位，某些方面接近或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从事应用型学科专业研究的，应有重要的科技成果或发明创造

或专利或研究成果被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采纳，并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

益。主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可供培养研究生。

第六，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导师的聘任条件中的学术水平、科研成果要求由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教育学分会制定，其他导师聘任条件中的学术水平、科研成果要

求由各培养单位分别制定，由所属学科门类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报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备案。

第七，年龄一般不超过 57 岁(2013 年以前聘任的博士生导师一般不超过 62

岁)，年龄截止时间以申报当年启动聘任时间为准，每年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第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千人计划、

国家特支计划(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国百优论文

指导教师、湖北省百人计划和桂岳卓越教授等如因工作需要，可直接列入当年导

师上岗名单，不受年龄等条件的限制。

导师聘任程序

第一，学院(中心、所、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各学院(中心、所、

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结合学位点建设、研究生培养需要和当年招生计划，对

符合聘任条件的人员进行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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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公示和聘任。各培养单位对学院(中心、所、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定通过的聘任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三天，如无异议，报研究生院(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备案后方可聘任。

兼职导师聘任

第一，根据研究生教育工作和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确有必要的，可从本校

的兼职教师中选聘少量人员作为兼职导师。兼职教师的聘任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兼职博士生导师要重点选聘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应与培养单位签

订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协议，落实课题及科研经费等问题。

第三，兼职导师原则上必须配备一名校内导师(须担任过导师)作为副导师，

副导师是兼职导师所招收研究生的校内第一责任人，兼职导师应履行我校导师职

责。

第四，申请我校兼职导师者，应符合我校导师的聘任条件并按照规定聘任程

序进行聘任。

第五，研究生培养单位所聘任的兼职博士生导师人数不得超过其当年聘任的

博士生导师总人数的 10%。

（2）导师培训与考核

第一，所有导师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的导师培训。培

养单位应积极创造条件安排落实导师培训计划，并将培训情况列入导师工作考核，

与导师上岗挂钩。

第二，学校每年组织开展新聘任导师上岗培训，使新增导师了解研究生教育

的形势和任务，明确导师职责，掌握有关政策、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具体内

容及流程等。未参加上岗培训的新聘任上岗导师不得招生。

第三，培训方式主要有上级部门组织的短期培训，学校组织的专家讲座、现

场观摩，培养单位的教研活动，访学和高级研修等。

第四，学校和各培养单位定期组织导师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情况汇报会、教

书育人工作经验交流活动等，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导师学术交流、合作研究访学和

参与行业企业实践。

第五，培养单位每年结合学校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组织开展导师的考评工作。

第六，建立导师自评、单位评价和学生评价相结合的导师考核评价机制。根

据师德表现、业务水平、科研支撑条件、教育指导工作开展情况、研究生学位论

文质量和毕业就业状况等，对导师工作进行全面考核评价，为导师评优、奖惩、

晋职、岗聘等提供客观依据。

第七，学校每两年组织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上学校“我心目中的

好导师”的人员，直接入选学校“三育人”候选人，不占学院当年的“三育人”

推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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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导师，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

评、限制招生数量、暂停招生、取消导师上岗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有违反师德行

为的，实行一票否决，并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

第九，若导师长时间(半年以上)离校或调离单位等无法有效指导研究生，培

养单位应及时为研究生调整或更换导师，并按照相关流程报研究生院(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审批。

（3）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

第一，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立德树人是首要职责，对研究生培

养全过程负有指导、示范和监督职责。

第二，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应定期与研究生面谈，

了解掌握研究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帮助他们解

决思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第三，应根据学校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 (学院、中心、所、研究院等，以

下简称培养单位)的工作安排，积极参与研究生招生宣传、命题评卷、初试监考

及复试考核等招生工作，坚持择优录取，确保生源质量。

第四，应参与制定或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并结合研究生个人实际，与研究

生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严格督促研究生认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各项学

习小科研和实践任务。帮助研究生确定研究方向，定期听取研究生的阶段性学习

或研究进展汇报并形成制度。

第五，认真审阅研究生的学术和学位论文，坚持标准，严把质量关。指导研

究生制订切实可行的论文工作计划，做好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

辩和答辩等有关工作。根据所申请学位的要求和条件，把握学位论文学术标准，

审阅学位论文并指导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对学位论文做出学术评价，给出是否

同意送审、预答辩和答辩等意见。协助做好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送审、复制比检测、

抽检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第六，应指导研究生系统了解和掌握本学科学术发展动态，加强科研训练，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活动，促进研究生与

国内外同行专家的交流与沟通；鼓励研究生参加必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研究

生社会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等。

第七，重视引导和教育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养成良好的学术作风，杜绝剽

窃、抄袭、编造数据、谎报成果等违背学术规范的行为，并起到表率作用。

第八，尊重和保护研究生的合法权益，认真处理好与研究生合作研究成果

( 如专利、论文、著作与科研鉴定成果等)的相关知识产权界定。

第九，积极参与研究生教学和课程建设。为研究生开设高水平的课程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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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夯实研究生的学科和专业基础，编写高质量研究生教材。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落实实践教学环节。注意总结研究生培养工作经验，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的教育教学成果。

第十，应安排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并为研究生开展科研和实践活动提供必

要的经费支持。

第十一，不得安排研究生承担属于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事务，不得安排研

究生在与自已有利益关联的单位从事与学业无关的活动。

第十二，因公、因事出差或出国，应遵守学校有关规定。在出差、出国期间，

应妥善安排并落实本人离校期间的研究生指导工作。

第十三，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教师义务和华中师范大学教

师聘任合同规定的义务。

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落实情况

第一，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力量凝聚到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伟大教育事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始终以“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和“四个相统一”为标准，引导教师以

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守教书初心，担育人使命。

第二，突出政治引领，固本强基铸师魂。坚持党委领导和统一部署，将师德

师风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思政教育、文化创建和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

坚持理论强基，骨干引领，打造“学习共同体”，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三进”落地。坚持多平台、多渠道、多形式，推动师德师风学习走

心、走深、走实。

第三，聚焦机制建设，务实抓牢阵地。以学科优势为支撑，提升建设水平。

依托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学校德育研究中心”筹建校新时代师德

师风研究中心，深化对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内涵的认识，建构新时代高校师德师

风评价标准和长效培育机制。以教师党支部建设为中心，抓牢党建阵地，推动辐

射引领。以全国标杆院系、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建设为契机，大力推动教师

党支部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党员教师弘扬师德师风的模范作用。以课程思

政建设为抓手，抓牢课堂阵地，强化育人责任。抓好课程教学渠道，打造思政金

课，推动课程育人与师德建设同向同行。

第四，强化文化涵养，风清气正塑生态。推进制度建设，立规矩。建立“分

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党员”三级师德责任链；“聘用组—党委书记、纪检委员

—各二级单位负责人—全体师生”四级师德监督机制，严把关口，守牢师德底线。

加强典型选树，弘正气。抓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抗击疫情故事展映会等契机，

挖掘先进典型。以“师德宣传月”为契机，集中宣传优秀教师典型事迹，营造崇

尚师德氛围。坚持价值引领，引共鸣。创办“新年诗歌朗诵会”“研究生德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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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授午餐会”“青年教师沙龙”等平台，开展“廊道文化”“电梯文化”建

设，营造温馨工作环境，增强文化认同感。

5.学术实践

在学术训练中，为了提教育博士的学术素养，本学位授权点在学生培养中强

调引导和促进学生夯实理论基础、掌握研究方法、增强问题意识和提升创新能力。

（1）夯实理论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扎实的理论功底是进行任何研究都必须的基础和前提

条件。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系统掌握教育学基础知识，建构完整的教育学理

论体系；通过名著阅读，深化学生的对各种教育学理论的认识；通过参与学术活

动，如学术会议、专家讲座等，激发学生的教育学理论思维；通过论文写作，提

升学生的理论水准和表达能力。

（2）掌握研究方法

掌握有效的研究方法，能够使研究工作事半功倍。通过开设专门的教育研究

方法课程，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各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导师课题研究，

在导师的示范下，了解教育研究的基本流程和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通过撰写论

文或申请研究生科研项目，来锻炼学生实际运用研究方法的能力。

（3）增强问题意识

做好学术研究，首先要找到好的选题。通过课堂讨论和课程论文的写作，激

发学生的学术兴趣；通过文献阅读和学术讨论，引导学生发现学术热点问题；通

过实地考察，来确定教育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学位论文开题，保障每一篇

学位论文选题的价值性和规范性。

（4）提升创新能力

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推陈出新。通过学术训练和导师垂范，来树立学术的创

新意识；通过研究生科研立项，来激发学生学术创新热情；通过讨论和竞赛，来

锻炼学生的学术创新能力；通过科研活动和论文撰写，来检验学生学术创新的成

果。

除了本校教师以外，还广泛邀请全国知名的外校专家学者为学术性研究生授

课或进行专门的主题演讲，介绍学术界最新的理论和研究发展成果，开拓学生的

学术视野。

针对教育博士研究生的特点，特别强化了学术训练与教育实践的结合，开展

实地调研、行动研究、教育实验等研究活动。

教育博士获得者应该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因此教育实践环节是培养中

的重要环节。在培养模式中，教育实践环节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教育实践包括

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学术活动等。

（1）教学实践。学生在校期间为本科生授课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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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实践。学生应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承担相应的课题研究任务。

提倡和鼓励学生申请各种科研基金项目和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课题。

（3）社会实践。学生应利用寒暑假时间，结合相关课题、项目或论文工作，

参加社会调查，并完成社会实践调研报告（不少于 6000 字）。

（4）学术活动。学生在校期间应参加 15 次以上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和读书

报告会。至少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争取做大会发言或分会场专题报告。争

取参加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及其发言机会。

教育博士研究生参加实践环节活动的情况须记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博士研

究生实践活动考核表》，由导师或学科组进行考核，合格与否将作为其能否学位

论文答辩的资格审核条件之一。

根据教育博士研究生的专业特点和需求，鼓励学生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双创”）活动，学校将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助。

6.学术交流

学校为教育博士研究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机会，多年来，我校教育博士

积极参加地区性博士学术论坛，全国性教育学及各二级学科博士学术论坛。2020

年因为疫情，学术会议数量较少，许多学术论坛停办或改为线上举办，学生参与

的机会更多、规模更大。疫情期间，本学位点积极组织线上学术交流活动，9月

份开学后更是多次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让教育博士有更多的机会进行

学术交流。

表 9 学位点 2020 年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一览

时间 地点 主题

2月25日至

3月 6日
线上

《学术写作——逻辑思维与基本技能》（李睿主讲）、《生

物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崔鸿 刘家武主讲）、《生物

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李娟、崔鸿、刘家武、张秀红主

讲）、《生物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崔鸿、张秀红主讲）

4月 5日 线上 崔鸿教授公益直播：信息化环境下的生物学教学

10 月 10 日 雄楚国际大酒店 中外重大历史事件资料库建设项目推进会

11 月 7 日 北京、线上
第五届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50 人圆桌论坛：“后疫情时代

的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11 月 7 日 线上 “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发展：教师教育与在线教育”

11 月 13 日 图书馆风雅斋 “后疫情时代教育发展路向”

11 月 18 日
学校行政楼一楼

会议室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历史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暨中

外重大历史事件资料库建设项目调研会

12 月 4 日
研究生院 401 报

告厅
第五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博士生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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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文质量

（1）学位论文规范

本学位点出台了专门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对博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术标准、内容规范、文献引述、格式排版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规范。

（2）基本要求

研究生应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历史与现状，熟悉本研究领域的前沿和国内外

学术动态；论文选题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论文具有创造性，研究成果

对学科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贡献；能够表明作者已

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

本人独立完成。

内容及学术规范要求：学位论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十三个部分，依次为封面、

中文扉页、英文扉页、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摘要、Abstract、关键

词（中英文）、目录、正文、参考文献、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致谢。每部分都有相应的具体规范和要求。

（3）评阅规则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核定稿后，还必须提交同行专家评阅。经同

行专家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人由指导教师提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并聘请。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为１至２名，由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担任，至少有

１人是校外的专家；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为７名，由博士生指导教师、具有教授

及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４名；导师不能担任论文评阅人。

对送审的学位论文，论文评阅人中若有一人不同意进行论文答辩，可再请一

位专家评阅。如有两位评阅人不同意进行答辩，则该论文的答辩不能进行，此次

学位申请无效。重新申请必须在半年以后。

论文评阅人的姓名应对作者保密，论文的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硕士学位论文的送审一般应提前 20 天 ， 博士学位论文的送审一般应提前

３０天，以保证论文评阅人有足够的评阅时间。

（4）抽检

校学位论文抽检每年下半年开展一次，抽检范围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博士、硕

士学位的学位论文。抽检的学位论文由校学位办从校相关单位直接调取。

抽检分为随机抽检和重点抽检两种方式。随机抽检根据上一学年度学位授予

的规模、层次和类型开展，按照博士学位论文 10%、硕士学位论文 5%的比例随

机抽取，原则上覆盖全校所有一级学科（或专业领域）学位授权点和培养单位。

纳入重点抽检范围内的学位论文，不再进行随机抽检。

重点抽检是在抽检规定的时间范围内，重点对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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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抽检：

（1）在上一年度的国家、湖北省和校内抽检中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的指导教师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

（2）在上一年度的国家、湖北省和校内抽检中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

（3）在上一年度学位论文盲评中，评阅成绩较差的论文或增评后通过的学

位论文所属学科和相关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

（4）其他需要跟踪抽检的研究生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重点抽检比例高于随机抽检，最高比例为 100%。

抽检论文依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位论文送审平台（或其

它具有相同资质的平台）进行。每篇抽检论文聘请相关专业的 3位校外专家作为

论文评议专家。3位专家中有 2位以上（含 2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

学位论文，将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3 位专家中有 1 位专家评议意见为

“不合格”的学位论文，将再送 2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2位复评专家中有 1位

以上（含 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学位论文，将认定为“存在问题学

位论文”。

抽检结果有“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培养单位，按以下条款进行处理。

（1）在当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查中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１篇，减少该

培养单位 1个博士招生指标。

（2）在当年硕士学位论文抽查中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１篇，减少该

培养单位２个硕士招生指标。

（3）对连续两年均有“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培养单位，由分管校领导 对

该单位相关领导进行质量约谈。

抽检结果有“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按以下条款进行处理。

（1）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有 1 篇抽检结果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指导教

师，暂停相应类别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

（2）三年内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有 2 篇及以上抽检结果为“存在问题学位

论文”的指导教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三年。

学位论文经抽检认定为存在作假情形， 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查实，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撤销其已授学位。其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

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的，学校将根据教育部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处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进行处理。

根据《湖北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实施办法》，“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应在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评议结果，并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处

理意见要及时报省学位办备案，内容包括导师考核、招生指标调整、相应学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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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等。

2020 年未出现抽检不合格论文。

8.质量保证

（1）培养全过程质量监控

招生：严格筛选报考考生。招收对象是具有硕士学位、有 5年以上教育及相

关领域全职工作经历、具有相当成就和较强研究能力的教育从业人员。

培养：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采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学制 4—7

年，其中全日制在校学习和研究时间累计不少于一年。课程学习阶段实行集体培

养，在论文选题和写作阶段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小组集体指导。

课程：课程设置与教学进度按四年基准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分为两大类：学

位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学位课程包括全校公共必修课、一级学科必修课程、

二级学科必修课程。应完成不少于 22 学分的学位课程总学分，其中，公共课必

修课程，计 14 学分；二级学科必修课程，不少于 6 学分；选修课程，不少于 2

学分。

中期考核：中期考核是在主要课程学习结束后，考察学生是否具备论文写作

能力的资格考试。学生需围绕主要研究方向，在理论运用、文献述评、实践研究

三方面各完成一篇不少于 8000 字的研究报告。考核委员会需综合课程学习、研

究报告和现场答辩情况对考生是否具备博士候选人资格进行评判。中期考核一次

考试未获通过者，可补考一次；补考不合格者或四年之内未通过中期考核且无特

殊理由者将被淘汰。被淘汰者由学校提供课程结业证书。

科研要求：博士研究生应熟练掌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能力。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满足相关要求的重点期刊论

文，论文必须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以博士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或

除导师之外的第一作者）。

开题和论文：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撰写完整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开题报告包括研究缘起、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设计、研究

重难点、研究的创新点与研究局限等。开题报告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学院研究生

教学秘书。教育博士论文选题应该来源于教育实践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应用价

值的关键问题。学位论文应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教育实践中的真

实问题，在论文形式上允许有案例分析、调研报告、教育改革方案等多种形式。

学位论文通常不少于 8万字。

论文答辩：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包括相关

实践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者，将由学校授予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

（2）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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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出台了专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分别从岗位职责、岗

位权力、岗位管理、培训、考核与奖惩等多个方面对研究生导师进行了详细全面

的规范管理。

导师管理实行学校和培养单位两级管理。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是

学校导师管理的主管部门，培养单位是导师管理的主体。导师上岗聘任工作每年

进行一次。

导师聘任原则：（一）有利于加强学科建设和调整学科结构，提高研究生培

养和学位授予质量，更好地培养满足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

尖创新人才。（二）按需设岗，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三）

坚持严格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所有导师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的导师培训。培养单位

应积极创造条件安排落实导师培训计划，并将培训情况列入导师工作考核，与导

师上岗挂钩。

学校每年组织开展新聘任导师上岗培训，使新增导师了解研究生教育的形势

和任务，明确导师职责，掌握有关政策、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具体内容及流

程等。未参加上岗培训的新聘任上岗导师不得招生。

学校聘请研究生督导员，定期深入了解导师培养研究生情况，进行有针对性

的专项检查评定，检查结果与研究生导师的年终考评、“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

选、导师上岗等直接挂钩。

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导师，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限

制招生数量、暂停招生、取消导师上岗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

实行一票否决，并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

9.学风建设

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是贯彻落实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要求的重要举措。

加强学风建设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保证。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

要讲话和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的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全覆盖、制度化、

重实效”要求，整合校内资源，采用多种形式积极推进教育学院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工作。

（1）以人为本，构建长效机制

第一，规范落实，注重监督，建章立制保障优良学风。教育学院制定并实施

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条例，其中包括多个与学风建设直接有关的文件，以及关于

科研经费使用规范、论文及成果署名规范等规则，倡导优良学风。

第二，科学评价，强化激励，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学院不断建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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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评价体系。一方面，倡导论文质量优先，杜绝数量取胜。实施学位论文质量创

新与达标工程。针对不同类型的学位论文，实现分类管理，制定基本的达标要求。

另一方面，变“刚性”规定为“柔性”激励，学校取消了对硕士生毕业资格的论

文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开展优秀论文评比、规范课程论文展示、开题论文等活动，

培养研究生学术道德自律的自觉性。并通过实施培养机制改革，实施学业奖学金

滚动制，提高研究生生活待遇，使其专心学业与科研工作。

第三，长效预防，典型示范，构筑有力的监控保障体系。在研究生入学教育

中，通过组织专门的培训课程、专家报告会、典型案例的讨论、研究生心得体会

认识的讨论与交流强化学术道德教育，普及学术规范知识。对所有论文进行“学

术不端行为检测”，杜绝学位论文中抄袭、剽窃、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加大对硕士学位实行“双盲”评审的比例。

（2）制度规范是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的根本保障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就是引导和影响人们行为的规则。教育学院把学生的

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贯穿于学生教育培养的全过程。在制（修）订研究生培养方

案时，将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分别纳入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必修环

节，将论文写作作为研究生的基本功加以训练，突出导师在学生培养、指导过程

中的主体责任，严把学位论文审核关。

同时，2020 年《教育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对中期考核和论文做了明确

要求，严格把关。比如：学生需要需围绕主要研究方向，在理论运用、文献述评、

实践研究三方面各完成一篇不少于 8000 字的研究报告。考核委员会需综合课程

学习、研究报告和现场答辩情况对考生是否具备博士候选人资格进行评判。中期

考核一次考试未获通过者，可补考一次；补考不合格者或四年之内未通过中期考

核且无特殊理由者将被淘汰。被淘汰者由学校提供课程结业证书。这些措施的落

实，有效促进了硕士研究生学风的进一步改善。

（3）积极落实文件精神的举措和成效

在制定了相关制度文件、设立职能机构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大力加强学

术规范、学风道德的学习宣传活动，提高师生的务实创新、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

和科学精神，逐渐培养形成良好的学风、教风、校风，全面提升我院师生学术素

养、人格品质，维护规范健康的学术氛围，促进科研教学水平快速提升。将职业

道德、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作为教师岗位培训与学

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4）分类指导，分别教育，做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

教育学院每年都会根据不同的师生群体，按照“分类指导、分别教育”的原

则，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宣讲教育活动，以求收到实际效果。学院将投身学术科

研一线的研究生，作为宣讲教育的重点对象。如 2020 年 4 月，教育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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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以“弘扬学术道德，创建优良学风”为主题的学风建设月系列活动。此外，

还开展了以专题讲座、学术沙龙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其中，面向研究生开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主题活动反响良好，对本院研究生学风建设起到了教育引导作

用。

（5）多“管”齐下，全员参与，形成合力，注重实效

第一，学院高度重视，全员参与。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工树立“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立体育人理念，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学风建设。学院领导

多次主持和参与研究生学风建设的相关工作，并数次主持学风建设专题讲座，校

内外反响大、效果好。

第二，实行教育管理联动机制，发挥合力作用，注重实效。教育学院研究生

处积极做好学术道德建设的宏观管理工作，包括学术道德建设的工作计划、规范

的宣传、知识培训、走访调研、认定处理。教育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加强道德建设

状况的巡查与监督，提出研究生学术道德的培养建议，组织多样性的学术活动，

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学术环境；研究生辅导员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凸显

学术道德教育，及时了解研究生的学风状况和思想动态，组织开展了多次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充分发挥纽带沟通作用，做好研究生管理机构和专业导师之间的协

调工作，对学术道德教育做到警钟长鸣。

（6）严惩学术不端，维护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

2020 年，教育学院在党委领导下，继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将学风和师德师风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对学术道德风险的防控。各部

门将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联合行动，在学风建设工作上形成合力，共同

防治学术不端行为，构建良好的学术风气，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10.管理服务

（1）管理队伍建设

为促进教育博士发展，学院建设了一支工作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工作经验

丰富的管理人员队伍。其中，专职管理人员 8人，兼职管理人员 6人。本教育博

士学位点对教育博士研究生的管理采取学校研究生院与学院共同管理的体制。研

究生院制定管理教育博士研究生的规范，宏观管理与督导教育博士的培养，日常

管理、招生、教学及考核等具体工作由教育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组织完成。学校

研究生院培养处专门设立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管理教育博士培养过程的

相关事宜，并在各相关学院设一名专职博士研究生管理秘书，并配备一定的兼职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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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制度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型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工作，完善研究生教学管理与服务体

系，学校层面、学院层面及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参考全国教指委

的相关指引和规章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教学管理规定，涵盖招生复试标准与录取

环节、学生考勤制度、课程与教学环节考核、学位授予、师资选聘、任课教师管

理规定、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学位论文指导、评审与答辩制度、改进教育质量和

激励机制等各环节。这些教学管理制度和规定以书面文件形式向教师和学生正式

公布公开，较好保证了项目质量，确保了培养体系的完整与科学。教育专业硕士

管理主要的制度与规定有：《华中师范大学普通学生管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

究生学籍管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转专业管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课

程教学管理规定细则》《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华中师范

大学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等。

（3）管理过程建设

学位点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相结合的学制。针对教育博士兼顾学习与工作

的实际情况，学制设置为 4-6 年；为确保教育博士研究生有充分的学习时间，系

统学习教育专业知识，学院要求所有教育博士生第一年必须校脱产学习。这一举

措有效保障了博士生有效学习时间和培养质量，相较其他兄弟院校，我校教育博

士生按时毕业率位居前列。

中期考核要求学生围绕相关研究议题，在理论运用、文献述评、实践研究三

方面各完成一篇不少于 8000 字的研究报告。考核委员会根据教育博士生课程学

习、报告撰写质量及现场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判，以决定教育博士生是否具备博

士候选人资格。中期考核一次考试未获通过者，可补考一次；补考不合格且无特

殊理由者将终止学业。

为保障教育博士培养质量，本学位点教育博士论文答辩前的所有程序均纳入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信息化管理平台实施统一管理。为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

保障学位论文质量，学校专门制定了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标准和办法，统一

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进行双盲评审。通过盲审和复制比检测（不超

过 15%）者方可进入答辩环节。在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包括相关实践领域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且其他条件

合格者，由学校授予教育博士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这一系列规章 制度、管理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育博士的教学管理质

量和教学培养效果。

11.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目前在读的教育博士共计 142 人，2020 年 6 人毕业并获得教育博

士专业学位。由于教育博士为在职培养模式，毕业后均回委托培养单位工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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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率 100%。

（四）服务贡献

1.科技进步

建立教育信息化政策与战略制定的高端智库，为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提供人

才支撑。建成目前全国唯一的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参与起草联合国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袁贵仁部长主题报告等多项重大咨政材料，多篇政策建议获

高层领导批示；开展全国发展状况调研，出版全国教育信息化年度发展报告。通

过开展了信息化环境下数字教师培养和教学应用创新实践，使一线教师的信息化

教学能力不断增强；通过跨校联合培养和国际化联合培养，教育技术学专业研究

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建立教育信息化实验示范体系，汇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率先提出信息化环境下“三空间、三结合、四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开展“三阶

式翻转课堂”“1+N”“1+M+N”“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等混合教学实践，构

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师范生培养新生态，形成“人工智能+教师教育”与“职前

职后教师培养一体化”相结合的新路径，不断优化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教育创新

体系，实现了规模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有机整合，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显著提高，

育人水平明显提升。围绕大规模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资源规模化供给下的个性

化服务、资源内容质量监管和应用效果评估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和应用实践，攻

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获得国内外标准 7 项、专利 80 余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

等奖 4项；先后申报并成功组建科技部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

发改委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国家级平台与一系列省部级平

台。

2.经济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贯彻习总书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思想，密切联系“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通过“一对一助学”“六大行动计划”定向输送优质教

育资源，助力地方打好脱贫攻坚战。战疫期间，为国家教育云、教育部华中师大

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武汉教育云等提供技术支撑，惠及全国数百万学子。爱心助

学活动彰显了华师教育学人的责任担当，助学活动得到《人民日报》《中国教育

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教育部官网、人民网和光明网广泛报道，产生了积极社

会影响。

抗击新冠疫情。面对 2020 年疫情，教育学人众志成城，齐心抗疫，以教育

理论为引领，以信息技术为引擎，联合中央电教馆开设“云上讲堂”，建设“武

汉教育云”，支持浏览 8824 万次、资源下载 2.4 亿次、资源共享 3.24 亿次，为

重疫区 140 万用户提供 22 亿次访问，为北京、湖北等 14 个省市提供教育学习平



255

台和资源，有力保障了“停课不停学”。为抗击疫情。随着教育援助的深入推进，

爱心助学团义务为藏区孩子提供免费辅导。疫情防控期间，承担教育部重点课题

《战疫背景下基础教育在线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和《在线教育发展战略》，

对 1000 万师生进行大规模在线调查，为在线教育发展提供可行方案。为谋划疫

后教育变革，组织 30 多位学者发表系列专栏文章，出版《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变

革》等 2本著作。先后提交 30 余份教育政策咨询报告，有 4份获全国人大副委

员长蔡达峰批示，1份获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批示。

扎根中国大地，推动实践变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

中国大地、立足时代需求，以理论与实践交融的方式，通过“U-G-B-S”特色模

式孵化教育相关产业，实现了面向社会大众的泛在教育服务；成立信息化与基础

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发挥教育信息技

术优势，搭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平台，推动中小学补齐短板弱

项，推进教育实践的整体变革。深度参与、指导国家和地方重大教育信息化工程，

打造了“高校-政府-企业-学校”（UGBS）协同建设新机制，促进了行业技术进

步，带动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166.18 亿、利润 32.7 亿。

3.文化建设

推动经典进校园，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中小学德育、课程与教学等

研究团队，在全国 1000 余所中小学开展了“阳光教育”“生活教育”“真教育”

“能力生根”“文化经典传承”等原创性的教育改革实验，为基础教育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

积极建言献策，发挥高端智库作用。团队围绕乡村小规模学校、留守儿童、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持续开展实证调查，向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提交多份

教育政策咨询报告，10 余份获孙春兰副总理和蔡达峰副委员长批示。出版《教

育黄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建议书》，举办“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50 人论坛”，

上述活动已成为教育智库建设领域的重要品牌，得到广泛认可；牵头研制《中国

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开展

全国教育信息化评估，发布《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推动信息化时代的教

育发展。

举办高端论坛，促进学术繁荣。立足本土、面向全球，以“整体的德育路径”

“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发展”“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等为主题，成功举办数次有重

要影响力的国际会议；主办两本 CSSCI 期刊《教育与经济》《教育研究与实验》，

推动了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助推学术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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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学科建设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悠久，自 1903年创办至今已逾百年，是中国教育部直属

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

的重要基地。我校自 1988年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目前在法学和知识产权两个专

业招收培养本科生。2010年，我校获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已在

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等二级学

科招收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此外，我院还是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之

一。2013年，我院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增设“公共政策与法治”二级学科博士

点，开始招收培养法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同年，我院法学一级学科被评为湖北省

重点学科。2016 年我院入选湖北省“荆楚卓越法律人才协同育人计划”。2019

年我院法学专业被评为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2020年我院法学专业被评为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

（二）目标与标准

我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始终坚持以“坚实的理论功底、独立的工作能力、

创新的科学精神、开阔的国际视野”为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总体要求：旨在培养

学生具有健康的人格和优良的政治素质、具备坚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系统的法律

专业知识、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司法

工作、行政工作、律师工作及其他相关工作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具体要求：1.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和坚

持真理的科学品质，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掌握坚实的法学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对专业方向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具有从事本专业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语，能较熟练地阅读专业外文书刊资料。

3.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积极创新的科学精神。

为了保障专业学位的培养质量，在我校研究生院的统一管理下，对学位论文

质量管理所涉及到的五个环节进行了明确要求和详细规定（请参见附件中的《法

学一级学科（0301）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涉及基准学制、学习年限与总学分、

实践环节、科学研究、学位论文要求等方面，这对保障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

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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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与特色

本学科现设有 7个学科方向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分别是：民商法学，主要

包含民法学、商法学等具体培养方向；经济法学，主要包含经济法基础理论、宏

观调控法、企业法、市场规制法、金融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等具体培养方向；

宪法与行政法学，主要包含宪法学、行政法学、教育法学等具体培养方向；诉讼

法学，主要包含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具体培养方向；国际法学，主要

包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具体培养方向；刑法学，主要包含经济

刑法学、网络刑法学、量刑法学等具体培养方向；以及知识产权法学。其中，在

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公共政策与法治”等学科方向，在农村

土地制度、知识产权文化、外商投资与海外投资法、环境与生态保护等研究领域

已形成了优势和特色。

各专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培养方向。例如，刑法学将经济刑法学、网络刑法

学和量刑法学作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突破口。民商法学则重点研究农地

改革法律问题、资本市场法律问题、知识产权法律问题。而经济法学非常关注学

术研究的最前沿理论问题，如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问题、外商投资法律问题、高科

技创业投资法律问题、金融体制改革与银行投资法律问题、财政税收法律问题、

劳动就业法律问题、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等。

（二）师资队伍

我院现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名，首届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1名，湖

北省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2名，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 1名。我院专任教师总数 44

名，其中教授 13名，副教授 20名，讲师 11名。教师中，博士 42名；博士生导

师 5名，硕士生导师 22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数量占教师总数的 30%，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占教师总数的 96%，55岁以下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85%，

66%的教师具有海外（境外）半年以上访学交流的经历。具体情况如下：

表 1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合计

（人）
民商法学 经济法学

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诉讼法学 国际法学 刑法学

师资

数量
44 10 10 6 10 5 3

年龄

结构

35 岁及以下：10 人（23%）；36 至 45 岁：14 人（32%）；

46 至 55 岁：13 人（30%）；56 至 60 岁：5 人（11%）；

61 岁及以上：2 人（4%）

学历 博士学位：42 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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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注：其中博士后研究经历：5人（11%）；海外博士学位：1 人（2%）

硕士学位：1 人（2%）；学士学位：1 人（2%）

职称

结构

教授：13 人（30%）；

副教授：20 人（45%）；

讲师：11 人（25%）

图 1师资年龄结构

图 2师资职称结构 图 3师资学历结构

（三）科学研究

2020年，我院教师结合国家、地方法治建设需求，大力开展学术研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在 CSSCI及扩展版刊物发表论文 17篇，其中包括《中国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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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法学》《法学家》《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法学论坛》等法

学核心期刊。全年共获立各类项目 11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国

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项，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1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8部，获得武汉市第 1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

奖 1项。此外，依托我院组建有 7个校级科研机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乡基层

法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农村法律问题研究

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投资法律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治研究

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应用法学与法治社会研究所，在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都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教学科研支撑

我院现已组建 7个校级科研机构，为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重要的

平台支撑，主要包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乡基层法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农村法律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投资法律

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应用法学

与法治社会研究所等。

（五）奖助体系

为了充分保障硕士研究生的权益，本学位授权点除了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

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行方案》《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新

生奖学金评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以及《法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等奖助规定，公平、公开、公正地评定各项奖助学金外，还建立了贫困生资助制

度，正在筹建研究生科研专项培育基金和就业指导制度，力求做到生活、学习、

就业三方面全覆盖。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2020年，我院在既有招生选拔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完

善选拔程序，在报考数量降低的情况下，仍保持录取比例相对稳定，并着力于优

化生源结构，招生质量逐年上升。2020 年，我院录取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大部

分为应届本科毕业生，约占全部学生人数的 90%，来自 211工程高校的录取人数

逐年提高。为完善招生选拔制度，把好硕士研究生的入口关，我院将进一步加大

宣传力度；拓宽选才渠道；改革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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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政教育

我院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法科思政教

育的华师特色，建立以培养德法兼修法治人才为目标的“三全”思政体系，即“全

员参与”“全程贯穿”与“全方位实施”。其中，“全员参与”即是思政教育的主

体除专职党务工作者、辅导员以外，还包括专业教师、管理干部，甚至还包括校

友；研究生既是思政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思政教育的主体，研究生可以通过团

组织、党组织以及班级、社团等活动，相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全程贯穿”即

是全过程贯穿思想政治教育。从研究生进入学校始，到学生毕业离校止，思政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环节，包括开学典礼、新生教育、课堂教学、实习实

训、校园文化活动、社团与班团活动、组织发展、就业教育、毕业典礼，等等，

做到思政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全方位实施”即是在全员参与、全程贯穿

基础上，学院主动对接学校思政教育体系，从多维度全方位进行实施。

我院的思政教育工作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锻造了一支思政好队

伍，更培养了一大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专业优秀的研究生。

他们不仅法学专业特色优，毕业生中每年均有相当比例学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国内一流法科高校攻读博士学位，

或赴海外名校深造，或者进入法院、检察院、律所、企业和政府部门等单位工作，

同时，他们生思想政治素养好，社会责任担当强。近年来，学院的研究生积极开

展义务普法宣传，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和暑期社会实践，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大

量研究生积极参与社区抗疫、义务辅导医务人员子女等活动，尽显法科研究生的

责任与担当。

（三）课程教学

课程体系以及课程内容的设置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也是实现高水平高

质量人才培养的关键。为提高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我院对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

及时修订，构建了包括学位公共必修课程、一级学科必修课程、二级学科必修课

程、研究方向指定选修课等构成的完善的课程体系（参见附件《法学一级学科

（0301）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强

化课程体系的基础性和宽广性，体现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前瞻性。

实践课程体系包括：专业实践和学术实践两大类，实践环节要求硕士研究生

于第一学年暑期进行与本专业相关的不少于一个月的调研实践，并撰写相应的不

少于 6000字的调研报告，通过者计 2学分；学术实践要求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

活动次数不少于 8次，且每次活动要求写出报告，完成者记 2学分。此外，为保

证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质量和实施，我院做出了一系列的补充规定（详见《学位授

予点评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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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课程教学及其支撑体系

（四）导师指导

我院共有博士生导师 5人，硕士生导师 22人，研究生培养采用导师负责和

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我院严格落实导师责任制并充分发挥集体指

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积极探索研究生协同培养方式。对研究生的综合考核、学

位论文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答辩等研究生培养教育的重要环

节，由导师组集体讨论。

图 5 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五）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为全方位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能力，我院积极搭建相应的科研平台，提供

必要的科研条件，让硕士研究生能充分参与学术实践活动，并建立了环境营造与

六大举措相结合的研究生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培养体系。

图 6 研究生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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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交流

我院积极鼓励并支持硕士研究生参与国内与国际学术交流。在国内学术交流

方面，我院积极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会议、夏令营等学术交流活动，对

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交流提供一定的便利与物质支持，同时，对于在学术会议中

获奖的，将在评奖评优中作为加分项。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2020年，我院研

究生有多名同学深度参与到本专业的国际国内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中，同时，我

院也积极组织研究生参与各类国际模拟商事仲裁比赛，并取得良好成绩。

（七）论文质量

我院专门针对提高硕士研究生论文质量建立了流程化控制体系，严格按照培

养方案的要求开展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答辩等工作，盲评以及抽查合格

率为 100%。

图 7 研究生论文质量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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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保证

我院一直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项科研活动，

撰写学术论文并踊跃投稿。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为保障培养质量，我院进一步

压实导师责任制，以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切实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与此

同时，我院积极优化、完善硕士研究生评价标准，采用多元化指标，更加直观、

科学地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我院也注重发挥校外专家的作用，在毕业论

文评审的过程中，通过校外评审的方式来提高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2020年，

我院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也撰写了一定数量的高

水平论文，其中一部分已经在 CSSCI刊物公开发表，这也反映了我院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已经具备较高的水平。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注重学风教育，从硕士研究生进校之日起，依照《华中师

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要求学生在各项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充分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论文引用他人成

果无论是否发表均应注明出处，严禁剽窃、抄袭，反对一稿多投。目前尚未发现

学生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出现因此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十）管理服务

本学位授权点设置了完善的硕士研究生管理机构，配备了一支稳定、高效、

廉洁的研究生管理队伍，并严格按照《华中师范大学奖励优秀推免生的政策公告》、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请假规定》等规定，

从招生管理、学籍管理、课程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全面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没

有发生一例违规操作的现象，管理工作获得了全体研究生的高度认可。

（十一）就业发展

1.就业基本情况

据校就业处就业系统反馈，截止 2020年 12月 13日，2020届硕士研究生毕

业生共 158人，129人确定了毕业去向，就业率为 81.65%。

表 2 2020届硕士研究生就业形式一览表

升学 协议就业 出国、出境 灵活就业 自主创业

人数 8 121 0 0 0

比例 6.2% 93.7%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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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届硕士研究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情况表

2.毕业生发展质量

第一，就业区域集中在中南地区及经济发达地区。2020届硕士研究生毕业

生协议就业的 121人中，41人在华中地区就业，29华南地区，13人在华东地区

就业，29人在华北地区就业，3人在西南地区就业，6人在西北地区就业。其中，

在长三角地区就业 11人，在珠三角地区就业 17人，在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就业 7

人。

第二，职位多与本专业相关，岗位匹配度高。2020届研究生毕业生协议就

业的 121人中，律师或者律师助理 25人、公务员 31人、法务人员 31人、金融

行业从业人员 11人。其中，专业与岗位完全匹配的占 46.28%，基本匹配的占

34.7%，两者共占约 81%。

第三，用人单位意见反馈较好。从目前的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来看，我院毕

业生在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踏实肯干，虚心好学，大胆创新，出色地完成了

单位交办的各项任务，并且能够与同事和睦相处，全面发展，表现出较高的综合

素质。预计这批学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成为各自单位的中坚力量。

（十二）人才培养特色

1.各专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培养方向。例如，刑法学将经济刑法学、网络刑

法学和量刑法学作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突破口。民商法学则重点研究农

地改革法律问题、资本市场法律问题、知识产权法律问题。而经济法学非常关注

学术研究的最前沿理论问题，如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问题、外商投资法律问题、高

科技创业投资法律问题、金融体制改革与银行投资法律问题、财政税收法律问题、

劳动就业法律问题、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等。

2.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第一，严格执行学生限额制度。规定每位

导师指导的一届研究生最多不得超过 6人，确保其有充足的精力指导学生。第二，

切实实行导师淘汰制度。对教学极不认真、没有科研项目或成果、论文抽检不合

格的导师，暂停其招生资格。第三，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设置。增减某些课程，

党政机

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律所 其他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

教育单

位

其他事

业单位

国有企

业

三资企

业

民营企

业

人数 31 16 1 3 38 0 13 25 2

比例 24.03% 12.4% 0.78% 2.33% 29.46% 0 10.08% 19.3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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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鲜明地体现专业特色。基于培养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的考虑，各专业之间

共享部分课程资源。第四，大力丰富课堂教学方式。鼓励教师根据本学科和课程

特点，采取理论评介、案例讨论、学生报告等多种教学方式授课。合理分配讲授

和讨论的时间，讨论在教师的主导下进行。讨论结束后，教师进行适当的点评和

总结。

3.完善管理服务、评价和激励机制、质量保障体系。第一，重视民主管理。

评奖评优事关研究生的切身利益，每次修订评奖方案前，都会邀请研究生代表参

加，认真听取并适当采纳他们的意见。第二，严肃教学纪律。教师必须高质量地

完成教学任务，确有特殊情况的，提前履行报批手续，不得擅自停课、调课、缺

课。第三，夯实课外指导。导师在课下定期举行读书会，与课堂教学形成有力互

补。吸收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分配其承担文献搜集、实地调研、会议组织、

报告撰写等任务。按照我院学科发展规划的要求，培养学生掌握实证研究方法，

提高学生应用法律的能力，能够独立或在导师带领下开展实地调研。第四，强化

科研激励。每学年定期完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等制度，

对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普通期刊中较好的期刊和较差的期刊予以合理的区别对

待。探索建立科研专项培育基金，鼓励学生进行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第五，落

实毕业实习。正在完善学院有关毕业实习的管理考核规定，学院和导师共同为毕

业年级研究生搭建实习平台。加大对毕业实习的管理考核力度，力争毕业实习取

得良好效果。

四、服务贡献

（一）社会服务

我院高度重视培养硕士研究生社会服务意识，并积极组织硕士研究生参与社

会服务活动。2020 年，在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面前，我院硕士研究生丝毫没有

退却，而是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基层抗疫活动，在各个村、社区成为抗疫志愿者，

帮助所在基层单位整理防疫信息、登记外来人员信息、进行体温测量等抗疫活动，

积极在所在村、社区宣传防疫知识，提高群众抗疫意识，为早日战胜疫情贡献自

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也大大提高了我院硕士研究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与服务

能力，深受社会各界好评。

（二）经济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院硕士研究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主动适应时代发

展潮流，将所学知识运用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2020届毕业生中，就业协议形

式就业的 121人中有 31人进入各类企业成为一名法务工作人员，有 11人进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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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金融机构成为一名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为我国各类企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还有 31人成为一名公务员，进入了各级人民政府、法

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单位，他们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营商环境，做好经济发展

服务与保障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法治建设

我院硕士研究生始终保持对法治的高度信仰，致力于投身国家法治建设，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添砖加瓦。2020 届毕业生中，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的 121

人中有 56人从事与法律专业直接相关的就业岗位，有 42人从事与法律专业间接

相关的就业岗位，专业与岗位完全匹配的占 46.28%，基本匹配的占 34.7%，两

者共占约 81%。这表明，我院 2020届毕业生中绝大多数人毕业后仍从事与法律

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工作，他们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法治事业，为推动我国

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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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学位授权点培养方案

《法学一级学科（0301）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总体要求：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能够具备坚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

系统的法律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司

法工作、行政工作、律师工作及其他相关工作的能力。

具体要求如下：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

精神和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对专业方向有比较深

入的研究，具有从事本专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语，能较

熟练地阅读专业外文书刊资料。

3．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积极创新的科学

精神。

二、研究方向

1.二级学科名称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030103）
（1）研究方向一：宪法学

本学科立足宪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宪法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长

期关注宪法理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等领域，在人大监督、

村民自治与农村法制建设、农民工权益保障、民间组织等方面已具备一定优势。

（2）研究方向二：行政法学

立足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国行政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长

期关注行政救济、农村基层行政法治化建设等领域，在国家赔偿、行政诉讼、行

政责任、中国乡村行政法治化等方面已具备一定优势。

2. 二级学科名称：刑法学（030104）
（1）研究方向一：中国刑法学

立足中国实际，研究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制度、体系以及重点、难

点等问题。

（2）研究方向二：外国刑法学

主要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基本理论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

（3）研究方向三：犯罪学

以犯罪现象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犯罪现象的产生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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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犯罪原因及防控犯罪对策。

3.二级学科名称 民商法学（030105）
（1）研究方向一：民法

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在规范和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核心

的地位。该研究方向主要内容包括：民法的地位与调整对象、民法的原则、民事

主体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人格权制度等

（2）研究方向二：商法

商法为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该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包括：商法的地位与

调整对象，商主体、商行为、公司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期货法律制度、破

产法律制度、保险法律制度等

（3）研究方向三：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的培养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对学生的专业知

识和能力的培养。内容涉及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制度结构及体系化等基本理论

问题，以及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动态及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内容及

特色等实践性问题

4.二级学科名称：诉讼法学（030106）
（1）研究方向一：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是对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及其发展规律、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及其

发展变化规律、民事诉讼活动及其规律等进行理论概括的科学。民事诉讼法学方

向以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及其发展规律、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及其发展规律、民事诉

讼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向二：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及其发展规律、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及其

发展变化规律、刑事诉讼活动及其规律等进行理论概括的科学。刑事诉讼法学方

向以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及其发展规律、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及其发展规律、刑事诉

讼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

5.二级学科名称 经济法学（030109）
（1）研究方向一：经济法基础理论

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法的调整原则和

调整方法、经济法的理念、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及内容、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律责任、国外经济法理论与比较等。

（2）研究方向二：宏观调控法研究

宏观经济基础理论、宏观调控法一般原理、中西方宏观调控比较、计划与统

计法制、产业调控法制、国家和其他主体投资法制、国有资产管理法制、自然资

源和能源管理法制、财政法制、税收法制、贸易管理法制、价格法制、服务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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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资格管理法、涉外经济管理法、质量和技术监督管理法等。

（3）研究方向三：企业法研究

企业法基础理论、企业的权利义务、企业的法律文化、国有企业法制、公司

法制、独资企业法制、合伙企业法制、企业破产法制、企业并购法制。

（4）研究方向四：市场规制法研究

市场规制法基础理论、竞争法的法律体系、反垄断法的立法体例、美国的反

托拉斯法、欧盟竞争法、日本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违

反竞争法的救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

（5）研究方向五：金融法研究

本门课程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对金融法的基础理论和我国现行重要金

融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深入地介绍了最新的金融改革和金融立法的成果，

反映了最新的金融法学研究的成果和对金融法律制度一些前沿性问题的深入思

考。使学生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中央银行法律制度、我国的金融监管改

革、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外汇储备法律制度、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的裁

判标准等内容有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6）研究方向六：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研究

环境资源问题的部门法律、发展与更新——环境资源法基本原则和制度、赋

权与规制——环境资源保护制度专论、规制与赋权——环境污染控制制度专题、

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专题、纠纷与救济——环境公益诉讼与环

境损害赔偿。

6.二级学科名称 国际法学（030109）
（1）研究方向一：国际公法

国际公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该研究方向将从理论和实践

两个方面加强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该方向的授课教师不仅均有在国

外著名大学研修的经历，均具有法学博士学位，而且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国

家级出版社出版了国际法方面专著 2 部，在《现当代国际关系》、《欧洲研究》、

《教学与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主义研究》等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国

际法方面论文近 20篇。

（2）研究方向二：国际私法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同世界各国间的民商事往来日益频繁。

该研究方面则正是研究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该研究方向的导

师不仅均有在国外著名大学研修的经历，而且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

出版了国际私法方面专著 2 部，在 CSSCI来源期刊和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近

40篇国际私法方面的学术论文，其中 10多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

摘》和《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摘录或者全文转载，尤其在港澳台地区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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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影响

（3）研究方向三：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研究方向致力于对学生从事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能力和涉外经

济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的培养。该研究方向的导师不仅均具有在国外著名大学研

修的经历，均具有法学博士学位，而且著有国际经济法方面的专著多部，公开发

表了国际经济法方面的论文 30多篇。

三、基准学制、学习年限与总学分

1.硕士生基准学制为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总学分 36-38学分（16学

时/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2年（以课程学习、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

学位论文工作时间 1年。实行学分制，总学分 36-38学分（16学时/学分）。其中

课程学习 32-34学分，实践环节 4学分。

2．研究生达到如下条件，可申请提前毕业：（1）提前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

全部课程，其他培养环节的考核符合学校提前毕业的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在校

学习时间达 2年以上；（2）在校期间必须有 2篇署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且以第一作

者身份公开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其中 1篇必须在 cssci期刊上发表；（3）前

期学历为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非法学本科毕业生不能申请提前毕业。（4）研究

生申请提前毕业，应于每年 10月填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申请

表》，经导师和院系主管研究生负责人同意，报研究生院审批。

3．研究生一般不延长学习年限；确需延长学习年限，于每年 10月由研究生

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申请表》，经导师和院

系主管研究生负责人同意，报研究生院审批。

四、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要强化课程体系的基础性和宽广

性，体现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前瞻性。课程设置分为两大类：学位课程和选修课

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 32-34学分.

1.学位课程。学位课程包括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一级学科必修课程、二级学

科必修课程。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7学分，外语课程 4学分，政治课程 3学分。一

级学科必修课程 3门，8学分，为全院研究生必修课。二级学科必修课程 3-5门，

8-10学分，按专业设置，本专业学生为专业必修课,非本专业学生视为选修课。

2.选修课程。选修课程 8-10学分，根据三级学科（研究方向）和拓展学习的

需要设置，硕士研究生按导师要求选修和自主选修。选修课程原则上至少应有

10人选课才能开设。

3.补修课不计学分。同等学力、跨学科、跨专业硕士生须补修 3门本科生主

干课程，并通过考核取得及格成绩，不计学分。具体科目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

确定。上述补修课程不另开课，研究生必修与本科生同堂听课，考试与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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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科生相同。考核成绩不计入研究生阶段的总学分。

4.具体课程信息见《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五、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专业实践和学术实践两种形式，为研究生必修环节，计 4学分。

实践环节考核合格后方可参加毕业论文的答辩。

1.专业实践。硕士研究生于第一学年暑期进行与本专业相关的不少于一个月

的调研实践，并撰写相应的不少于 6000字的调研报告。研究生参加实践环节活

动的情况须记入《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活动考核表》，由导师

同意后报导师组评审，通过者计 2学分。

2.学术实践。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次数不少于 8次，且每次活动要求写

出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学术活动的时间、地点、宣讲人、报告的内容和体会等，

每篇不少于 1500字，并填写《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活动考核

表》，由导师同意后报导师组评审，完成者记 2学分。

六、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学术学位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应注重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

的培养，寓教于研，将科学研究贯穿于培养全过程。本学科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应

达到以下要求：

1.硕士研究生应该阅读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法学文献与法学专著，并向导师

提交相应的读书笔记。

2.硕士研究生至少应撰写 3篇规范的课程论文。

3.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有 2篇署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且以

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其中 1篇必须是在 cssci期刊上发表。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反映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研究能力的关键环节，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应符合以下要求：

1.学位论文的开题应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进行。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

导下选定论文题目，学位论文的选题应体现本专业领域的学术性和先进性，并具

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选题确定后，应提交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从开题报告到

论文答辩不得少于 1年时间。开题报告的内容包含与所选题目有关的文献综述、

选题的意义、完成论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安排、论文的基本内容、预期达到的水

平、存在的问题等（不得少于 8000字），并应附有该选题的资料索引。开题报告

由导师组审议，不能通过者要重新开题。开题应在每年的 5月底之前完成。

2.学位论文在开题之后半年，应由本学科的导师组进行论文中期检查，主要

检查论文写作进度与基本内容。

3．学位论文的提纲拟定与论文撰写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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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能充分反映作者本人的研究能力和学术观点；论文要求结构合理；观点明

确；论证周密；资料翔实；注释规范；具有一定的创新见解；不得少于 3万字。

4．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均应按照《华中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进行。

八、培养方式

本学科研究生培养采用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贯彻

理论联系实际、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采取系统的理论学习与社会

调查、课堂讲授与个人自学、集中学习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

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着力培养研究生独立的科研、教学和工作能力，以

及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具体而言，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充分发挥集体指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培养研究生工作，

积极探索研究生协同培养方式。

2.坚持寓教于研，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研究生培养，注重研究生的系统科

研训练。

3.积极搭建研究生培养国际合作平台，努力推动联合培养、学分互认、海外

实习、短期交流等研究生培养国际化进程。

4.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突出案例教学和专业实践，重视课题研究、专题研讨、

学术报告等学术训练环节。

5.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对部分课程实施混合式教学，充分发挥研究

生在课程学习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6.完善以科学研究与实践创新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导师要管教管导，教书

育人，既要发挥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术规范教导作用，

也要发挥对研究生思想品德和科学伦理的教育作用。导师应为在学研究生的学术

不端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九、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或选读）

1
1.《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

史》（修订版）
吕世伦，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必读

2
《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名

著 30 种》

曾尔恕,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必读

3 《20 世纪法学名著导读》
曾尔恕,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必读

4 《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导读》
李龙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必读

5 《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
黎国智主编,法律出版社 1992

年版。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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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

（修订版）
吕世伦,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 必读

7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必读

8 《法哲学范畴研究》
张文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必读

9 《现代西方法理学》
沈宗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必读

10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 必读

1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必读

12 《政府论》
【英】洛克，商务印书馆 1964

年 2 月版。
必读

13 《论自由》
【英】约翰·密尔,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3 月版。
必读

14 《论法的精神》
【法】孟德斯鸠,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3 月版。
必读

15 《社会契约论》
【法】卢梭,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版。
必读

16 《正义论》
【美】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8 年版。
必读

17 《法律的道德性》
【美】富勒,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版。
必读

18 《法哲学》
【德】拉德布鲁赫，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必读

19 《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
【德】霍恩，法律出版社2005年

版
必读

20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

法》

【美】E·博登海默，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必读

21
《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

论》

【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出

版社 2002 年版
必读

22 《法哲学原理》
【德】黑格尔，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必读

23 《法学方法论》
【德】卡尔·拉伦茨，商务印书

馆 2003 年版
必读

24 《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必读

25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必读

26 《法学》 华东政法大学 必读

27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法学院 必读

28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必读

29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法学院 必读

30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必读

31 《法制与社会发展》 吉林大学法学院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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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必读

33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必读

34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 必读

十、其他规定

1.研究生培养方案须经学科全体指导教师讨论通过，研究生教学委员会或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报研究生院备案入库。

2.根据统一基本规格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研究生须根据本学科研

究生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本人实际，在入学后 3个月制订个人培养

方案。

3.本学科根据研究生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制订研究生学期教学实施计

划并组织实施。

4.培养方案规定项目，均须按《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考核及成绩管理办

法》进行考核。

5.研究生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完成与否，是审定研究生能否毕业和学位

授予的基本依据。

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

公

000000000011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全校硕士生必

修

00000000001109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2
人文社科类硕

士生必修

00000000001135 第一外国语 64 4 1、2
全校硕士生必

修

一级

科修

程

79000301001101
法学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 reading

words of the science of law
32 2 1

法学各专业硕

士生必修
79000301001102

法哲学与法学研究方法 Philosophy

of law and Methods of legal

Research

48 3 1

79000301001103 民法专题研究（CIVIL LAW） 48 3 1

二级

科修

程

79000301001104

中 国 宪 法 学 专 题 研 究 Thematic

research on constitutional law of

China

48 3 1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硕士生必

修79000301001105

比 较 宪 法 学 专 题 研 究 Thematic

research on comparis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32 2 2

79000301001106 行 政 法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Thematic 48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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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undamental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law

79000301001107

行 政 诉 讼 法 专 题 研 究 Thematic

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32 2 3

79000301001108
中国刑法总论 General Provisions

of China's Criminal Law
32 2 1

刑法学硕士生

必修

79000301001109
中国刑法各论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hina's Criminal Law
32 2 2

79000301001110 外国刑法学 Foreign Criminal Law 32 2 2

79000301001111
犯罪学专题研究 Special Studies on

Criminology
32 2 2

79000301001112 经济刑法学 Economic Criminal Law 32 2 2

79000301001113
民法基础理论研究 Introduction to

Civil Law
32 2 1

民商法学硕士

生必修

79000301001114 商法专题研究 Commercial Law 32 2 1

79000301001115 物权法专题研究（REAL RIGHT LAW） 32 2 2

79000301001116 债权法专题研究 Law of Obligations 32 2 2

79000301001117

知识产权法基本理论和方法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2 2 2

79000301001118
民事诉讼法学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n Civil procedure Law
48 3 1

诉讼法学硕士

生必修

79000301001119
ADR 原 理 专 题 研 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a Nutshell
32 2 2

79000301001120

刑事诉讼法学专题研究 Selected

topics 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48 3 2

79000301001121
证据法学专题研究 Specil topic on

the science of evidence law
32 2 2

79000301001122
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 Study on Basic

Theory of Economic Law
32 2 1

经济法学硕士

生必修

79000301001123
宏 观 调 控 法 研 究 Macroeconomic

Control Law
32 2 2

79000301001124
企 业 法 专 题 研 究 （ Study On

Enterprise Law ）
32 2 2

79000301001125 竞争法专题研究 Competition Law 32 2 2

79000301001126 金融法专题研究 Financial Law 32 2 2

79000301001127
国际公法专题研究 International

Law
48 3 1

国际法学硕士

生必修
79000301001128

国 际 私 法 专 题 研 究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48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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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00301001129
国际投资法专题研究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32 2 2

79000301001130
国际贸易法专题研究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32 2 2

选

79000301001131

国 家 赔 偿 法 专 题 研 究 Thematic

research on national compensation

law

32 2 2

法学各专业硕

士生选修

79000301001132

宪 法 思 想 史 专 题 研 究 Themat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ism thoughts

32 2 3

79000301001133

外 国 行 政 法 专 题 研 究 Thematic

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law of

foreign countries

32 2 3

79000301001134

宪 法 行 政 法 案 例 研 究 Cases

research of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32 2 4

79000301001135
刑法疑难案例研究 The Analysis of

Criminal Difficult Cases
32 2 3

79000301001136
行 政 刑 法 学 Administrative

Criminal Law
32 2 3

79000301001137
刑事政策学 Science of Criminal

Policies
32 2 3

79000301001160
刑事诉讼法学专题研究 Special

Studies 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2 2 3

79000301001139
中国刑法史专题研究 The History of

China's Criminal Law
32 2 3

79000301001140 公司法专题研究 Company Law 32 2 3

79000301001141
亲属法专题研究 Special research

for Relative Law
32 2 4

79000301001142

知 识 产 权 法 前 沿 问 题 研 究 he

Forefront 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2 2 3

79000301001143
人 格 法 专 题 研 究 IGHT OF

PERSONALITY
32 2 3

79000301001144 证券法专题 Securities Law 32 2 3

79000301001145

比 较 刑 事 诉 讼 法 学 Selected

topics on 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2 2 3

79000301001146
比 较 民 事 诉 讼 法 学 Comparative

study on Civil procedure Law
32 2 3

79000301001147
诉讼法学热点专题研究 Hot spot

issue Study of procedure Law
32 2 3

79000301001148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Chinese and 3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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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judicial system

comparison

79000301001149
比 较 行 政 诉 讼 法 学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32 2 4

7900030100115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题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law
32 2 2

79000301001151
投资法专题研究（ Dissertation

Study on Investment Law）
32 2 3

79000301001152 合同法专题研究 Contract Law 32 2 3

79000301001153
房地产法专题研究 Study on Real

Property Law
32 2 3

79000301001154

劳动法与社 会保障法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32 2 3

79000301001155
国际组织法专题研究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
32 2 3

79000301001156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专题研

究 Research on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2 2 3

79000301001157
国际金融法专题研究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32 2 3

79000301001158

国际民事诉讼与商事仲裁专题研究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32 2 4

79000301001159 国际人权法专题研究 International

Law on Human Rights
3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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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与新闻传播事业的渊源肇始于著名校友、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

英于 1920 年代创办的利群书社与《中国青年》；学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发轫于 1994

年，历二十余年发展，形成“昭德明理、立言树人”的传统。2010 年新闻传播

学获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下设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位授权点）；2013 年

获批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同年获批“湖北高校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2017

年获批“湖北省新闻传播卓越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本学位点拥有“媒介伦理与媒介管理研究中心”“大数据传播与应急

管理研究中心”“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三个校级研究机构，并参与国家级研究中

心“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

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省新型智库“湖北社会建设研究院”等机构的

建设。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硕士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既有扎实人文社科功底，又掌握现代化

传播技能的复合型新闻与信息传播人才。具体要求是：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广阔的人文社科视野；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

法，培养良好学风与一定的科研能力；熟悉新闻传播的基本业务技能，具备较强

的信息处理、交流沟通与传媒实务工作能力；掌握一门外语，能进行基本交流和

阅读外语文献。

（二）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依据国家学位授予标准，规定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应包括以下五个方

面的基本要求：

（1）课业学习。硕士研究生必须修完规定课程并获得不少于 36 个学分，同

时必须完成新闻传播实践和学术实践并通过相应考核。

（2）发表论文。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毕业必须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

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在 CSSCI 及以上级别期刊上发表 1篇本专业学术论

文。

（3）外语学习。硕士研究生必须掌握一门外语，达到能够熟练阅读专业外

语文献的水平。

（4）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需严格遵守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在导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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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完成一篇不低于 3万字的学位论文并通过抽检和答辩。

（5）学习时限。硕士研究生实行 2～4年的弹性学制，在提前修满学分、完

成学位论文并达到本学位点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可申请提前答辩和毕业。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已形成有具有自身特色、结构稳定的培养方向。新闻学硕士点有新

闻学、广播电视学两个培养方向；传播学硕士点有传播学、新媒体传播两个培养

方向。

表 1：培养方向与师资队伍配备情况

二级学科

硕士点
培养方向

方向

带头人
团队成员

新闻学
新闻学 张勇军 江作苏、甘丽华、李理、陈科、张继木、许永超

广播电视学 彭涛 李三强、刘震、刘旻、胡璇、王逊、林吉安

传播学
传播学 高海波 吴志远、张德华、胡瑛、许玲、陈俊峰、陈欧阳、段然

新媒体传播 喻发胜 张振宇、刘琼、周莉、辛静、严利华、王然、王娴卉

（二）师资队伍

学院已逐步建立起一支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年富力强

的师资队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学院拥有专任教师 36 人，外聘教师 4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7人，副教授 20 人，讲师 9人，高级职称教师占总数的 75%；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 35 人，博士化率 97.22%。教师中“长江韬奋奖”获

得者 1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1

名、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1名、全国“金话筒”百优主持人 1名、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评审专家 3名、湖北省政府应急管理专家 1名。

（三）科学研究

在课题研究方面，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我院教师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 1项（喻发胜：基于国家安全的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构研究）。

在学术型科研成果方面，学院教师公开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2 篇（sci、

cssci 收录），其中权威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1篇（“层累地”形成的“时

事新闻”——基于美国版权史判例的分析：许永超; 陈俊峰）。我院喻发胜教授

的论文《普遍联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哲学基石及其时间价值》被评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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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与传播研究》第八届（2019 年）年度优秀论文。

在应用型科研成果方面，2020 年上半年，我院教师撰写研究咨询报告 9篇，

其中喻发胜教授的研究报告《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重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被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指导组批示采纳；玲老师的赴台调研成果被中央某部

门采用（涉密）。

在科研成果获奖方面，本学位点获 2项省社科成果奖。其中张继木老师获第

九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孟君教授获第十届湖北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本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学生参加一定数量的校内外

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学术会议等可计 2 学分。2020 年本学位点举办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 2次，举办“观影沙龙”16 期。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注重跨学科的平台建设，设立“媒介伦理与媒介管理研究中心”“大

数据传播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 “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三个校级研究中心，并

参与建设国家级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和湖北省新型智库“湖北社会

建设研究院”。同时还建设有“新闻伦理案例库”“中国突发事件数据库”“纪录

片案例库”等数据平台，供研究生教学、科研使用。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建立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实现了“该奖则奖、当助则助”的

目标。

表 1：本学位点研究生主要奖助表

奖助名称 资助水平 资助对象 覆盖比率

国家奖学金 20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5%

学业助学金

12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20%

8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40%

4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40%

优秀奖学金

2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15%～20%15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1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新生奖学金 5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3.5%～9.7%

国家助学金 6000 元/人/学年（按 10 个月发放） 全日制研究生 100%

“三助一辅”岗位助学

金
5000 元/人/学年（按 10 个月发放） 全日制研究生 15%

大江奖学金 3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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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近五年来，本学位点报考录取率为 9%～16%；生源结构多元，“211”和“985”

高校生源达 20%以上。今后将加大对重点本科高校的宣传力度，利用“学术夏令

营”等方式进一步优化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

招生录取工作方面，我院 2020 年共录取硕士研究生 103 人，其中包括学硕

44 人，专硕 59 人。

（二）思政教育

1、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新闻传播学院目前拥有研究生专职辅导员一名，聘请研究生专职辅导员一名，

学院党委书记罗贻文主抓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委副书记程秀莉协管研究

生工作。罗贻文同志在学生岗位多年，经验丰富；程秀莉同志年轻有为，具有学

生工作创新性思维；研究生专职辅导员李鸿同志在研究生岗位工作 6年，经验较

为丰富，撰写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案例《谈谈入党这件事儿》、工作论文《浅谈

大学生媒介素养养成教育》等，尝试探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兼职辅导员

杨艺莉来自高年级研究生，发挥着朋辈教育的功能。

此外，学院研究生共有 252 人，4 名博士，248 名硕士研究生。以年级和专

业为划分，共有研究生班团支部 5个，研究生党支部 3个。设立研究生团支部书

记、学习委员学习委员兼团支部组织委员、生活委员兼团支部宣传委员岗位，参

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牢牢把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向，落实高校“立

德树人”的精神和宗旨，各自负责研究生班团建设、学风建设、研究生寝室、生

活日常工作，协助辅导员开展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2、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是加强研究生爱国主义信念教育

新闻传播学院厚植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联系研究生实际，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本年度，研究生共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共计

10 余次。搭建讲述平台，通过纪念抗美援朝胜利 100 周年活动，组织开展“我

的老兵爷爷”故事讲述活动，邀请研究生上台讲述祖辈抗战的故事，激发学生爱

国主义热情；组织学生观看纪念辛亥革命胜利 110 周年习近平讲话直播，分享学

习感悟，加深研究生对国家历史变迁的认识，知史爱国；强化实践育人，组织研

究生特色党日活动，赴中共五大遗址、毛泽东故居、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辛亥

革命纪念馆、红安将军县走访参观 150 余人次；组织开展武汉抗疫纪念馆走访

学习活动 40 余人次，带动学生理解“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国家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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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研究生科学道德学风教育

严抓科学道德学风，本年度连续组织学生参加科学的道德学风宣讲报告会，

上下学期集中观看现场直播讲座各一次；9月，邀请学院退休教授刘九洲老师为

研究生新生开展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一次；研究生辅导员多次在研究生集体教育

中开展学术道德教育。

严格要求研究生学术规范。学院导师发挥导师育人作用，严把学生论文关，

2020 年上半年研究生论文全部盲审通过，圆满完成任务，2020 年学院往届研究

生、博士生论文被教育抽中复审，论文全部过关；学院研究生提供奖助学金申请

所需论文支撑材料，均要求不超过 15%复制比，提供权威论文复制检测笔，且全

部签订论文学术道德与规范承诺书。

加强研究生学术规范制度建设。学院奖助学金评定细则将研究生学术规范纳

入重要内容，正在出台学院研究生学术论文规范要求等文件，进一步强化研究生

学术规范教育。

三是加强研究生党史学习与实践教育

研究生群体以党建带团建，自 2020 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学院研究生

实行“关键少数集中学、群体组织学、党员创新学”方式，开展了系列卓有成的

学习。

1、发挥头雁效应，研究生支部书记、委员集中学，2021 年以来，研究生支

部书记加入学院党史学习培训班，参加院党委中心组学习，发表学习体会；参加

学校专题培训 11 人次，通过线上学习、线下培训方式，加深对党史学习的理解；

2、扩大学习层面，研究生党小组积极组织党员自主学习。学院为每一名学

生党员专门下发党史学习笔记本，学生主动学习党史学习四本书，勤做笔记，勤

写学习心得。

3、丰富学习形式，学院召开研究生主题团日活动，以党史学习为脉络，学

生观看主题教育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观看建党 100 周年献礼影片《长津湖》、

《金刚川》，结合专业撰写影评，表达爱党情、爱国意。

四是加强研究生集体意识培养和教育

研究生每月组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一次，每月开展研究生主题党日活动方式，

发挥研究生团总支功能，强化研究生集体意识，并在研究生群体中营造班级、团

支部、党支部的归属感，通过研究生会的系列活动，举办研究生迎新晚会、研究

生“荧光夜跑”活动、研究生趣味运动会、师生请乒乓球大赛、华研杯排球赛、

华研之星风采大赛、研究生青年大学习等方式，通过节目表演、体育运动等有利

于团队建设的形式，加强了研究生对学院、集体的归属感，“桂子山新闻人”理

念深入人心。

3、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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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专业+思政方式卓有成效。为打造一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未来新闻工

作者，本年度，我院党员教师王丽教授带头组建课程思政开发团队，由辛静、李

理、陈科、张璋等教师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同开设《红色经典阅读与传播》课

程，引导教育学生通过读红色经典，学党史、悟思想，打造出一堂堂精彩的“沉

浸式”体验课堂，课程选取“经典文献、新闻报道、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四类

代表性红色经典作品，不断探索“实景现场教学模式”，搭建“走读红色基地”、

“相约乡读”、“大学生红心宣讲团”、“红色经典阅读讲座”、“领读红色经典微课

堂”五位一体党史教育学习模式，从专业成长和党史教育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探索了课堂思政与思政课程相促相融的新方式。

加强大学生文化品牌塑造的育人作用。学院研究生组建大学生红新工作坊，

由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党员骨干组成，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趣幽默的方

式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如《周恩来的家书》、《贺页朵的“宣誓书”》、《两

会你我他之“粮食”》、《十九届六中全会校园采访视频出炉！》等内容推送，面对

全院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等群体，组织举办了“两会演讲比赛”、

“党史知识竞赛”、“《十一书》诵读比赛”、“党史书画比赛”等主题鲜明，学生

乐于参加，受教育深刻的红色主题活动。红新工作坊目前成员 9人，工作成果显

著，在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发挥着朋辈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

以培养“四有好青年”为目标，依托团委研究生会，打造研究生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

一是培养有品行、有爱心向善好青年。学院成立的湖北省大学生红心宣讲团、

党团先锋志愿服务队，在武汉市武昌、汉口、汉阳成立 5个宣讲示范点，与汉口

打铜社区、武汉盲校等 4家单位合作成立志愿服务对接点，在社会服务方面产生

较大影响，全院研究生一年来参加志愿服务工作近 1000 小时；

二是培养有审美、有志趣向美好青年。学院组织学生赴华中农业大学参加中

国传统花灯制作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审美情趣；组织学生开展花艺学习，

开展插花活动，培养学生善于生活，热爱生活的本领；组织学生开展佑铭草坪音

乐节，悦动自我，提高学生艺术审美能力。

三是培养有思想、有能力的向上好青年。一年来，学院邀请社会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本学院的优秀教师开展知识讲座，拓宽学生知识边界，启发学生思

想，加深对社会深刻认识；邀请校党委宣传部党波涛老师、毛军刚老师，武汉纺

织大学彭阳慈航老师，本院张德华老师、张璋老师为学生开展新闻写作、公文写

作、摄影、无人机拍摄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指导讲座，帮助学生扎实学识，

精于实践。

四是培养有自我、有追求的向勤好青年。关注自我，悦纳自我，成为新时代

追梦人。为帮助研究生培养良好心理调适能力，学院连续邀请校医院、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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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等部门开展学生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引导学生关注自我，关

注健康，辅导员开展“你说我听”团体辅导，帮助毕业生缓解内部焦虑情绪，学

院组织开展户外健康行活动，加强学生身心健康锻炼。为提高研究生未来规划能

力，一年来，学院邀请校外专家、优秀校友为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简历制作

辅导、面试指导等工作，切实帮助学生认清自我，解决人生困惑，取得一定效果。

4、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一是稳大局，保安全，开展研究生日常安全管理和服务工作。研究生辅导员

每学期走访宿舍 2次，对研究生生活进行走访慰问，同时检查研究生寝室用电安

全问题，强调人身安全问题；每月开展一次研究生集中点名活动，一年共计 8

次，对研究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开展研究生防诈骗、防盗、防火等安全

提醒工作。

二是送温暖，送帮扶。关注特殊问题学生，研究生辅导员与导师密切配合，

交流沟通研究生心理异常情况，并及时报告学院领导，联合学生家庭，共同开展

有力帮扶工作。学院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均做到“一生一档”、“一生一策”；关注

贫困学生情况，通过帮助学生寻找兼职，与学生谈心谈话，鼓励学生树立自信人

生观，帮助学生找到存在感，帮助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并发放学生临时困难

补助资金；本年与 104 名研究生新生全部完成一对一谈话，详细了解家庭信息，

学生情况，为学生帮扶做好基础工作。

三是开展研究生奖助补贷工作。本年度共开展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发放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 179.2 万元，评选发放国家助学金 8万元，发放企业助学金、自强

助学金 3.5 万元，发放社会类奖学金 2万余元。帮助 26 名家庭贫困学生办理助

学贷款共计 28.604 万元。共计 221.304 万元。

四是促就业，保民生。学院积极关注毕业生求职去向，成立就业指导小组，

建立学院领导主抓，研究生辅导员、导师、学生干部负责工作机制，定向摸排学

生就业需求，组建不同求职 qq 群，精准发布求职信息。发挥校友力量回校招聘，

多次开展专题招聘会、校友返校讲座。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课程体系合理，强调理论学习、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规

定研究生须在 3年基准学制内修完 36 学分，并按学术规范完成学位论文、通过

答辩方能毕业。在实践教学方面，聘请业界精英开设“媒介诊断”等新闻实务课

程，同时开设“数据分析与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短片制作”“纪录片创作”

“视觉艺术设计与制作”5门技能课。

本学位点重视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开设多门全英文课程；与美国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举办“媒体融合时代战略性传播教学周”；聘请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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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迪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多位知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

本学位点积极践行研究生课程的教研教改工作，在多门研究生课程中推行

“SGC+（学生创造内容）”教学模式，施行“模拟新闻发布会”“翻转课堂”“现

场实习”等多种教学方式。

（四）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制定了健全的研究生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制度。教师经严格筛选

方能担任研究生导师，上岗前须接受系统的入职培训，每 3年须接受本学位点的

考核，不合格者将被取消导师资格。

本学位点导师严格履行指导职责，要求帮助研究生拟定研究规划，每月须亲

自指导研究生；推行导师组集体指导制度，研究生科研立项、学位论文开题和答

辩均以集体方式进行。

（五）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本学位点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通过读书报告会、课程论文指导、学术

讲座、参与导师课题等方式提高学生学术研究水平。鼓励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在奖学金评定时可作为加分项奖励。

在实践教学方面，本学位点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和优质的锻炼平台。

自 2004 年以来，已在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新华社湖北分社等 17 家主流媒体建

立实习基地。

（六）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学生参加一定数量的校内外

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学术会议等可计 2 学分。2020 年本学位点举办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 2次，举办“观影沙龙”16 期。

（七）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对学位论文严格执行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制度，

建立从过程到结果的质量保证体系。为防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本学位

点对所有学位论文进行复制比检测。在湖北省组织的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中，合格

率达 100%。2020 年研究生学位论文全部盲审通过，圆满完成任务，2020 年学院

往届研究生、博士生论文被教育抽中复审，论文全部过关。五年来共获校级优秀

论文 40 篇、省级优秀论文 3篇。

（八）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按照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对属于下列情况的学生，经相关程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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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其学习资格，取消学籍：凡未能修满规定学位课程学分或未达到规定平均成

绩者；超过最高学习期限者（硕士研究生最多 4年）；未能按照规定期限完成学

位论文或答辩最终不合格者；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校规校纪者；出现抄袭、剽窃

等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者。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重视研究生学风教育，每年邀请资深教授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教

育；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绝不姑息。2013 年两名研究生因课程论

文中存在抄袭现象，被责令在全院公开检讨。2016 年、2017 年均有研究生在毕

业论文答辩中被责令修改，经二次答辩合格后方授予学位。

（十）管理服务

1.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备情况

本学位点设置研了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机构，包括学院

党委书记、院长、分管副院长、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和各专业主要负责人

等，统筹管理研究生培养工作。

2.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

本学位点严格遵守国家及学校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开学报到制度、日

常指导要求，论文答辩、评优制度等。重大事项经相关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

形成了“机构健全、分工明确、上下协同、运行顺畅”的管理机制。

3.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本学位点搭建了畅通的沟通平台，在学院官网开辟了“学子之声”频道；建

立了研究生申诉机制，创建生活权益部门作为连接研究生和学院的机构；制定《新

闻传播学院分党委委员联系学生党支部制度》，学院党委成员深入研究生群体中

倾听意见。

4.在读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情况

本学位点为硕士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硕士生满意度较高。2018 年 10

月随机抽取 80 名在读研究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67 份。调查显示：认为“课

程设置非常合理、合理及比较合理”的学生合计达 76.12%；认为“学院导师的

教学水平非常优秀、优秀或比较优秀”的学生合计达 97.02%；对“学院组织的

学术讲座和其他学术活动表示非常满意、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学生合计达 83.59%；

对“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非常满意、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学生合计达 85.07%；

认为“研究生学习对于未来的规划实现非常有益、有益或比较有益”的学生合计

达 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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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生的就业以新闻媒体、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为主。就职单位

既包括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也包括腾讯、科大讯飞等新媒体。

本学位点鼓励学生继续深造，有多名毕业生考取武汉大学等高校攻读博士研究生。

本学位点建立了毕业生回访制度，每年到用人单位探访毕业生或邀请毕业生

返校交流。

四、服务贡献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学问之要旨，乃以学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本

学位点之学科精神，源于著名校友、革命先烈恽代英于 1920 年创办的利群书社

与《中国青年》。百年岁月，薪火相传，铸就师生直面现实问题、躬身社会实践

的学人品格。研究报告曾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及多位党

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新冠疫情武汉保卫战中，喻发胜教授是全国新闻传播

专业唯一受中央指导组邀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导

组组长孙春兰等领导作专题汇报的代表，为抗击新冠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位

点社会服务总体情况如下：

1、建设高水平智库。

以传播社会学为据，聚焦应急传播、舆情治理、信息扶贫等领域。5年来，

向中央及省市等呈报研究报告 23 份，多份报告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宣部、湖

北省领导批示，并被采纳。

2、参与政策法规修订。

参与编修《湖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湖北省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20 年喻发胜教授受聘担任《湖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评审组组长。

3、抗击新冠疫情出。

疫情期间，喻发胜教授团队向中央及省市呈报多份研究报告：《当前肺炎疫

情防控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重构国家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树立“平战结合”理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圆舱医院”》等 ，

被中央指导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国家卫健委采纳，为疫情防控出实招。

4、助力脱贫攻坚。

吴志远副教授在湖北恩施等贫困地区开展公益培训，培训农民 5000 人次，

获中国科协、中国记协颁发的“科技传播奖”。

5、举办重要会议。

创立“新媒体与社会变革国际学术会议”“中韩影视论坛”两个国际学术会

议品牌；设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讲堂”等；创办学术季刊《华中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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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承办高端培训。

承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新闻舆论培训项目；为中组部全国党政干部、湖北

省地厅级领导干部讲授突发事件与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为国家广电总局培训全国

广电节目主持人等。

7、外事工作

2020 年 11 月 28 日，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湖北新闻与传播教育学

会、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传播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在腾讯会议联合主办第三届

新媒体与社会变革国际学术会议，主题为风险、对话、治理。会议邀请了来自美

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香港浸会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的专家学者，在“新媒体与风险防范”“新媒体与多元对话”“新媒体与社会治理”

“新媒体与传播伦理”“新媒体与公共卫生”“新媒体与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

域开展专题研讨。16 场精辟生动的研究报告，10 小时不间断的学术研讨，形成

跨越学科、跨越地域和跨越时差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为审思后疫情时代的新

媒体与社会变革贡献了学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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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生态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国际化视野

的生态学专业高层次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热爱学校，热爱科学，勤奋努力，积极

进取，勇于创新，具备献身科学、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

团结协作的精神。

2. 具备广博、扎实的生态学基础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科学理论和实验技

能，熟悉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

3.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利用外语阅读专业书籍和文献，撰写科学论文，

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4. 掌握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1.2 学位标准

基准学制为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总学分 36-38 学分（16 学时/学分）。

其中课程学习 32-34 学分，实践环节 4学分。提前修满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达

到学校和本学科规定条件的硕士生，可申请提前答辩和毕业。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分为两大类：学位课程

和选修课程。其中，学位课程包括全校公共必修课程（7 学分）、一级学科必修

课程（9 学分）。对于选修课程，研究生可在导师指导下选修本学科选修课程和

学院其它学科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

实践环节包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挂职锻炼、学术

活动等，总计 4学分。其中科研实践为必选实践环节，包括文献阅读、开题报告

和学术活动，每个环节计 1学分，总计 3学分。教学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习

和挂职锻炼为任选实践环节，每个环节计 1学分，总计 1学分。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特色

2.1.1 植物生态学

依托我校植物学科，分别于 1978 年和 2005 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开

展植物繁殖生态学、生理生态、群落生态学及全球变化相关研究，主要以横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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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物种多样化的类群为对象，研究生殖策略、植物与传粉者互作、性系统的适应

与分化。本方向已连续获得国家基金委生态学科 3项重点项目资助，形成了一支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传粉生态学团队。近年来在 Current Biology、Ecology、

Evolution、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New Phytologist 和 Oecologia

等生态学领域经典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1.2 动物生态学

依托我校动物学科，分别于 1983 年和 2005 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围

绕生物多样性形成机制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学科前沿，面向长江大保护等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秉承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以两栖类、啮齿类和翼手类等类群为

对象，研究野生动物在形态、生理、行为和基因功能上对环境的适应性进化，发

展形成了分子生态学、行为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等主要研究领域。近年来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Molecular Ecology、Animal Behaviour、Oecologia

和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等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1.3 微生物生态学

依托我校微生物学科，分别于 1983 年和 2005 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

微生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方向围绕微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关系，

采用传统分离培养技术与现代微生物生态学方法，研究微生物对各种生态环境的

适应性、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微生物驱动机制，以及环境污染物、有机废弃物和

生物质的微生物降解与转化。近年来在 Nature Microbiology、The ISME Journal、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等

微生物生态学领域经典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1.4流域生态学

依托我校水生生物学科，分别于2003年和 2005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

面向长江大保护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流域生态系统面临的拦河筑坝与水域

污染等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研究流域水文生态过程、水生态系统修复与水生生物

响应全球变化的机制，推动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本方向承担了多项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已在 Nature Climate Change、Global Change Biology

等生态学主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向国家政府机构提交了多份规划

方案和咨询报告。

2.2 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80 多人，教授 30 多人、副教授 30 多人；其中 93.0%具有

博士学位，且学科专长与主干学科方向对应；80%以上教师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

经历，45 岁以下教师比例为 67.1%。

多名学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荣获国家级、省部级人才计划称号，其中国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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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国家青年千人 2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青年长江计划 1人、人类前沿科学计划资助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 2人、湖北省百人计划入选者 6人、湖北省楚天学者 8人、湖北省杰出青年基

金 3人。

生态学学科现有教师 36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11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总数的 69%，具有境外经历的教师占总数的 53%，具有博

士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占总数的 14%，具有硕士招生资格的教师占总数的 61%。本

学科教师分属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和流域生态学 4 个学科

方向，本学科每个学科方向均有 2 名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引领学科发展，25%

的教师在国内外学术组织兼任理事及以上职位，50%的教师具有主持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在 Ecology、 MolecularEcology、Evolution 等生态学主流

学术期刊发表高质量论文的经历。

2.3 科学研究

本学科 2020 年完成立项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经费达 142 万

元；省部级项目 4 项，经费达 124.8 万元；理科横向课题 3 项，经费达 111.42

万元。

2020 年生态学学科以生科院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 SCI 论文 13 篇；发表权威

期刊收录文章共 3 篇，以生科院为第一完成单位共 2 篇，外单位为第一完成单

位共 1 篇；发表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1 项。

2.4 教学科研支撑

2.4.1 支撑平台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

年度

1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遗传调控与整合生物学湖北省重点实

验室省级平台
湖北省教育厅

2007

2 省级研究中心
湖北省生态与环境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省级平台
湖北省教育厅

2014

3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湖北省高等学校生物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湖北省教育厅

2006

4 教育部野外观测站
云南香格里拉高原复合生态系统研究

站
教育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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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重大仪器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与型号
生产厂家

（国别）

对本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的

支撑作用

1
高分辨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Q Exactive Plus
赛默飞（美国）

仪器纳入学校共享平台对校内外用户全天

候开放使用，全面支持生态学本科生、研究

生的毕业论文、实验教学、创新创业项目等

开展；支撑生态学科生物大分子研究领域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使用机时数 1471

小时。

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SP5
莱卡（美国）

仪器纳入学校共享平台对校内外用户全天候

开放使用，全面支持生态学本科生、研究生

的毕业论文、实验教学、创新创业项目等开

展；支撑生态学科显微成像研究领域的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年均使用机时 1863 小

时。

3
等量滴定微量热仪、

PEAQ-ITC
Malvern（英国）

仪器纳入学校共享平台对校内外用户全天候

开放使用，全面支持生态学本科生、研究生

的毕业论文、实验教学、创新创业项目等开

展；支撑生态学科生物大分子互作研究领域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年均使用机时

1463 小时。

4
纯化液相色 谱仪、

explorer100
GE（美国）

仪器纳入学校共享平台对校内外用户全天候

开放使用，全面支持生态学本科生、研究生

的毕业论文、实验教学、创新创业项目等开

展；支撑生态学科生物活性分子分离分析方

向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年均使用机时

2487 小时。

5
荧光定量 PCR 仪、

7900HT
AB（美国）

仪器纳入学校共享平台对校内外用户全天候

开放使用，全面支持生态学本科生、研究生

的毕业论文、实验教学、创新创业项目等开

展；支撑生态学科生物基因扩增定性定量分

析方向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年均使用

机时 2256 小时。

2.5 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和荣誉称号三部分组成。研究生奖

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奖学金及单项奖、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

金和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和

兼职辅导员（以下简称“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特殊困难救助金和国家助学

贷款；研究生荣誉称号包括华研楷模、优秀研究生、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干

部、优秀毕业研究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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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奖学金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社会公

益活动表现突出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奖励名额及资金由国家下达。

博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 3万元/生·年，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 2万元/生·年。

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主要用于奖励支持表现良好的研究生更好的完成学业。

类别 等级 奖励标准 比例

博士生

一等 1.5 万元 10%

二等 1.2 万元 20%

三等 1 万元 70%

硕士生

一等 1.2 万元 20%

二等 0.8 万元 40%

三等 0.4 万元 40%

3、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及单项奖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及单项奖主要奖励二年级以上在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科

学研究、社会工作等方面表现优秀的研究生。

类别 等级 奖励标准 比例

博士生

一等 0.3 万元

15%—20%二等 0.2 万元

三等 0.1 万元

硕士生

一等 0.2 万元

15%—20%二等 0.15 万元

三等 0.1 万元

单项奖奖励标准为 0.01—0.05 万元/生·年。

4、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奖励对象为被我校正式录取并取得学籍，第一志愿报

考我校、且本科为高水平大学或高水平学科的的普通推荐免试生（专项计划推免

生除外）。奖励标准为 5000 元/人。

5、研究生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

研究生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包括校长奖、中凯研究生奖学金、章开沅奖

学金、蔡勖研究创新基金、余家菊奖学金、辞修奖学金、黄永林学生文化创新励

志奖学金、鼎利通信奖学金等。

（二）研究生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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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覆盖我校无固定收入的全

部全日制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8 万元（各培养单位根据实

际情况可适当提高额度），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最多按 3年计。

2、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

学校设立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用于资助研究生从事“助教、助

研、助管和兼职辅导员”工作，学校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人数的 15%比例设置“三

助”岗位。导师给获得助研岗位的每名研究生支出津贴额度按照学科不同、研究

生类别不同而不同；助教岗位津贴标准为 500 元/月，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助

管岗位津贴标准为 500 元/月，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助管岗位只在硕士研究生

中设置。

3、研究生特殊困难救助金

学校设立研究生特殊困难救助金，用于补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研究生生活

有困难或者研究生本人发生突发重病等情况。研究生特殊困难救助金来源于学校

研究生教育事业收入，预算标准为 20 元/生·年，对于研究生一般困难补助给予

500-1500 元资助，个人发生重大疾病、家庭重大变故等情况，视情节轻重，给

予困难补助标准为 2000-5000 元资助。

4、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

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按照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三）研究生荣誉称号

研究生荣誉称号包括华研楷模、优秀研究生、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

优秀毕业研究生和优秀助管等。华研楷模分为“学术之星”、“创业之星”、“自强

之星”和“公益之星”四个类别；优秀研究生、研究生标兵奖励在学术科研、创

新创业和公益实践方面特别突出的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用于奖励敬业奉献、

成效突出、作风正派并任职一学期以上的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生奖励在校期间

成绩优良、成果突出、全面发展的毕业年级研究生；优秀助管用于奖励在岗一学

期以上敬业爱岗、认真履职的研究生助管。获得研究生荣誉称号的个人由学校颁

发荣誉证书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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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招生选拔情况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报考数量(人数) 7 13 36 27 40 35

录取比例(100%) 100 77 42 41 33 37

录取人数（人数） 7 10 15 11 13 13

3.2 思政教育

立足学科特色，不断优化“三全育人”顶层设计，成立思想政治工作建设领

导小组，建立党委统一领导、课题组分工负责、全员参与的责任体系，强化“三

融合”构建生态学特色的思想政治教 育。

一是以师范特色为“切入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导师的言传身教，

推动“课程思政”全 程融入学科建设。①课程建设“有情怀”，在教学大纲、课

程教案中融入思政元素，组织教师探索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将其与家国情怀和

生态教育相结合，融入桂子山草木故事，和“求实创新、立 德树人”的育人理

念相结合。②课堂教学“有温度”，聘请杰青、青千、青长、优青、湖北省名师 楚

天学子等名师担任硕士点负责人，并带头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传播“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③社会实践活动“有特色”，学生积极开展“偕行筑梦”

支教行动，先后在湖南、贵州、湖 北、安徽等省进行“支教中国”的暑期支教

活动，深入当地生态保护工作，培养新时代“四有”好 老师。

二是以学科特色为“着力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依托组会开展思政教育，

生态学 2 个研究生 党支部积极参加“党旗领航 学术齐飞”党支部风采展，打

造学习型、科研型、服务型党支部，以学 科知识开展志愿服务，服务率达 98%

以上。①开展“生态之美”科普宣传，鼓励学生积极投入科普 讲解工作，向全

校师生、返校校友、访校人士等提供不同需求的讲解服务，同时积极参加各项科

普 讲解活动与比赛。②开展“美丽中国”社会实践，积极参与长江流域的生态

文明建设和江汉平原的 涝渍地改良工作，组织学生参与洪山区河湖长制青年志

愿服务行动，并赴上海开展主题为“垃圾分 类新时尚，美丽中国青年行”的调

研活动。③在科普战疫中开展生命教育，学生积极参加学术战疫 下沉社区，在

一线传播生态保护知识。④强化队伍内部材料，请勿外传 建设，通过中心组和

教职工理论学习等强化理想 信念教育，打造职业化队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

国家战略需要。

三是以信息化为“发展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①立足“教育信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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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让思政元素 在信息化平台融合，依托我校荣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特等奖，借助博雅大讲堂、数字化课程 云平台等现代教育信息化技术开展教学

科研，1 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获批。②依托“互联网+ 党建”开展思政教

育，强化对教材、课堂、讲座、会议、论坛、网站的阵地管理和流程管理，培育

新媒体教育品牌，打造“网站、QQ、微信公众号、微博、电子报刊”五位一体的

线上育人平台，夯 实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让“思政基因”像细胞

一样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推进思政教育的“生态系统”建设，创建生态文明

教育特色鲜明的区域教育品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发挥。把支部建

在课题组上，学科教学、人才培养、科研管理 等重大事项中的政治把关作用和

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打造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样板，思政品牌亮点纷呈。①以“三全育人”理念出

台《思政工作改革 创新方案》，产出了一批校园思政品牌如《生科晚点名》电子

周刊、“乐学空间”学业发展基地等 打造《信仰的基因》《信仰的味道》微党课

品牌。②院党委连续五年获得“文明单位”“先进分党 委”等集体荣誉，第一党

支部获“全国高校学生讲思政课一等奖”及“首批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建 设单

位”授牌，并推荐参评教育部样板党支部，学生多次荣获“优秀党员”“华研楷

模”等荣誉， 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党建工作经验。

发展生态教育特色品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①大力发展生态教育品牌，助

力打造了校级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研究

中心，为全国首家生态文明教育研究机 构。②科普讲解队多次在省市各类比赛

中获奖；在华中高校学生党支部风采大赛中，第一党支部用 竹、桂、菊、梅等

桂子山草木讲述爱护生态、尊重自然的党课故事，荣获一等奖。③师生撰写大量

科普、学术文章，从专业角度为战“疫”及“疫”后重建献计献策，推出生态保

护系列微课堂；20 余名学生下沉基层，服务疫情一线。④12 月 17 日，新华网

等国家主流媒体走进华师推介生态教育 成效卓著。

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提高人才培养成效。①学院教授主编的《四季芳华桂子山》

以桂子山草木融 入课程思政，将“绿魂”故事登上“讲好华师故事”，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接 班人。②生态学科教师李睿《分子生物学》、

崔鸿《中学生物学教学设计》获华中师范大学 2019 年“课程思政”示范课堂立

项，《分子生物学》课堂结合抗疫故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登上《中国 教育报》，

为生态学学科建设培育现代化课程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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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课程教学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在院系 学分

1 生态学原理与方法 必修课 黄双全 生命科学学院 3

2 现代生命科学前沿进展 必修课 谢波等 生命科学学院 3

3 高级生物统计学 必修课 黄青阳 生命科学学院 3

4 植物生态学 选修课 孙士国 生命科学学院 3

5 动物生态学 选修课 张洪茂 生命科学学院 3

6 微生物生态学 选修课 谢波 生命科学学院 3

7 进化生态学 选修课 黄双全 生命科学学院 3

8 生殖生态学 选修课 孙士国 生命科学学院 3

9 分子生态学 选修课 吴华 生命科学学院 3

10 动物行为学 选修课 吴华 生命科学学院 3

11 湖泊生态系统观测方法 选修课 杨劭 生命科学学院 3

12 病毒学方法 选修课 黎路林 生命科学学院 3

13 国际学术前沿讲座 选修课 谢波 生命科学学院 3

14 昆虫细胞生物技术 选修课 刘凯于 生命科学学院 3

15 生物信息学与数据分析 选修课 谢波 生命科学学院 3

16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 选修课 王东 生命科学学院 3

17 高级水生生物学 选修课 杨劭 生命科学学院 3

18 环境生物技术 选修课 杨劭 生命科学学院 3

19 环境微生物学 选修课 杨红 生命科学学院 3

20 植物资源学 选修课 雷耘 生命科学学院 3

21 学术写作——逻辑思维

与基本技能

选修课 李睿 生命科学学院 3

22 基因组学 选修课 李登弟 生命科学学院 3

23 高级分子遗传学 选修课 许文亮 生命科学学院 3

3.3.2 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的创新做法

1.结合生态学科发展现状与培养目标，不断增强课程的顶层设计和质量建设

（1）以提高研究生综合素养为导向，定期开展培养方案的修订与完善。每

年组织学位委员会和 骨干导师对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进行完善，保证课程在立

德树人、专业培养中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在知识结构上，本学科抓牢“生态学

原理与方法”等核心必修课的质量建设，分类建设动物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微生物生态学等理论与技术选修课。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也可选修本学科相关的

其它 课程。

（2）通过优化教学团队和创新教学模式，强化授人以渔的教学效果。学科

组建优质师资团队，开展高质量、有特色的教学活动，规范考试、研讨等评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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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近五年邀请 200 多名国内外名师来校讲学，共同加强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与创新思维；在生物信息学等需求大、发展快的课程中创新 教学方法，还依托

课程举办校级研究生论坛，有效促进学生理论与应用的贯通和学习积极性。

（3）注重探讨研究生教学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生物学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资源，推动把最新成果转化为优秀线上课程，如 “兰科植

物传粉与保护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获批了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项目。

2.创新教学督导方式，多方位评价教学工作

（1）从教、学、管入手，全方位监测和指导教学工作。学校、学院督导通

过巡查切实评价教学 过程、作业与考试的规范性和效果；学位委员会也以听课、

观课等方式进行评教；此外也对科研实 践、学术活动等环节进行督导。

（2）加强远程教学的线上督导。疫情防控中有多种课程以网课形式进行，

督导工作通过腾讯会议、腾讯课堂等方式，不放松对研究生课堂进行听课和评价。

（3）增强反馈建议机制，促进课程教学的持续改进。学院定期总结和发布

督导意见、听课结果 和学生意见，并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研习集体活动，

督促问题整改并加强持续改进意识。

3.4 导师指导

采用以科学研究与实践创新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导师要管教管导，教书育

人，既要发挥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学术规范教导作用，也

要发挥对研究生思想品德和科学伦理的教育作用。导师应为在学研究生的学术不

端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的第六周前，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在第一学

年完成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学习；鼓励研究生在第二学期进入实验室，在导师

指导下进行学位论文选题的文献调研，并着手进行选题；第三学期的第十周前应

完成开题报告，经开题报告答辩小组评议通过后，进入学位论文的实施阶段。

3.5 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科学研究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是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应具有负责任的科研行为，

把讲究科研诚信、恪守科研道德作为科学研究生涯中最基本的要求。

研究生在校期间所作的任何科研工作，都是在其导师的指导和资助下开展和

完成的，其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属于华中师范大学所有，无论是在

校期间还是在毕业离校后，发表、报告及以其它形式利用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均

需经导师审核和同意，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申请的发明专利第一完成单位必须

是华中师范大学，否则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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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学术交流

生科院研究生会学术部门旨在营造生科院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的学术

思维，开拓学生的学术眼界，培养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院会时常举办各样

的学术活动，邀请大量的知名教授做客生科院，与师生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让同学们了解生物各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2020年我们举办了近20场学术报告，

本科生和研究生都积极参加；我们还协助化学学院举办了实验室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由合知行总工程师梅亮主讲，面向两院全体学生开展，旨在增强学生实验室

安全意识，促进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

学术报告工作前期用学术海报宣传学术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等，并组织

好学术报告的举办、签到等；教师技能大赛前期做好宣传工作、收集选手材料、

邀请评委和组织规划、维持比赛期间的秩序等等工作；学术年会作为院内大型学

术会议是对整一学年新观点、新成果一一讨论总结，年会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特

邀报告，届时会邀请老师和同学参与汇报课题，第二个是墙报展出，结合相关研

究课题进行总结展示进而评比。

3.7 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

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

论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

2020 年生态学学科硕士毕业生为 12 人，其中 8人院级盲评，1人校级盲评，

3人明评； 12 名学生中有 3名学生评阅结果为 2 个优秀，有 3 名学生评阅结果

为 1个良好 1个优秀，有 2名学生为 2个良好，有 4名学生为 1个良好一个合格；

12 名生态学学生的评阅结果和答辩结果均合格，达到了毕业要求，并且授予了

生态学硕士学位。

3.8 质量保证

本学科在培养全过程的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

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下，完全遵守学校及学院制定的

相关管理条例，并且按照其要求严格执行和实施，如《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

学术规范暂行条例》、《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实施办法》、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等。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重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严管学术不端行为《华中

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与矫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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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施办法》。

3.10 管理服务

学院研究生管理工作在党委书记和院长的领导下，由一名专职副书记主管研

究生党政工作，一名专职副院长主管研究生教育工作；建立了研究生教学与管理

办公室，配有 3名专职人员具体负责研究生管理工作，其中 2名研究生教学秘书

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培养、毕业及学位授予等方面的工作，1名研究生辅导员负

责研究生德育、学生事务管理、毕业与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工作。

学院设有 “学位委员会”，负责研究生培养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建

有研究生学生会、研究生党支部，在制度上切实保障研究生的权益；建立由学业

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奖、国家奖学金、各项专项奖学金以及助学金组成的奖助体

系，在奖学金和助学金评选过程中均有学生代表参与，确保公平、公开、公正。

3.11 就业发展

近几年我院博士一次性就业率达 100%，硕士一次性就业率达 90%以上，博士

毕业生去向主要是在国内外高校的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或者在高校、科研院所

从事科研、教学、管理工作；硕士毕业生去向主要是继续深造、从事生物研发或

市场开拓、中初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应聘公务员等。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本学科依托生

态学学科、高原生态系统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站和湖北省生态与环境国际合作中

心等平台，为生态监测和环境评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如周青春老师

将环境 DNA 技术应用于珍稀鱼类资源的现状评估，王东老师将生物多样性影响

评价技术应用于生态监测和环境评估等。近五年来，承担了安徽引江济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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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足木足水电站、金沙江鲁地拉、阿海和梨园水电站等陆生或水生生态监测

项目 9 项，还承担“大渡河上游水生资源状况、分布调查和调查期间变化情况

及应对措施研究”和“梨园水电站开发对水生生物的生态效应等三个环境影响研

究”等研究项目，特别是逐步掌握了金沙江中游珍稀和特有鱼类的现状与变化情

况等第一手资料，为我国长江上游梯级电站环境影响评价，为我国水电科学开发

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先后完成鄱阳湖、洞庭湖、嘉陵江流域、赤水河流域、朗

钦藏布流域、湖北省鄂北地区、汉江流域等区域的环境影响评价，为规划实施后

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和措施，为国家环保部及各级环保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4.2 经济发展

高等教育人才援疆是中央振兴新疆的重大战略部署，本学科从 2005 年开始

承担人才援疆的政治任务，十五年来连续派出五批中组部援疆干部，定点接力援

建新疆。蔡红生、常伦荣、郑勇、熊丽和黄耿青先后挂职新疆师范大学和喀什大

学，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及科研合作等方面全方位支持新疆师范高

校的发展。促进了新疆师范高校学科建设和科研方向的凝练，合作建设干旱区植

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以及沙漠藻研究院，联合申报获批自治区科技厅重点研

发计划、自治区教育厅成组配套项目、新兴计划等科研项目，积极推进“产学研”

的工作。

这些合作也直接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如在南疆阿克陶，建立了大型黑果

枸杞试验基地，并针对盐碱地的特点及黑果枸杞的需肥规律，研发出 1 个肥料

配方，填补了国内黑果枸杞盐碱地专用肥的空白，形成了 1 套成熟的专用肥施

用规程和技术模式。这些技术使黑果枸杞亩产从原来的鲜果 190 公斤提高到

290 公斤，花青素、甜菜碱等果实品质也大为提高。该项目预期在未来 10 年内，

建设一个百万吨级的专用肥肥料厂，通过产品推广大大改善南疆地区的盐碱地。

该项目的建设，为南疆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也见证了本学科长期坚持开展

的援疆工作的扎实业绩。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高等学校直接服务地

方农村，是高校开展社会服务一种新的诠释，也是知识产权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

实际运用。仙桃市长埫口镇头潭村是湖北省重点贫困村，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精准扶贫的号召，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华中师范大学派出精准扶贫工

作队进驻头潭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4.3 文化建设

近十五年来，植物学科传粉生物学团队在我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坚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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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监测与传粉生物学研究，依托云南香格里拉高原复合生态系统教育部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积极为珍稀濒危物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

在国家杰青获得者黄双全教授的带领下，传粉生物学团队近年来配合中央电

视台“美丽中国”摄制组拍摄“香格里拉后花园”一集，团队出境 15 分钟；参

与中央电视台“花季中国”四集之一拍摄，同时黄双全教授被聘为“花之奇”的

科学顾问。2020 年春季疫情期间，黄双全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向公众介

绍引起花粉过敏症的源头。

传粉生物学团队协助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2020 年获得云南省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在云南文山下金厂村设立兰花繁育生态学研究基地，为当地农民脱贫

攻坚提供学术指导。传粉生物学团队开发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兰科植物传粉与

保护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并免费向外

校学生开放。此外，黄双全教授作为中国植物学会系统与进化专业委员会、兰花

分会理事、省植物学会、林学会副理事长，积极参与科普宣传活动。2017 年由

武汉市科协资助，在华中师范大学主办了“植物科学与生态文明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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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电子科学与技术

（类 别） 代码：0809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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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学位点建设年度报告

华中师范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源于 1984 年批准的无线电物理和无线电

电子学（无线电电子学）硕士学位授予专业，并于 1985 年首次招生。1997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学科调整，无线电电子学专业调整为电路与系统专业。

2003 年华中师范大学申请获批物理电子学专业，在此基础上， 2006 年获得电

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授予单位。

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现有教师 21 人，其中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1

人，教授 5 人，副教授 14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7 人，大部分中青年教师

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具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师 7 人，具有指导硕士生资

格的教师 19 人。

1、目标与学位标准

本学科的定位与目标是建设服务于地区经济，在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以及电

磁材料等学科领域有鲜明特色的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学科致力于培养以电子技

术应用为背景，掌握扎实的电子科学与技术理论基础知识，具有综合开发应用

EDA、 DSP、 SOPC 集成电路设计和嵌入式系统开发能力，能够适应电子科学及

其交叉学科领域科研与技术开发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对硕士学位授予标准，授权点明确规定以下四方面原则上不能低于国家硕士

学位授予标准。这四个方面分别是:（1）基本知识与结构，（2）基本素质（包括

学术素养和学术道德），（3）基本学术能力（包括获取知识能力、学术鉴别能力、

科学研究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和其他相关能力），（4）学位论文

水平（包括选题与综述、规范性和成果创新性）。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或特色

通过长期在电子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研究，结合所在学院浓厚的物理背景和理

论特色，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逐步形成了快电子学与芯片设计、电磁场

与微波技术、嵌入式与控制技术三个核心专业方向。

本学科以电子技术的应用为背景，培养具备电子学理论基础、实验能力和专

业知识，从事电子产品、工艺和新材料设计的高级工程技术研究人才。其学科特

色与优势如下：

（1）快电子学与芯片设计：聚焦硅像素探测芯片及其读出电子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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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为欧洲核子中心的 ALICE 实验研制了多种电子探测设备以及硅像素芯片，

为中德合作压缩重子物质实验(CBM)研发了数据压缩算法与电子学板，为中俄合

作 NICA 项目研发关键的硅像素探测器。

（2）电磁场与微波技术：致力于高性能计算电磁学方法、电磁超材料

（metamaterials）、雷达与天线技术、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及其应用等领域的研究。

近五年来，为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培育了大量科研人才。

（3）嵌入式与控制技术：以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为基础，以单片机、

FPGA、ARM 为硬件平台，致力于面向企业应用需求的软硬件开发和研究。

2.2、师资队伍

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现有教师 21 人，其中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1

人，教授 5 人，副教授 14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7 人，大部分中青年教师

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具有指导博士生资格的教师 7 人，具有指导硕士生资

格的教师 19 人。师资数量基本满足研究生培养需要，师资队伍年龄结构、学历

结构、专业技术职称结构合理。

三个培养方向配置有学术带头人，分别是：黄光明（快电子学与芯片设计）、

杨河林（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瞿少成（嵌入式系统及控制技术）三个培养方向

分别有 7名专业教师。

近年来，本学科大力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为本学科兼职教师，担任课程主讲、

举办系列学术讲座、开展合作研究、联合培养研究生等。例如，聘请韩国汉阳大

学信息与通信学院院长郑正和教授利用暑期为本学科开设“半导体器件电子学”

专业必修课程；聘请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研究员 LucianoMusa 为本学科开设

“PixelDetectorDesign”系列讲座；聘请美国南卫理工大学叶竟波教授为本学

科研究生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并开展从老师到学生层面的合作研究。聘请武汉

励石科技医疗有限公司杨茂林、宋永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胡睿高级工程师等十

多名企业专家担任本学科兼职研究生导师协助指导研究生。

2.3、科学研究

2020 年本学科教师承担和参与了国家“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和面上项目等在研项目 7项，总经费 364 万元，一般纵向及横向科研项目 20 项，

经费 405 万元。

2.4、教学科研支撑

（1）教学科研平台

本学位点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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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以“夸克与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硅像素芯片及其探测技术湖北省

工程研究中心、湖北省高等学校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湖北省高等学校物

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支撑平台，有力地支持了硕士研究生进行理论学习、实践

操作和科研工作，并能借助实验平台进行各类扩展学习和研究生科研活动。

（2）基础设施与仪器设备

学院分布在九号教学楼，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4,88 平方米，直接为本学位点

服务的实验用房面积 1907 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总值 2100 万元。重大仪器设备

典型：计算集群服务器（W760/I620）130 万元、全自动超声焊线机(F&K

DelvotecG5)97.8 万元、矢量分析仪(E8362B)66.9 万元、矢量信号源(SMU200A)47

万元等。

（3）图书资料

物理学院资料室藏书丰富、专业资料齐全,满足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需

要。现藏有中外文图书共 21,000 余册，用于双语教学的英文教材 2,000 余册，

中外文期刊 600 余种 18,000 余册，拥有 AIP、APS、IOP 等联机网络全文电子

文献数据库 10 余个。因资料室空间有限，其中有 28,000 余册书刊资料现存于

校图书馆。

2.5 奖助体系

学院各类奖助学金均经过研究生工作委员会讨论制定，我院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评审工作规范合理，学院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

暂行办法》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同时结合我院

实际，制定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根据《华

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各学科方向根据自己的专业特色也形成了

自己奖学金评选办法，规范了自己的评选流程。

学院根据学院学科及学生特点特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究生科研成果奖励实施办法》。奖励对象为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读研究生。

实施办法根据科研成果分类和级别，对学校的学科竞赛奖励进行补充（按照《华

中师范大学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已资助奖励的，学院不再配套奖励）。通过该奖

励措施提高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也提升了我院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从 2019 年学院就开始启动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英语语言能力提升激励计划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英语语言能力提升激励计划》，覆盖所有本硕博学生。1.

根据学生托福、雅思考试中的成绩，发放相应奖励：托福成绩大于等于 100 或雅

思成绩大于等于 7.0，奖励 2000 元；托福成绩大于等于 95 或雅思成绩大于等于

6.5，奖励 1200 元。2. 若成功申请留学基金委或我校组织的国际、港澳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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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学期及以上），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另外发放资助。通过此项奖励措施增

强了我院学生国际化意识和国际竞争能力，全面提升我院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与

水平，激励了我院学生积极参加国际、港澳台交流项目。

3、人才培养

3.1招生与选拔

为了提高生源质量和数量，开展了多种有计划、针对性的工作：（1）每年

研究生报考前夕，组织本专业部分硕士生导师赴北京、上海等教育发达地区和山

东、河南等生源充足的省份的有关的大学进行招生宣传和咨询，扩大专业知名度。

同时，利用访问校友或者校友返校的机会进行宣传。（2）每年暑期针对优秀本科

三年级学生开展夏令营，全国各地的大三学生均可报名，经审核录取后，到我校

参观相关实验室，与导师面对面交流，免费提供差旅和食宿。（3）在学院主页上

公布导师的相关信息，包括研究方向、成果、联系方式等，接受学生的咨询。

为了保证招生质量，确保招生公开、公平、公正，为考生营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考试、录取的规章制度执行，初试参加全国统一

考试，复试过程中，学生要参加英语口语面试、八门专业相关的本科必修课程笔

试和实验上机操作。录取过程规范、并接受学校监督，录取指标、名单和成绩在

网上公示。

3.2课程思政

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均有思想政治必修课学分，所有

同学均需要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自然辩证法》基本思

想政治理论课。学院开设的专业课中，均贯穿了课程思政，将育人工作融入到课

程讲解和知识点传授过程中。研究生群体配备有专兼职辅导员各一名，同时学院

有专门负责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分管副书记，统筹协调安排研究生的思政和管理服

务工作。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学生党员所在支部为我院研究生电子支部以

及电通联合党支部，毕业年级党员与通信专业研究生在同一支部，支部成员涵盖

了该专业的硕博士，学生党员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也可以进行专业、就业、科

研问题等交流。学院党建基础好，为全国党建标杆院系，党建平台高，学生党员

的培养全面、党员基本素养高，除规范完成上级党组织规定动作外，也积极组织

学生进行形式丰富的党日活动，如红色基地游、爱国教育电影观影等。

3.3导师指导

（1）导师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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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研究生导师的选聘工作严格按照《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

教师选聘工作实施办法》实施，并要求具有工程项目实践经验，根据本领域的特

点，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办法对本学位点导师进行资格审查，每个聘期三年，聘期

完成，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例》对导师的各个方面进行审查，

如未达到聘用条件，则下期不再聘用为指导老师，严格审查每一位导师的资格，

确保导师的水平和质量。导师对在读研究生的学业规划、课程选择、科学研究、

学位论文答辩、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全程负责。

（2）学生选择

学生选择导师原则上遵照学生意愿，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实行双向交流，学生

提出选择导师意向，导师根据情况选择接受，学科组给予适当平衡。

3.4实践教学与学术交流

本学科设置多门实践课程，其考核包括基本理论考核和实践作品测试。学生

学完理论知识后，在教师指定的题目范围内选题、独立设计、改进创新、完成课

程设计报告。通过课程设计这样一个完整的项目开发过程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

时，锻炼了独立研发能力。

本学科经费支持的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主要分为以下两个类型：(1)参加国

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并做会议报告；(2)参与国内合作单位和国际合作组的项目并

承担部分科研任务。所需经费由科研课题的业务费与劳务费、学校下拨培养费予

以支持。

为进一步拓宽研究生国际视野，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学科特设立国

际交流专项资金，用于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学院与韩国高丽大学建立研究生短期交流项目，每年寒假选派当年的

保送研究生参加高丽大学的国际冬令营，三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参观相关教

授的研究室。

（2）.学院与韩国汉阳大学建立有研究生短期交流项目，每年暑假选派一年

级的研究生到汉阳大学为期 2 周的学术交流，与汉阳大学的通信、机器人、IC 设

计等实验室的学生进行交流，安排实地参观三星、韩国电子设计院等单位。

（3）.利用国家优本生计划项目，每年选派 2 名保研的大四学生到韩国汉

阳大学交流学习一年。

（4）.学校每年暑假组织有到美国、新加坡等短期学术交流活动，学校设立

专门奖学金给予支持。

3.5论文质量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其研究成果应有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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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和一定的理论深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应少于两年。本学科实行研究生

培养指导委员会负责制，由指导老师具体负责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具体内容的把关，

主要通过开题、中期检查、成果测试、论文评阅、预答辩、答辩等环节保证论文

质量。本学位点侧重研究生论文质量，除常规的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

外还特设立成果测试环节:第六学期初，学生提交测试申请报告，内容包括毕业

论文的具体研究内容，研究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学生的自测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

组织专家成立测试小组，对学生的成果进行实际测试，测试通过者方可提交毕业

论文答辩申请。

3.6在学期间的成果

本学位点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课题组项目，近年来参加的学

科竞赛有全国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中国研究生智慧城

市创意与设计大赛及各类创新创业类竞赛等。2020 年本学科研究生获批专利 3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

3.7学风建设和管理服务

为了弘扬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维护良好的学术道德，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

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

其中包括必须遵守的基本学术规范、不得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违反学术规范的

处理和调查处理机构，以及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查结果处理办法等内容。

研究生新生入学后学院即开展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的教育活动，在研究生培

养期间各导师组以多种形式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以确保培养诚实守

信的高水平应用性人才。除制定相关的制度和对学生进行教育之外，还有以下具

体措施：(1) 对于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要求导师审查后方能投稿。(2) 对于硕

士的毕业论文，在研究成果实际测试环节，进一步核实研究生毕业论文相关设计

研究工作的真实性。(3) 学生的毕业论文在答辩前需通过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

复制比小于 15%方能通过，对于复制比超过 30%，无条件延期毕业。

学院设置一位副院长专门负责研究生教学、培养和管理工作，学院分党委书

记负责研究生政治思想工作。设立电子科学与技术硕士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主任由资深教授担任，负责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招生、录取和培养等工作。

另设立研究生教学秘书、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教学督导员，研究生教学秘书负

责硕士研究生日常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工作；研究生辅导员负责硕士研究生日常的

政治思想和组织活动等工作；研究生督导员则采取随机随堂听课、抽查教师教学

教案、召开学生评教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对本学科研究生日常教学工作进行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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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质量保证

学院坚持“学生中心、目标导向、持续改进”理念，始终不断优化培养方案，

推进课程改革，提高培养质量。

（1）、实施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将学术型高端人才培养阶段前移，以保证充

足的人才培养周期，本科生可以提前选修研究生课程，充分利用第三学年小学期

和第四学年进行本科、硕士衔接学习。根据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发展现状，不

断调整课程设置和培养大纲，及时增开了集成电路设计、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

新兴热点课程。

(2)、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制订“三全育人”工作实施方案，着力构建符合

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强化导师引领，建立健全导师激励机制，

调动导师潜心育人的积极性。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开展最好课堂评比，发挥示范

效应。

(3)、积极引进国际化课程。学院通过大力引进外籍教师、聘请学科知名专

家学者担任学院兼职教授等方式，为研究生开设国际化课程。例如，聘请韩国汉

阳大学信息与通信学院院长郑正和教授为学院开设“半导体器件电子学”专业必

修课程；聘请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研究员 Luciano Musa 为学院定期开设“Pixel

Detector Design”系列讲座。

(4)、注重过程管理，提高培养质量。学院制定《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

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对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论文答

辩资格的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在管理上高标准严要求。本学科特别注重研究生

培养的过程管理，在开题、中期评估、预答辩及答辩各环节均有报告及成果要求。

所有学位课程均要求闭卷考试，在奖学金评定中综合考察学生课程成绩、科研成

果。在答辩之前组织专业导师组对学生成果进行测试与审查。

3.9就业工作

2020 年全年，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毕业生总计 32 人，就业人数 32 人，

就业率 100%。就业情况如下：协议就业 30 人，升学 2人，均为本校读博。协议

就业毕业生的就业地点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本省，分别占协议就业总人数的

53.3%和 33.3%。协议就业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流向主要有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

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进入了该行业国内领先的企业，比如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等。

2020 年本学科对毕业生进行了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满意度调查。从用人单

位意见反馈来看，用人单位对本学位授权点的毕业生反映良好，具有较高的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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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贡献

本学科专业涵盖了核电子、光电子、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路设计等学科门类，

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础，具有广袤的应用前景。学科紧跟国际科学技术前沿发展

趋势，以技术应用为导向，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己任，研究涉及到“卡脖

子”的关键技术问题，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提升学科影响与专业素养。

近年来，本专业各位老师不懈努力、锐意进取在基础理论创新、服务国防事

业、产学研结合、服务企业与社会、培养优秀人才和推动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方

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核电子学课题组的老师们齐心合力，从无到有，多方引智，资深教授传帮带，

年轻老师勇于创新，先后为欧洲核子中心的 ALICE 实验研制了多种电子探测设

备以及硅像素芯片，为中德合作压缩重子物质实验(CBM) 研发了数据压缩算法与

电子学板，为中俄合作 NICA 项目研发关键的硅像素探测器，给这些国际大科学

实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积累了芯片设计的经验，正在积极开展芯片制造的

“卡脖子”技术研究。

产学研结合课题组老师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入世”，

聆听企业呼声，坚持产学研结合，为企业排忧解难。与航天、测绘、铁路、交通

等领域多家企业合作，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研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品，并投入市场，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如 “三合

一体式衰减器”专利技术等成果在江苏绿扬电子仪器产业集团公司实现产业化，

为企业带来两千多万元的经济效益。激光动态弯沉测量系统在武大卓越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实现了产品化，且该产品已用于武汉天河机场、京港澳高速路面检测等

实际工程中。

还有一批教师致力于国防、国安技术研究，在理论研究、产品开发上取得了

不俗的业绩。依托学院超算中心，为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解决实际困难、提供

智力支撑，相应的研究成果已用于型号装备；同时，对信息对抗环境下的通信安

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并开发了相应的测试验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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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信息与通讯工程

（类 别） 代码：0810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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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学位点建设年度报告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上是以文、理见长，培养高级中学教师的国家综合性重点

师范大学。改革开放为学校的发展到来新的机遇，学校正在向教师教育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迈进。我校物理学科自创校开始建设，历经百年的发

展，已发展成为基础雄厚、学科齐全、国内有影响力的教学、科研基地。物理系

在 1975 年成立电子技术教研室，1993 年获准招收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

生。为了满足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2000 年申报并批准建设通信工程本

科专业，在本科专业建设的基础上，2005 年申报“通信与信息系统”二级硕士

学位点，并于 2006 年 1 月获得教育部批准。通过的五年的建设，我校通信学科

得到快速发展，2010 年申报“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硕士学位点，并于 2011 年

3 月获国家批准。

本学科致力于无线通信理论、多媒体信息处理、物联网技术、光信息处理、

人工智能与复杂网络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应用研究，依托学校在物理学、数学、教

育学等学科的优势，深入开展无线通信领域的创新理论研究，探索通信技术与物

理、教育的交叉课题。力争跟踪学科的理论研究前沿，为国家大型通信企业培养

一流的理论研究人才；以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自组网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为基

础，在信号传感与测量、数据传输、教育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和复杂网络等交

叉领域，开展技术应用研究，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贡献。

1、目标与学位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实验技能，具有

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能在信

息通信领域从事教学、科学研究、工程设计、网络运营、技术管理等的科技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 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外语、相应工程技术应用能力；

2. 熟悉通信与信息行业的相关政策与法规；

3. 熟悉信息与通信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发展动态；

4. 熟练掌握现代通信理论和通信技术，具有信息和通信领域的研究、设计、

开发、调试的能力；

5. 熟悉掌握光信号处理和光通信的理论知识，具有光通信相关领域的研究

和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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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熟悉掌握信号与信息处理的理论和方法，具备多媒体信息处理、软件工

程开发、电磁信号处理和天线设计的知识和能力。

1.2学位标准

本学科硕士生应系统学习和掌握信息论、电路与系统、信号处理、通信原理、

电磁场与电磁波、信号检测与估计、控制与优化理论、通信网理论基础等坚实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应了解和掌握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国内外发展现状

和发展趋势，为解决科学研究与专门技术工作中的问题奠定一定的基础。

本学科硕士生还应掌握自然辩证法等社会科学人文知识，在努力提高科学思

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从事科学研究及高科技开发能力的同时，培养人文精神和哲

学思维习惯，用科学的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

本学科硕士生应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至少掌握一种计算机程序语言

及编程方法，同时还要求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操作系统和文献检索工具浏览与查

询技术文献和资料。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

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

有合作精神。应崇尚求实的科学精神，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坚持学术诚信要求；

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惯例；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遵循学术署名原则，杜绝学术

不端行为。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或特色

本学科经过近十年的建设，逐渐形成了无线通信理论研究、信息处理理论与

技术、物联网与人工智能三个研究方向，其学科特色与优势如下：

（1）无线通信理论研究：针对未来移动通信系统关键理论及核心技术问题，

结合矩阵论、优化理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深入开展研究。重点研究并解决

4G/5G /后 5G 通信系统物理层传输理论、超大规模 MIMO 技术、能量与频谱的

资源优化、绿色通信技术、多载波技术、智能无线通信等关键问题，形成了稳定

的研究队伍、明确的研究方向和完善的仿真平台。

（2）信息处理理论与技术：以通信理论与信息隐藏理论为基础，主要从事

信号与信息处理的理论在抗截获通信与信息隐藏中的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包括：

抗截获通信与信息隐藏；音视频编码压缩、视频网络传输、低码率音频压缩编码、

多媒体主观感知性能评价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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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联网与人工智能：针对高密度小目标检测、自组网、数据的可靠无

线传输、室内无线定位等问题开展研究，重点研究了 LoRa 技术、无线测距技术、

地磁场测量及停车位检测、可穿戴设备、智慧门店等核心技术。依托我校作为全

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领跑者，开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创新

与应用研究，研究内容包括：网络学习、大学生人际关系挖掘、大学生异常行为

检测、学习成绩预测以及综合素质量化评价等。

2.2、师资队伍

本专业有 19 名专业教师，教师队伍中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8 人，具有高级

职称的教师比例为 68.5%。其中博士生导师 6 人，硕士生导师 15 人。教师队伍

数量充足，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

本专业教师队伍学缘广泛，最高学历非本单位授予的 15 人。近年来积极加强

人才引进工作，近年来从国内名校引进了多名青年教师。本学位授权点具有一批

教学水平高、学术造诣深的专业带头人如下：刘守印（无线通信理论研究）、张

国平（信息处理理论与技术）、李志扬（物联网与人工智能）

近年来，本学科大力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到本学科做兼职教授，举办系列学

术讲座，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培养研究生。例如，张涛，湖北泰德安信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总经理。是我校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指导教师（聘期

2019.1.1~2020.12.31），长期与我校开展校企合作，该公司是我校研究生校外实

习基地之一。另外，韩国汉阳大学郑正和教授，明尼苏达大学 Mark 教授，韩国

祥明大学洪大基教授每年来校给学生进行学术报告。聘请中国信科集团武汉虹信

公司无线宽带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俊等十多名企业专家担任本学科兼职研究生导

师协助指导研究生。

2.3、科学研究

2020 年，本学位点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逐步提升，本学位点教师积极申请

和承担国家、地方和企业科研项目。2020 年共承担科研项目 20 余项、经费合计

280 万元。

2.4、教学科研支撑

（1）教学科研平台

本学位点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学

位点以“夸克与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硅像素芯片及其探测技术湖北省

工程研究中心、湖北省高等学校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湖北省高等学校物

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支撑平台，有力地支持了硕士研究生进行理论学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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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和科研工作，并能借助实验平台进行各类扩展学习和研究生科研活动。

（2）基础设施与仪器设备

学院分布在九号教学楼，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4,88 平方米，直接为本学位点

服务的实验用房面积 1907 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总值 2100 万元。重大仪器设备

典型：计算集群服务器（W760/I620）130 万元、全自动超声焊线机(F&K

DelvotecG5)97.8 万元、矢量分析仪(E8362B)66.9 万元、矢量信号源(SMU200A)47

万元等。

（3）图书资料

物理学院资料室藏书丰富、专业资料齐全,满足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需

要。现藏有中外文图书共 21,000 余册，用于双语教学的英文教材 2,000 余册，

中外文期刊 600 余种 18,000 余册，拥有 AIP、APS、IOP 等联机网络全文电子

文献数据库 10 余个。因资料室空间有限，其中有 28,000 余册书刊资料现存于

校图书馆。

2.5 奖助体系

学院各类奖助学金均经过研究生工作委员会讨论制定，我院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评审工作规范合理，学院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

暂行办法》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同时结合我院

实际，制定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根据《华

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各学科方向根据自己的专业特色也形成了

自己奖学金评选办法，规范了自己的评选流程。

学院根据学院学科及学生特点特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研究生科研成果奖励实施办法》。奖励对象为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读研究生。

实施办法根据科研成果分类和级别，对学校的学科竞赛奖励进行补充（按照《华

中师范大学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已资助奖励的，学院不再配套奖励）。通过该奖

励措施提高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也提升了我院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从 2019 年学院就开始启动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英语语言能力提升激励计划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英语语言能力提升激励计划》，覆盖所有本硕博学生。1）.

根据学生托福、雅思考试中的成绩，发放相应奖励：托福成绩大于等于 100 或雅

思成绩大于等于 7.0，奖励 2000 元；托福成绩大于等于 95 或雅思成绩大于等于

6.5，奖励 1200 元。2). 若成功申请留学基金委或我校组织的国际、港澳台交流

项目（一学期及以上），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另外发放资助。通过此项奖励措施增

强了我院学生国际化意识和国际竞争能力，全面提升我院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与

水平，激励了我院学生积极参加国际、港澳台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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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

3.1招生与选拔

为了提高生源质量和数量，开展了多种有计划、针对性的工作：（1）每年

研究生报考前夕，组织本专业部分硕士生导师赴北京、上海等教育发达地区和山

东、河南等生源充足的省份的有关的大学进行招生宣传和咨询，扩大专业知名度。

同时，利用访问校友或者校友返校的机会进行宣传。（2）每年暑期针对优秀本科

三年级学生开展夏令营，全国各地的大三学生均可报名，经审核录取后，到我校

参观相关实验室，与导师面对面交流，免费提供差旅和食宿。（3）在学院主页上

公布导师的相关信息，包括研究方向、成果、联系方式等，接受学生的咨询。

为了保证招生质量，确保招生公开、公平、公正，为考生营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考试、录取的规章制度执行，初试参加全国统一

考试，复试过程中，学生要参加英语口语面试、八门专业相关的本科必修课程笔

试和实验上机操作。录取过程规范、并接受学校监督，录取指标、名单和成绩在

网上公示。

3.2课程思政

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均有思想政治必修课学分，所有同学

均需要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自然辨证法》基本思想政

治理论课。学院开设的专业课中，均贯穿了课程思政，将育人工作融入到课程讲

解和知识点传授过程中。研究生群体配备有专兼职辅导员各一名，同时学院有专

门负责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分管副书记，统筹协调安排研究生的思政和管理服务工

作。信息与通信工程一二年级研究生党员均在研究生通信党支部，毕业年级党员

与电子科学与技术毕业生设置在电通联合党支部，学生党员们在沟通交流过程中，

也可以进行专业、就业、科研问题等交流。学院党建基础好，为全国党建标杆院

系，党建平台高，学生党员的培养全面、党员基本素养高，除规范完成上级党组

织规定动作外，也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形式丰富的党日活动，如红色基地游、爱国

教育电影观影等。

3.3导师指导

（1）导师选聘

本学科研究生导师的选聘工作严格按照《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

教师选聘工作实施办法》实施，并要求具有工程项目实践经验，根据本领域的特

点，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办法对本学位点导师进行资格审查，每个聘期三年，聘期

完成，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例》对导师的各个方面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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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达到聘用条件，则下期不再聘用为指导老师，严格审查每一位导师的资格，

确保导师的水平和质量。导师对在读研究生的学业规划、课程选择、科学研究、

学位论文答辩、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全程负责。

（2）学生选择

学生选择导师原则上遵照学生意愿，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实行双向交流，学生

提出选择导师意向，导师根据情况选择接受，学科组给予适当平衡。

3.4实践教学与学术交流

本学科设置多门实践课程，其考核包括基本理论考核和实践作品测试。学生

学完理论知识后，在教师指定的题目范围内选题、独立设计、改进创新、完成课

程设计报告。通过课程设计这样一个完整的项目开发过程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

时，锻炼了独立研发能力。

本学科经费支持的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主要分为以下两个类型：(1)参加国

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并做会议报告；(2)参与国内合作单位和国际合作组的项目并

承担部分科研任务。所需经费由科研课题的业务费与劳务费、学校下拨培养费予

以支持。

为进一步拓宽研究生国际视野，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学科特设立国

际交流专项资金，用于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学院与韩国高丽大学建立研究生短期交流项目，每年寒假选派当年的

保送研究生参加高丽大学的国际冬令营，三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参观相关教

授的研究室。

（2）.学院与韩国汉阳大学建立有研究生短期交流项目，每年暑假选派一年

级的研究生到汉阳大学为期 2 周的学术交流，与汉阳大学的通信、机器人、IC 设

计等实验室的学生进行交流，安排实地参观三星、韩国电子设计院等单位。

（3）.利用国家优本生计划项目，每年选派 2 名保研的大四学生到韩国汉

阳大学交流学习一年。

（4）.学校每年暑假组织有到美国、新加坡等短期学术交流活动，学校设立

专门奖学金给予支持。

3.5论文质量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其研究成果应有实际应

用价值和一定的理论深度。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应少于两年。本学科实行研究生

培养指导委员会负责制，由指导老师具体负责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具体内容的把关，

主要通过开题、中期检查、成果测试、论文评阅、预答辩、答辩等环节保证论文

质量。本学位点侧重研究生论文质量，除常规的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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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特设立成果测试环节:第六学期初，学生提交测试申请报告，内容包括毕业

论文的具体研究内容，研究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学生的自测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

组织专家成立测试小组，对学生的成果进行实际测试，测试通过者方可提交毕业

论文答辩申请。

3.6在学期间的成果

本学位点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课题组项目，2020 年研究生

参加的学科竞赛有全国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中国研究

生智慧城市创意与设计大赛及各类创新创业类竞赛等省部级以上获奖共计 21 项。

3.7学风建设和管理服务

为了弘扬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维护良好的学术道德，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

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

其中包括必须遵守的基本学术规范、不得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违反学术规范的

处理和调查处理机构，以及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查结果处理办法等内容。

研究生新生入学后学院即开展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的教育活动，在研究生培

养期间各导师组以多种形式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以确保培养诚实守

信的高水平应用性人才。除制定相关的制度和对学生进行教育之外，还有以下具

体措施：(1) 对于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要求导师审查后方能投稿。(2) 对于硕

士的毕业论文，在研究成果实际测试环节，进一步核实研究生毕业论文相关设计

研究工作的真实性。(3) 学生的毕业论文在答辩前需通过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

复制比小于 15%方能通过，对于复制比超过 30%，无条件延期毕业。

学院设置一位副院长专门负责研究生教学、培养和管理工作，学院分党委书

记负责研究生政治思想工作。设立电子科学与技术硕士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主任由资深教授担任，负责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招生、录取和培养等工作。

另设立研究生教学秘书、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教学督导员，研究生教学秘书负

责硕士研究生日常的教学和学籍管理工作；研究生辅导员负责硕士研究生日常的

政治思想和组织活动等工作；研究生督导员则采取随机随堂听课、抽查教师教学

教案、召开学生评教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对本学科研究生日常教学工作进行监督

管理。

3.8质量保证

（1）、大力推进课程思政

学院制订“三全育人”工作实施方案，着力构建符合研究生教育规律的思想

政治工作机制，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全方位。切实加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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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强化导师引领，建立健全导师激励机制，调动导师潜心育人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开展最好课堂评比，发挥示范效应。

（2）、本硕博一体化培养

学院实施“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将学术型高端人才培养阶段前移，以保证

充足的人才培养周期，本科生可以提前选修研究生课程，充分利用第三学年小学

期和第四学年进行本科、硕士衔接学习。根据信息与通信学科的发展现状，不断

调整课程设置和培养大纲，及时增开了人工智能、优化理论、物联网技术等新兴

热点课程。结合学院优势，在物理学一级学科下设立无线电物理博士点，实施信

息与通信工程和无线电物理硕博一体化培养。

（3）、积极引进国际化课程

学院通过大力引进外籍教师、聘请学科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学院兼职教授等方

式，为研究生开设国际化课程。例如，聘请韩国汉阳大学信息与通信学院院长郑

正和教授为学院开设“半导体器件电子学”专业选修课程。

（4）、注重过程管理，提高培养质量

学院制定《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关于对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的办法》《研究生硕士论文成果

检查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在管理上高标准严要求；增加“研究生基础考核”环

节，严格管控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在开题、中期评估、预答辩各环节均有报

告及成果要求。所有学位课程均要求闭卷考试，在奖学金评定中综合考察学生课

程成绩、科研成果。在答辩之前组织专业导师组对学生成果进行测试与审查。

3.9就业工作

2020 年全年，我院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总计 36 人，就业人数 36

人，就业率 100%。就业情况如下：协议就业 34 人，升学 2人，均进入本专业国

内知名高校（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协议就业毕业生的就业地点主要集中

在东部地区和本省，分别占协议就业总人数的 47.2%和 33.3%。协议就业毕业生

就业单位性质流向主要有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毕

业生进入了该行业国内领先的企业，比如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腾讯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北京）有限公司及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等。2020 年本学科对毕业生进行了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满意度调查。

从用人单位意见反馈来看，用人单位对本学位授权点的毕业生反映良好，具有较

高的满意度。

4服务贡献

发挥学校的理科优势，培养具有扎实的数理基础、深广的通信基础理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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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计算机仿真能力的硕士研究生，为大型通信企业及研究所提供从事理论研究、

算法研究和系统设计研究的专门人才。近年来有 30 多名研究生就业于华为、烽

火、爱立信、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企业，并已成为企业业务骨干。

发挥师范特色，培养具有教师素养的通信技术人才。利用学校的教师教育资

源，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教学能力等。毕业生能胜任人力资源管理、

技术培训及技术服务等岗位；同时也能在高等院校，承担通信专业的人才培养工

作，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我国的中小企业研发人员相对缺乏，研发能力相对薄弱，是最需要技术支持

的群体。本学科与中小企业广泛联系，发挥学科研究优势，走产学研结合道路，

与湖北、江苏、广东等地多家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为中

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直接贡献。

本学科长期关注通信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发展，致力于机载通信、隐身通信、

电子对抗、卫星载荷管理与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近五年来承担和完成了多项军工

企业合作项目，解决了噪声环境下的盲信号检测、机载多点数字通话、卫星相机

系统中高速数据存储、传输、编解码、并行处理等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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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我校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1996 年获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学位授

予权，2005 年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3 年被评为湖

北省重点一级学科。依托本学科与学校优势学科教育学、国家一流学科中国语言

文学交叉形成的师资队伍，自主增设中文信息处理、教育信息技术二级博士点。

现有专任教师 75 人，其中教授 21 人，副教授 33 人，博导 17 人。

2020 年本学科招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94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302 人，毕业

和授予学位 71 名硕士研究生，协议和合同就业有 65 人，攻读博士有 3人，就业

人数合计为 68 人，就业率为 95.8%。

二、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与道德修养，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

动手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国际意识，能胜任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

单位进行教学、科研、工程研发和管理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1.2学位标准

本学科已制定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标准》的规定，该规

定从基本知识、基本素质、学术能力和论文要求四个方面给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科硕士的标准要求。本学科本年度从论文开题、送审、答辩等各个过程环节，

按照该学位标准的要求培养硕士研究生。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

本学科设有三个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计算

机软件。

计算机应用技术方向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信息化、中文信息处理等。作为编

制组组长单位编制了我国首个《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0-2020），是

国家教育信息化专家组副组长、教育部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主

任单位；建有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和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网络媒体中心等2个国家级平台和6个省部级

平台；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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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在 ACL、TKDE 等顶级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多篇。基于网络媒体大数据发布的

年度语言生活报告被国家语委采纳发布，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方向的研究领域包括网络云平台技术、网络与通信理

论、密码函数、密码通信协议。依托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网络

云平台的体系架构设计和协同计算等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在网络协议优化、无

线网络传输等方面提出多项创新性理论。对密码函数构造、密码分析等领域有着

较深的理论研究积累。上述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包括 CCF A 类顶刊 TIT、TON、

TC 等在内的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多次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

计算机软件方向的研究领域包括智能算法、智能软件研发、软件体系结构。

依托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提出智能交互、智能推理等方面创新

算法多项，并应用于智能教育；在并发程序缺陷模式发现技术上实现关键性突破，

多项专利直接应用于军工领域；在软件体系结构度量与分析等方面提出多项创新

性理论与方法，发表于 TSE、ASE 等顶级期刊和会议上。获得省部级二等奖 2项，

指导学生获得 ACM/ICPC（亚洲区）竞赛金牌 4块、银牌 11 块。

2.2师资队伍

本学科师资结构合理，师资数量充足，硕士导师共有 75 人，平均每师每年

指导硕士研究生人数≤3 人。年龄结构合理，45 岁以上导师 30 人，36-45 岁导

师 37 人，35 岁以下导师 8 人。学历水平高，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 63 人。专业

技术职称结构合理，其中博导 17 人、教授 21 人，副教授 33 人。

本学科设有三个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方向有带头人 2人、学术骨干 5人、

博导 6 人；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方向有带头人 1 人、学术骨干 5 人、博导 3

人；计算机软件方向有带头人 2人、学术骨干 5人、博导 5人。

2.3科学研究

目前本学科在研项目情况是，国家级科研项目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7 项和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5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有 21 项。本学科上一年度 2019 年顺利结项完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以及包含国家发改委重大创新示范应用项目等省部级科

研项目 4项。

2.4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科依托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与智慧学习湖北省重点实验室、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网络媒体中心等研究平台，在计算机软

件、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等研究方向已形成鲜明的特色。

2.5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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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我校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推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学校、学院、导师多渠道筹

集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学院制定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的相关评选办法，每年均按规定进行评选。这进一步完善学校奖助激励机制，

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研究生奖助学金类别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助学金、研究生教学助理（简称助教）岗位津贴、

研究生管理助理（简称助管）岗位津贴和研究生科研助理（简称助研）津贴。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本学科 2020 年研究生报考人数是 326 人，录取人数是 62，录取比例是 19%。

为保证生源质量，在研究生的报考阶段，本授权点每年向全国几十所大学投递了

招生宣传册。该学科复试分数线是 286 分，比国家线高出 20 多分，这反映报考

本学科的学生考分较高，生源质量较好。同时严格按疫情防控要求，安排严格的

研究生线上复试，综合考核报考学生的能力，以保证录取综合能力强的学生。

3.2思政教育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

紧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深化教书育人

内涵，突出“课堂教学”的育人主渠道作用。本学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通过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推进研究生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2020 年“研究方法论”课程融

合课程思政内容来建设该课程，并通过评审得到研究生课程立项建设。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选优配强。明确辅导员配备与聘任、发展与培养、管理与

考核等要求。通过岗前培训、日常培训、专项培训、骨干培训、廉政实践、红色

实践等，不断提升辅导员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

3.3课程教学

本学科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如下表所示。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

位

公

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 2 1

全校硕士

生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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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

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 2

理工农或

文科必修

研究生英语系列课程 72 3 1
全校硕士

生必修

一

级

学

科

必

修

课

程

69000812001119
矩阵分析与统计理论（赵

尔敦，张伟）
48 3 1

全院硕士

生必修

69000812001156
研究方法论（何婷婷，余

新国，姚华雄，莫然）
32 2 1

69000812001100
高等程序设计（张勇，涂

新辉）
48 3 1

专

业

选

修

课

69000812001105
高等计算机体系结构（刘

明，李沛）
48 3 1

方向一

69000852111205

高级计算机网络（崔建

群，赵甫哲，常亚楠）（国

际双语授课）

48 3 1

69000812001175
物联网与移动通信（姚华

雄，陈怡，刘明）
48 3 1

69000812001112
网络与数据通信前沿（谭

连生，葛非）
48 3 2

69000812001125
数据安全（郭亚军，陈嘉

耕，许静芳）
48 3 2

69000812001126
数字媒体处理技术（谢

伟，刘华咏，喻莹）
48 3 2

69000812001116
计算理论基础（杨青，张

伟）
48 3 1

方向二

69000835001117
面向对象软件工程（叶俊

民，李蓉，李源，杨艳）
48 3 1

69000812001152
现代数据库技术（杨进

才、罗昌银）
48 3 1

6900081200113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王

敬华，张勇）
48 3 2

69000812001186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张

猛，郭京蕾，戴上平）
48 3 2

69000812001171
现代软件体系结构（李增

扬，莫然）
48 3 2

69000812001127
算法设计与应用（沈显

君）
48 3 1

方向三

69000812001129 自然语言处理（何婷婷， 48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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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李波，胡珀）

69000812001179
数字图像处理（刘华咏，

张猛，钟睿）
48 3 1

69000812001153
信息检索（张茂元，杨青，

涂新辉）
48 3 2

69000812001114
计算机高级图形学（金汉

均，魏开平，钟睿）
48 3 2

69000812001132
生物信息学（蒋兴鹏，赵

卫中，姚华雄）
48 3 2

72000812001101 数据工程 32 2 1

工程中心

专业选修

课

72000812001102 虚拟现实与交互技术 32 2 2

72000812001103 机器视觉 32 2 2

72000812001124 机器学习 32 2 2

72000812001105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2 2 1

本学科采用“科教融合、彰显实践”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知识灌输教学方

式，依托两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实施科教融合，将教师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

横向项目案例融入到专业课教学中，打造智能时代学术型人才培养科教一体化体

系；推动注重实践的研讨式教学模式变革，构建实践导向的专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本学科还实施“质量优先、激励创新”的督导策略。将课堂教学质量作为学

科育人的生命线，以课堂教学研究带动质量提升；采用多方位的教学质量监控措

施，实现线上线下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等多种方式的教学质量督导，确保教学

督导数据科学准确；采用教学质量跟踪与激励措施，强化教学创新意识，对有教

学创新的课程进行资助立项，奖励优秀教学成果与研究成果，并与教师职称晋升

直接挂钩。该策略将教学目标系统、教学质量管理系统、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和教

学质量激励系统相互关联，构建一个完整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3.4导师指导

本学科有规范的导师选聘程序。申请人向本人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填写当年

的《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审批表》，然后报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依据本办法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并根据当年招生指标，提出选聘名单，

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在选聘中有特殊情况，提请上一级

学位评定委员会裁决。2020年本学科新增3名硕士生导师，并按照学校要求参加

导师培训，来进一步加强导师团队建设。

本学科有严格规范的考核制度。学院已制定了详细的教师考核标准，每年将

导师的科研项目、科(教)研成果奖励和知识产权，以及发表学术论著等科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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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成工作量，进行科研总量的考核。该考核制度连续实施多年，2020年所有导

师考核合格。

本学科导师指导尽职尽责。按照学位标准等相关规定，采用导师组集体指导

的培养方式，以指导经验丰富的老师作为导师组组长，提供细致的导师组集体指

导。导师认真履行指导职责，2020年没有发生过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出现过论文

抽检不合格的情况。

3.5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本学科采用“科教融合、彰显实践”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知识灌输教学方

式，依托两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实施科教融合，将教师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

横向项目案例融入到研究生学术实践教学中，打造智能时代学术型人才培养科教

一体化体系。本学科还邀请本领域专家做线上和线下专题报告，培养学生的学术

能力，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

本学科制定有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的评选办法等制度来激励研究生发

表学术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还从研究生培养经费和导师课题经费中支持和鼓励

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和登记软件著作权。2020年本学科在本领域发表重要学术期

刊和会议SCI论文35篇，获得发明专利授权4项、软件著作权76项。

3.6学术交流

本学科使用“开拓视野、创新育人”的教学手段。2020 年邀请武汉大学刘

经南院士等本领域专家做专题报告，资助学生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进行交流，

拓宽学术视野；引导和支持学生参与各项学科竞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提

高创新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培育学生成长为优秀的创新人才。

本学科还努力提升学生的全球视野。重视开展与国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交流

合作，中外导师联合指导学生做研究与写论文，大力资助学生参加境外学术会议。

并且组织学生定期走访行业企业和校友，了解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和校友持续

发展状况。2020 年 11 月走访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研究所）、三星半导体

(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百度公司、度小满金融、北京小米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5家企业，拜会公司相关领导和技术专家，与校友座谈交流。

3.7论文质量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进一步完善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根

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建设的意见》和《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文件精神，本学科 2020 年毕

业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全部双盲评审方法。该方法是评审时将评阅人姓名和单位对



334

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进行隐匿，并且将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姓名对评阅人进

行隐匿。盲评结论中有“不同意答辩”的意见，此论文作者将不得参加论文答辩。

2020 年共 37 篇学位论文参加双盲评审，未有评审不通过论文。本学科在这

方面问题，可能是每篇论文送审两位专家，其盲评数量还不够充足，后面将进一

步加强盲审力度，让每篇论文送审三位专家。

3.8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学位论文质量，本学科采用严格的学位标准和规范的论文工作流程。

整个论文工作流程分为：论文选题，开题答辩，中期检查和论文答辩。论文选题

可以是基础研究，也可以是应用研究，鼓励对学科前沿和学科交叉渗透领域的研

究。研究生的开题工作要求在毕业前一年完成，研究生会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开题。

在毕业答辩前半年，导师会检查学生的论文工作进度情况。在组织论文答辩时，

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委员要求 4人，其中校外专家至少 1人，且指导教师

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而且，整个论文流程中的开题报告、论文送审结果、

论文答辩意见等相关材料均有存档。

为了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2020 年本学科对所有学位论文采用双

盲审方法进行论文送审。同时本学科执行研究生的分流淘汰机制，严格控制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2020 年上半年有 1 名硕士生被延迟到下半年进行论文送审和答

辩。

3.9学风建设

本学科强化学习教育，提升思想认识。健全师德师风培训机制，多渠道、分

层次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坚持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性教育相结合，重点加强师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和学术规范教育等教育培训。

本学科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试

行）》、《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

行条例》等相关制度，明确了教师指导中的“十不得”行为，以及教师和学生在各

项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必须遵守学术规范，来督促师生维护良好的学术道德和

规范的学术行为。2020 年度本学科无师德失范行为发生,也未出现有学术不端行

为。

3.10管理服务

学院党委书记直接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并有分管研究生培养教学的副

院长，配备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和专职辅导员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各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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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坚持实行“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育人方针，保障实现全方位育人，

将研究生权益保护工作贯穿研究生科研、生活全过程。设有学院研究生会，成立

权益管理团队，该团队主要由研究生会主席团、生活权益部及各部门联络员共同

组成。团队由院党委领导，院研究生会生活权益部具体负责。旨在全心全意为研

究生服务，及时反映研究生生活、学习、科研等各方面权益诉求，充分发挥好学

校与广大研究生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合理有序地表达和维护研究生正当权益，

助推研究生成长成才。学校定期召开学代会，学生代表收集学生意见和满意度调

查问卷，形成书面的研究生权益维护报告，上报有关职能单位并开展座谈会。学

院一直秉承“做对学生最好的院系”的指导思想，服务于学生学习、生活，在校

研究生对学校、学院整体满意度较好。

3.11就业发展

本学科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推出了一系

列带就业、促就业、帮就业的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在硕士研究生研二阶段，就

推送实习招募信息，对学生去向进行调查，更好地指导学生升学、找工作、出国

等，并定期举办就业交流会，让往届优秀学生介绍相关经验，让学生对毕业后的

生活进行初步规划。同时认真、细致地做好每届毕业生生源信息编报、录入工作。

还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网络通信资助工作，新建学院就业群、微信就业专栏等平台

宣传推介用人单位信息，努力实现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全覆盖，确保线上招聘活动

顺利开展。

本学科 2020 年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97.53%，2019 年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90.59%%，比去年有增长。其中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和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就

业率为 100%、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就业率为 96.30%。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指标，本学科就业行业我院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按照就业地域划分，40.34%在华中地区就业，

24.43%在华东地区就业，两者共占 64.77%。其中，18.75%在珠三角地区就业，

22.73%在长三角地区就业，14.2%在环渤海经济圈就业，85.23%在省会及副省级

城市就业。

本学科每年会组织学院领导带队，专业教师、辅导员一行，到北上广地区，

拓展就业市场、走访校友代表，了解用人单位反馈意见和毕业生发展质量的调查。

据调查用人单位对我院学生素质认可度很高，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也十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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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本学科作为国内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标准制定的牵头单位，建立了大规模

的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网络媒体中心每年发布的关

于网络语言生活的研究成果，被国家语委采纳，并向社会发布，产生了广泛社会

影响，被人民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2020 年本学科还承办湖北省计算机学会年

会，促进湖北省计算机领域的学术交流。

4.2 经济发展

注重产学研合作，与华为、苹果等多家知名企业开展了实质性合作，2020 年

获批教育部-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华为公司与本学科深化合

作，计划三年内投入近 500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和产品资源，通过教学改革及课

程优化，建立以鲲鹏、昇腾及华为云为技术底座的人才培养体系，持续为鲲鹏、

昇腾及华为云产业链输送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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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

及就业基本状况，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华中师范大学应用化学学科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建立起来的，整合

与能源、材料和环境领域交叉的研究方向而形成的应用学科。该学科于 2003 年

获得应用化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开始招收应用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20 年应用化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招生、在读、毕业生的情况表

年级 招生人数 在读人数 毕业人数

2020 2 9 3

本学位点现有教师 17 人，均具有博士学位，且多人具有海外求学经历，在

这些教师队伍中，教授（或研究员）7人， 副教授 4 人，包括 “青年千人”1

人，湖北省“百人计划”1 人、湖北省杰出青年 1 人，已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

的研究团队。

二、主要内容按以下要求撰写，同时也可根据本学位点

的特点增减相应内容。

1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总体要求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能胜任化学化工及相关领域教学

和科学研究工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具

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科学道德。

2. 具有刻苦钻研、开拓进取、实事求是的学风和良好的科学素养。

3. 掌握坚实的化学化工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了解本专

业发展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胜任本专业领域教学及独立主持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4.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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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

1.2 学位标准

硕士生基准学制为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总学分 36-38 学分（16 学

时/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2年（以课程学习、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

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年。

提前修满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达到学校和本学科规定条件的硕士生，可申

请提前答辩和毕业。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特色

1. 化工与能源：该方向以天然生物质废异物为原料，经过热化学处理，将

其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化工原料（如合成气、氢以及液体燃料）或从上述过程中提

取高附加值的精细产品。具体包括新型催化剂的开发、最佳工艺条件的优化以及

新型反应器的设计与研制。目前该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已经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

2. 环境催化材料及污染控制化学：该方向包括能源与环境催化材料的研制、

光（电）催化以及污染控制、水处理中的高级氧化技术、以及室内空气污染及其

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3. 电化学材料与能源：该方向主要从事电化学材料及各种能源材料的化学

合成、表面改性、结构、性能表征与应用研究。其研究特色包括锂离子电池材料、

电化学超级电容器材料以及锂空气电池材料三个方面，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经多年

的积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精细化学品：该项方向主要包括精细化学品的合成、表征分析与测试方

面的应用与基础研究。

2.2 师资队伍

应用化学二级学科授权点及各培养方向的师资队伍情况如下表。

本学科教师队伍情况

专业技业职务 人数 35 岁以下 36-45 岁 46-55 岁 56 岁以上
具 有 博 士

学位人数

教授 7 2 3 2 0 7

副教授 4 0 1 3 0 4

讲师 6 4 1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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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培养方向师资队伍情况

新能源材料与技术

姓名 年龄 最后学历 职称 主要学术职务与荣誉

吴正舜 55 博士 教授

方向师资队伍人数与结构情况

教师总人数 教授 副教授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35 岁以下 36-55 岁 56 岁以上

5 3 1 4 1 4 0

环境催化材料及应用

姓名 年龄 最后学历 职称 主要学术职务与荣誉

艾智慧 50 博士 教授 湖北省杰出青年

方向师资队伍人数与结构情况

教师总人数 教授 副教授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35 岁以下 36-55 岁 56 岁以上

6 2 1 6 4 2 0

高分子合成与应用

姓名 年龄 最后学历 职称 主要学术职务与荣誉

伍强贤 48 博士 教授

方向师资队伍人数与结构情况

教师总人数 教授 副教授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35 岁以下 36-55 岁 56 岁以上

6 2 2 6 1 5 0

2.3 科学研究

应用化学的硕士必须具有能从研究与开发实践中发现问题的能力，从而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能够在研制与开发过程中对所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能提出解

决方案，开展合适的可重复的实验，并设计恰当的对照实验，保证实验数据的准

确性；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解决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技术开

发中的实际问题，能在此基础上，撰写学术和学位论文等。

2.4 教学科研支撑

学院拥有 1.4 万平方米的逸夫化学楼，其中用于研究生教学和实践训练的教

室和实验室面积达 8000 平方米。学院建有《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湖北省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平台》、《国家

级化学教学实验示范中心》、《CCNU-uOttawa 化学合成与催化联合实验室》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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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等六个科研与教学平台，拥有价值 7000 多万元

的仪器设备，包括 400M、600M 核磁共振波谱仪、X－射线单晶衍射仪、高分辨率

串联生物质谱仪、高分辨质谱仪、LC-MS 联用仪、GC-MS 联用仪、圆二色光谱仪

等先进仪器设备。本学位点相关藏书 12.86 万册，中文期刊 232 种，外文期刊

157 种，中文电子期刊 246 种，外文电子期刊 682 种，拥有 ACS、Wiley、RSC、

Elsevier Science、Web of Science、ChemicalAbstracts 等 18 种数据库。这

些教学科研条件为应用化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2.5 奖助体系

（一）研究生奖学金

（1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社会公

益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 3万元/生·年，

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 2万元/生•年。国家奖学金的奖励名额及资金由国家下达，

评选按照《关于印发<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的通知》（华

师行字〔2012〕649 号）及《化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执行。

（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主要用于奖励支持表现良好的研究生更好的完成学业。奖

励范围包括我院入学后且无固定工资收入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具体奖励标准与

比例如下：

等级 奖励标准 比例

一等 1.2 万元 20%

二等 0.8 万元 40%

三等 0.4 万元 40%

学院制定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由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小组

组织评审并公示后，提交学院评审领导小组审定。

（3 ）研究生优秀及单项奖学金

研究生优秀及单项奖学金主要奖励二年级以上在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科学

研究、社会工作等方面表现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奖励的等级与标准如下。

优秀硕士研究生奖励等级与标准表

等级 奖励标准 比例

一等 0.2 万元

整个奖励人数占所有全部研究生的人数的比例为 15%—20%二等 0.15 万元

三等 0.1 万元

单项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0.1—0.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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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优秀及单项奖学金评选按照《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

奖学金实施办法》（华师行字〔2013〕443 号）执行。

（4）研究生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

研究生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包括：学校层面的中凯研究生奖学金、章开

沅奖学金、蔡勖研究创新基金、余家菊奖学金、辞修奖学金、鼎利通信奖学金等；

学院层面的 IKA 奖学金、赛默飞奖学金等，其评选办法、奖励标准按照学校及

学院有关文件执行。

（二）研究生助学金

（1）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覆盖我校无固定收入的全

部全日制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

放，最多按 3年计。

（2）研究生“三助”岗位助学金

学校设立研究生“三助”岗位助学金，用于资助研究生从事“助教、助研、

助管”工作，学校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人数的 15%比例设置“三助”岗位。导师

给获得助研岗位的每名研究生支出津贴额度按照学科不同、研究生类别不同而不

同；助教岗位津贴按照每年 10 个月发放，助教岗位津贴标准为 500 元/月，由院

级财力承担；助管岗位津贴按照每年 10 个月发放，助管岗位只在硕士研究生中

设置，助管津贴标准为 500 元/月。

（3）研究生特殊困难救助金

学校设立研究生特殊困难救助金，用于补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研究生生活

有困难或者研究生本人发生突发重病等情况。学院也设立了研究生困难补助金，

用于补助家庭困难，生活困难或本人突发重病等情况研究生，以鼓励支持其完成

学业。对于研究生一般困难补助给予 500-1000 元，个人发生重大疾病、家庭重

大变故等情况，视情节轻重，给予困难补助标准为 2000-3000 元。

（4）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

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按照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研究生招生是研究生培养的入口，对研究生教育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生源质量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鼓励优秀本科生报考我校，学校制定

了《华中师范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励暂行办法》，规定第一志愿报考我

校的“985”“211”高校毕业生都可获得新生奖学金，推免研究生报考我校可以

直接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加大招生宣传，开展暑期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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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优秀大学生，积极宣传学校对推免生的优惠政策，鼓励老师到校内外组织推免

生源，并在政策上给予老师一定的支持。

3.2 思政教育

全面推进学位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学校与学院对于思政教育要求：

1）全面提升课程质量和育人质量。将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战略举措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机

制激励，不断完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提升课程思政建设

的规范性、系统性，以课程体系的不断优化、课程质量的不断提升、示范“金课”

的不断涌现，全面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2）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体化。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构建

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抓实教师队伍“主

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推动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

承担好育人职责，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构建“三全育

人”大格局。

3）探索形成专业特色课程思政模式。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切实彰显师范大学特色，充分发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与优势，逐步探索形成

具有应用化学特色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打造课程思政建设的经验和品牌。

3.3 课程教学

作为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桥梁，课程与教学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

究生培养机制作用的发挥以及人才培养的最终效果。鉴于此，近年来化学学院结

合院实际情况对研究生课程与教学进行了改革。课程设置方面：（1）应用化学二

级学科按国家对本专业的要求开设了三门专业学位课以及相关的必修课；（2）更

新和增加选修课，所有选修课实行整个专业各方向的通选，在此基础上还可在其

它学科选修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专业课；（3）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开设《现代化

学化工实验技术》课程；（4）注重综合素质和安全、环保意识的培养，开设《学

术表达与论文写作》、《化学前沿与进展》、《化学化工经典文献选读》、《实验室技

术安全与环保教育》等课程。

质量保证方面：（1）选聘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研究生导师担任研究

生课程的主讲，其中《化学前沿与进展》课程是聘请国内外知名教授讲授；（2）

实行研究生教学督导（教师）和研究生评教制度，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基本素养、教学效果五个方面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测评，监测教师教

学情况；（3）召开研究生座谈会，听取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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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教学效果方面：每年对各专业学位课程及其它部分课程进行课堂教学效

果测评，测评结果整体良好。

3.4 导师指导

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素质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建设并形成一支以

知名专家、教授为骨干, 基础雄厚、学识渊博、功底扎实、思想开阔、具有较高

素质和水平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已成为当今各高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建立严格的导师选聘制度, 是保证导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环节。化学学院根

据学校相关文件，并结合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化学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

教师人员的选聘及招生计划数规定》，对导师的教学科研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并

对导师每年的招生计划人数做了严格的规定。新上岗导师都委派有经验的指导教

师进行指导和培训，并制定《化学学院研究生导师工作考核办法》，对所有导师

进行定期考核，并实行导师淘汰制。

3.5 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为确保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培养质量，化学学院从学术理论教育、学术训练、

学术氛围和学术能力等方面对研究生进行了学术训练和培养。在学术理论教育方

面我院开设了《学术表达与论文写作》及《化学前沿与进展》课程，并提供近三

十种文献阅读书目和期刊目录。同时加强学生学术训练，所有学生深入教师课题

组，每周开展学术汇报组会，加强学术训练。每年还举办化学学院研究生学术年

会。另外我院每年还邀请近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我院为研究生作学术报告，并

要求研究生每人至少听 20 场学术报告，学院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氛围，大大提升

了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在实践训练方面，我院学生第一年就开始进实验室，在老

师和高年级学生的指导下，学习各种实验操作，第二年至答辩前进行学位论文的

研究工作，因此整个硕士阶段，都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

3.6 学术交流

应用化学学科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讲学或做报告多场，教师及学生也积极参

与国内外学术活动，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多次。

3.7 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质量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

要标准，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是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化学学院为确保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科学性，促使研究生做好学位论文的准备

工作，严格执行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斯检查、预答辩和答辩制度。对研究生

的学位论文进行开题报告会和中期检查，并形成一种常规制度。所有研究生在第

二学期末分培养小组进行开题报告会，第四学期末进行中期检查。依序办事，严

格审查答辩资格。引进学术不端监测系统，规范研究生的学术道德，确保学位论

文质量。实行学位论文双盲评审以及抽检制度，确保论文评阅的客观性。学院制



345

订了《化学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要求》，强化论文撰写的规范化，按照标准

严格审查论文，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自教育部开始学位论文抽检以来，本学科

硕士论文抽检结果良好，未出现一篇不合格论文。加强论文答辩工作的监控，严

格答辩的程序和要求，并明确答辩委员会组成及成员要求。经过努力，我院应用

化学授权点学位论文质量大大提高。

3.8 质量保证

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培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生进行科学研究或

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硕士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一篇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应在应用化学上做出创造性

的研究成果，能够表明作者在本学科掌握了坚实的应用化学基础理论、系统的专

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进行应用化学学科方面的科学研究的能力。

1．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或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由硕士生独立完成。

应用化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学位论文课题应来源于本学科或交叉学科范围内，

选择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科学研究或工程技术问题，或在学术上有一定理

论价值的课题。论文所涉及的课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论文要有一定

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与一定的创新性。论文要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

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对涉及的科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能够对某方面有独立

见解。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不少于 1 年。

学位论文内容的要求：

（1）综述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学科前沿发展动态，需要解决的问

题和途径，以及本人做出的贡献。

（2）说明采用的实验方法、试验装置和计算方法，并对整理和处理的数据

进行理论分析与讨论。

（3）对所得结果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看法和建议。

（4）给出所有的公式、计算程序说明、列出必要的原始数据以及所引用的

文献资料。

（5）引用别人的科研成果应明确指出，与别人合作的部分应说明合作者的

具体工作。即使在引用他人的著述时给予注明（标注），但也不能较大幅度（或

过度）引用他人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和图表。

2.研究生在学期间成果

近五年研究生获科研立项 2项，发表 SCI 论文 7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3

论文 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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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研究生获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年级

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名

称、时间、期刊、排序、

转载或索引情况）

科研获奖（名

称、时间、排

序、颁奖单位）

主持或参与的

科研课题（项目

编号、承担的任

务）

指导教

师

陈子越 2019 级
Appl. Catal. B Environ.

2021, 283, 119645.

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21876058，

21976066），实

验研究

艾智慧

1 陈子越 2019 级

SO2 在矿质颗粒物表面非

均相反应研究进展，华中

农业大学学报，2020，39，

1-5.

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21876058，

21976066），实

验研究

艾智慧

2 姬梦欣 2018 级

Effects of transition

metal oxides on

pyrolysis properties of

PVC. Process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20, Vol.

140: 211-220.

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58676081），

实验研究

吴正舜

3 牛茹洁 2017 级

The Study on In-Situ

Catalytic Pyrolysis of

Sawdust with Bio-Char

Catalyst，.J. Biobased

Mater. Bioenergy 2019,

Vol. 13(6): 784–789.

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58676081），

实验研究

吴正舜

4 王成章 2017 级

Study on Cu-Fe/CeO2

bimetallic catalyst for

reverse water gas shift

reactio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

Engineering, 2021,Vol.

9: 105183

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58676081），

实验研究

吴正舜

3.9 学风建设

学院积极开展学风教育，引导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

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摒弃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

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学院在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1）在入学教育中，对研究生新生进行学风教育，以培养和强化研究生新生

的自律意识；（2）在《学术表达与论文写作》课程中专门增加了有关学术道德规

范的内容，让学生在一年级就接受学术道德规范教育；（3）邀请品德高尚、造诣

深厚、为人师表的知名专家以研究生学术道德和研究生学术规范为主题开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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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4）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实验方法与技术”等技能培训课程，使研

究生掌握如注释、参考文献、征引、实验技巧等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弄清借鉴

与抄袭的界限；（5）组织研究生研讨学术道德相关问题，明确本学科的学术要求

和规范。引导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

严，摒弃学术不端行为，努力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

者。学校也专门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在管理制

度上进一步防范学术不端。

3.10 管理服务

（1 ）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

1)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为加强研究生的培养，学校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化学学院成立了“应用化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负责研究生培养全过

程的指导，如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安排、学位的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

辩等过程。各二级学位点成立了研究生培养指导小组，具体实施各培养过程。

应用化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张礼知、曹郁、吴正舜、艾智慧、伍

强贤、朱先军、李盛彪、暴峰、陈存华，邓红涛，肖旺。

2) 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校和学院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华中师范大学工学学

位评定委员会”和“化学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逐级审查应用化学硕士学位授

予工作。

3）管理队伍建设

学院非常重视研究生管理队伍的建设，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生领导小组，由院

长任组长、党委书记和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担任副组长，各学位点负责人、学术

带头人为成员。分管研究生的副院长负责研究生培养工作，并配有一名专职管理

人员负责研究生的教学等的日常管理，党委书记负责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

配备 2 名专职政工干部管理学生日常生活和思想工作。

（2 ）管理制度的落实、权益保障和学习满意度

学院要求全体在校研究生，严格按照学校及学院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

为保证学生的权益，我院在研究生会专门设立了权益部，以确保学生的各项权益。

3.11 就业发展

应用化学硕士一次性就业率在 85-93%之间，协议就业的人数每年都在 90%

以上。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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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礼知研究团队的“一种表面修饰电极以及电解处理废水的方法“专利

转让，本发明涉及一种表面修饰电极及其电解处理废水的新技术。该技术能利用

电化学法处理降低废水中 COD 和总氮，同时还能去除油脂和悬浮物，具有电极成

本低、废水处理能耗低和应用范围广等优势。

2．郭彦炳教授团队的“高稳定微/纳米结构催化剂技术”（包含 5项专利）

拟以挂牌拍卖的方式进行技术转让。

该技术由以下 5项专利组成：

1）．外延界面耦合的金属氧化物/钙钛矿复合催化剂及其应用，专利号：

201910211518.2，权利人：华中师范大学

2）．负载大孔铈锆基复合金属氧化物的蜂窝陶瓷催化剂及其应用，专利号：

201811646318.1，权利人：华中师范大学

3）．具有钙钛矿氧化物骨架的整体催化剂及其制造方法，专利号：

201811646324.7，权利人：华中师范大学

4）．具有大孔铈锰氧化物骨架的整体催化剂及其制造方法，专利号：

201811642935.4，权利人：华中师范大学

5）．单原子 Cu/TiO2 纳米线的制备方法，专利号：2018116463233.2，

3．伍强贤研究团队的“一种注射机的注射料筒”实施了专利转让。该实用

新型涉及高分子成型加工技术领域，提供一种注射机的注射料筒，主要用于研发

实验，包括加热筒身、冷却体和分流梭，所述加热筒身顶部设有进料口，加热筒

身底部设有出料口，加热筒身外围设有冷却体，冷却体位于进料口的下方，所述

冷却体上设有环状水槽或内埋环状管道，环状水槽或环状管道分别与进水软管和

出水软管相连通，所述加热筒身内设有分流梭。本实用新型注射机的注射料筒结

构简单、使用方便，可使材料充分塑化，并能有效保证材料进入料筒时不会堵塞

料筒口。

4．曹郁研究团队的“一种单分散胺化纳米金刚石胶体溶液的制备方法及其

二次分散工艺和在细胞标记中的应用”专利转让。该发明专利涉及一种单分散胺

化纳米金刚石胶体溶液的制备方法及其二次分散工艺和在细胞标记中的应用，属

于纳米金刚石加工技术领域。

4.2 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华师应化所开发的专利技术的转让给社会，促进了科

协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为企业解决了难题，给企业带来了具大的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这些专利转让对应的企业如下：“一种注射机的注射料筒”实施了专利转让

武汉柯尤吉科技有限公司；“一种液氮低温处理商业铁粉增强其还原去除污染物

能力” 转让给东莞市普锐美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种单分散胺化纳米金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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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溶液的制备方法及其二次分散工艺和在细胞标记中的应用“转让给上海玉曜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一种表面修饰电极以及电解处理废水的方法” 转让给

江苏泉之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4.3 文化建设

文化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灵魂，而价值取向则是文化的灵魂；当代中国文

化之“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

价值取向和优良的文化传统需要我们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研究生的文化建设系

列活动每年定期举办，如研究学术年会；系列专家学术讲座以及化学周等活动；

旨在把文化创新与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全面加强研究生的精神文

化、制度文化、学术文化、行为文化建设，着力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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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音乐与舞蹈学

（类 别） 代码：1302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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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为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师范院校中的佼佼者，具备前

瞻性的视角与引领作用，在 30多年的恢复建院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和众多教学、科研和艺术实践成果。自 1997年开始招收音乐硕士硕究生，2001

年获音乐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开始，先后挂靠历史文化学院、国家

文化产业中心招收博士生，2009年获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2、学科建设情况：

我院学科架构，主体分两个学科方向：中国音乐研究和音乐教育研究。艺术

硕士音乐领域下设“钢琴艺术研究”、“声乐艺术研究”、“器乐表演”、“舞蹈表演”、

“音乐教育”五个方向。注重与高水平师范大学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学术研究上

聚焦“荆楚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史”领域，以“新文科建设”内涵中的“新艺科”引

领学科发展。

3、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学院招生领导小组负责招生考试各环节，对标国家考试标准，优选符合本专

业学科特点的优秀音乐人才，确保招生选拔公平公正、规范透明。录取比例保持

在 20%，录取学生来自全国 12 个省市，其中招录进最多的省份分别是湖北省、

湖南省、河南省。2020年全日制音乐与舞蹈学硕士在校生 95人。全日制学术硕

士学位授予 33人。毕业研究生就业结构来看，毕业生就业以中、初等教育、单

位领域为主，此外还有一些高等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其他事业单位等。

4、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1.校内专任教师具体情况

我院硕士学位点师资力量均衡，学缘较为广泛，导师具有丰富的专业实践教

学与指导经验。2020年音乐与舞蹈学专业专职导师 25人，拥有高级职称 25人，

正高级职称 12人，占比 48%，副高职称 13人，占比 52%；具有博士学位 7人，

有海外经历 9人。我院在岗教师在教学、科研、艺术实践等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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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外影响

我院有多位教师长期活跃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和艺术舞台。如康瑞军、陈

永、张业茂、刘畅等教授多次参加“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

年会”等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田晓宝教授率领 Tiankong合唱团在柴可夫斯基音

乐学院、国家大剧院等演出；辛欣教授、王凯平博士定期参加国际音乐节及担任

比赛评委，大提琴演奏家康乔瑄博士多次与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指挥的苏州民族管

弦乐团合作，出访欧洲 9国演出；曹冠玉副教授的作品在美国芝加哥交响音乐厅

等音乐厅演出。通过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艺术交流，提升了学院的影响力。

二、主要内容

一级

要素

二级

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

标

与

标

准

1.1

培 养

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

生的目标定位。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

发展，能够独立从事音乐与舞蹈理论研究、音乐与舞

蹈演奏实践和专业教学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具体要

求如下：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品德良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具有坚实的音乐与舞蹈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

熟悉国内外关于本研究方向的现状、历史和发展趋势，

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从事音乐与舞蹈学科学研究、演

奏、演唱实践和教学工作的能力。

1.2

学 位

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

本单位办学定位及

特色相一致的学位

授予质量标准的制

定及执行情况。

注重与高水平师范大学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学术研

究上聚焦“荆楚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史”领域，

以“新文科建设”内涵中的“新艺科”引领学科发

展。

2 基

本

条

件

2.1

培 养

方 向

或 特

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

养方向简介。

1.钢琴艺术研究：本方向培养钢琴学术研究、艺术表演、

钢琴专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

2.声乐艺术研究：本方向培养声乐学术研究、艺术表演、

声乐专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

3.合唱与指挥艺术研究：本方向培养合唱与指挥学术

研究、艺术表演、合唱与指挥专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

4.作曲技术理论：本方向培养作曲理论研究、教学、

与作曲创作的复合型人才。

5.音乐教学论：本方向培养音乐教学与音乐学术研究

的复合型人才。

6.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本方向培养民族音乐教

学与学术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7.中国音乐史学：本方向培养音乐史学的教学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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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8.舞蹈学：本学科培养舞蹈学术研究、舞蹈表演、舞

蹈创作与教学的复合型人才。

2.2

师 资

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

与学术骨干、主要师

资队伍情况。

各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詹艺虹，女，教授；周希

正，男，教授；田晓宝，男，教授（博士）；陈朝汉，

男，教授；张业茂，男，教授（博士）芦玲，女，副

教授（博士）；康瑞军，男，教授（博士）；

师资队伍为全体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

2.3

科 学

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

完成的主要科研项

目以及在研项目情

况。

1.主持完成 2020 年度教育部“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业

质量检测工具研制”课题；2.主持完成“儿艺会”乡

土音乐教材研究；3.参加 2020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

际教育周研讨会（线上），并做专题发言。

2.4

教 学

科 研

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

生学习、科研的平台

情况。

可用于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资源

有：多媒体教室、讨论与实践教室、艺术教育实践平

台、社会教育机构实习基地，以及湖北省音乐教育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2.5

奖 助

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

助体系的制度建设、

奖助水平、覆盖面等

情况。

制定和实施了《音乐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

国家奖学金：覆盖面 3%。

学业奖学金：覆盖面 100%，其中一等 20%，二等和三

等各 40%。

优秀奖学金：按照学院规定的比例评选。

单项奖学金：按照学院规定的比例评选。

3 人

才

培

养

3.1

招 生

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

报考数量、录取比

例、录取人数、生源

结构情况，以及为保

证生源质量采取的

措施。

报考人数：166 人；

录取比例：20%

录取人数：33 人（均为全日制硕士）；

生源结构：录取学生来自全国 12 个省市，其中招录

进最多的省份分别是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

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一是加强推免的招生宣

传；二是；三是增强保送生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保证

保送生可以自选导师。

3.2

思 政

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

设、课程思政、研究

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研究生党建工作等

情况。

学院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强化思想引领切实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

环节，实现三全育人体系。

打造社会实践品牌，强化全过程育人导向。近五年，

与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中国青基会合作开展“音

乐教育·星愿基地”，累计向湖北省 28 所希望小学输

送学生志愿者教师 280 名，支教时超 4000 小时，在学

校建立培训基地，培训希望小学音乐教师 400 余人。

五年来与盲校、养老院、地铁站等志愿服务基地进行

合作，参与人数累计达 4500 人次，每年组织十余支队

伍赴云南、秭归、港澳等地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与参观，

参与人数累计 1000 人次。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

全员育人格局。以党建为龙头，强化党管一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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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核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下沉基层，定向联系

师生党支部、班团支部 10 余个和青年教工 20 余人次。

实行教工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制度，每年进行教工党

支部书记年度述职及测评。建立党员先锋岗、党员先

锋队、党员联系寝室等系列党员发挥先进作用的制度，

累计参与人数 1000 余人次，积极开展“红色之

旅”“参观抗疫展览”等各类线下实践活动 30 余次。

优化思政队伍建设，发挥全方位育人效能。学工团队

科学化发展，每年聘任班主任 22 人，副教授及以上职

称占比 33%，学工队伍配齐配优、结构合理。坚持周周

晚点名，线上线下结合，筑牢教育阵地，一年累计开

展主题教育近 200 学时；承担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

导课、形势与政策等素质课程十余门，指导班团活动

20 余次。建立学院爱乐学习发展中心，年均指导学生

120 人次、开展辅导活动 30 次，开展“考研分享

会”“学长学姐说”等主题讲座，乐器科普展、SPRING

音乐节、桂子山舞蹈大赛、师范技能比赛、百生讲坛

等十余个活动辐射全校。

筑牢意识形态阵地，三全育人全面发力。我院学生整

体思想积极向上，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强烈的爱国主

义情怀，展现出爱党爱国、与时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疫情期间，学院师生以“用音乐传递爱，为抗疫发声”

为主题积极创作抗疫作品，累计推送抗疫作品 100 余

个，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青年网、学习强国

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3.3

课 程

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

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课程教学质量和持

续改进机制，教材建

设情况。

1.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音乐学概论，陈永

音乐学书目与研究方法，芦玲

高级视唱练耳，张业茂

音乐教育心理学，刘畅

声乐舞台表演，周希正

外国钢琴教育，詹艺虹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不定期组织学生评

教，征求学生对课程教学的意见和要求，不断改进教

学。

3.课程建设情况：根据学校要求，2020 年我们重点建

设了《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指导》网络课程建设，录制

了教学视频，建设了相关的课程资源。

3.4

导 师

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

训、考核情况，导师

指导研究生的制度

要求和执行情况，导

师岗位管理制度建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制定了《硕士

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实施办法》，严格导师选

聘制度，按照规定遴选研究生导师；扩大了导师组的

规模，共选聘校内专业导师 37 人。

2.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完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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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落实情况。 培训制度，鼓励与支持导师开展并带领研究生进行学

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参与行业实践，切实提高导师指

导研究生和严格学术管理的能力。

3.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建立导师激励

约束机制，强化由教学委员会领导下的质量监督职能，

对评教制度、巡视制度、监督制度、教学奖惩制度产

生的结果进行分析研判，制定质量要求的细节认定和

细则，保证培养质量、学位授予质量。

3.5

学 术

训 练

或 实

践 教

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

练及科教融合培养

研究生成效，包括制

度保证、经费支持

等。

1.学院制定有《硕士研究生音乐实践教学管理规定》。

2.专业实践类：主要指各方向研究生在校期间自主完

成的学校、学院课程安排的各项专业应用实践活动（包

括舞台实践、学术实践、教学实践、田野调查、社会

调查）等等。岗位实习类：主要指研究生按培养方案

在行业岗位上进行的实习见习实践（包括表演实习、

教育实习见习）等等。

3.6

学 术

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

内学术交流的基本

情况。

2020 年 12 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仍有多位研究生

赴东北师范大学参加“中俄教师教育论坛”学术研讨

会；2.在线参加全国音乐教育专业建设等研讨会。

3.7

论 文

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

学位论文规范、评阅

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

学位点学位论文在

各类论文抽检、评审

中的情况和论文质

量分析。

1.有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指导、评阅、答辩等方面

的严格规定和要求，并坚持规范运行，保证论文质量。

2.学位论文实行盲评规则。

3.论文答辩也保证至少有一位校外音乐领域的专家参

与。

4.论文评审中的情况：硕士学位论文全部盲审。

3.8

质 量

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

质量保证、加强学位

论文和学位授予管

理、强化指导教师质

量管控责任、分流淘

汰机制等情况。

1.严格按照培养方案进行研究生的培养，包括课程教

学、学位论文质量管控等。

2.院相关领导、专业负责人、教学督导听课，加强课

程教学质量监控。

3.9

学 风

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

和学术规范教育开

展情况，学术不端行

为处理情况。

加强学术不端处置机制，结合《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指

导》课程的教学，对学生进行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

育，构筑起学术不端行为不敢、不能、不想的体制机

制防线。

3.10

管 理

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

情况，研究生权益保

障制度建立情况，在

学研究生满意度调

查情况等。

1.配有专职辅导员、研究生秘书。

2.制定了《辅导员工作条例》《专兼职辅导员考核办法》

等。

3.制定了《研究生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3.11

就 业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

生的就业率、就业去

1.就业率：2020 年就业率 80%。

2.就业去向：中小学，企业，教育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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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向分析，用人单位意

见反馈和毕业生发

展质量调查情况。

3.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通

过相关座谈和随机访谈，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高，

包括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情怀、教学能力等，毕业

生发展状态良好。

4 服

务

贡

献

4.1

科 技

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

科技进步情况

4.2

经 济

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

济发展情况

调整课程结构，拓宽专业口径，拓展音乐教育专业社

会应用性特色；持续调研我国农村基础音乐教育的实

际状况和师资队伍现况，走进农村、长征路上的革命

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扶贫，在全国多个贫困

地区的教学基地常年支教。

4.3

文 化

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

义文化情况

聚焦美育思政融合实践成效，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

文化为路径践行初心使命，呈现多彩艺术实践主题性

模块构建，使特色成效既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

反哺音乐学院专业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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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予点的美术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始于 1999 年，授予美术学学术学位、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是华中地区唯一一所部属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2．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科形成了中国画、油画、版画、美术史论与美术教育研究四个方向的优

势和特色。其中，中国画、油画、版画方向主张艺术实践与研究相辅相成，强调

结合当代文化语境与审美理念进行艺术实践和研究，积极将传统文化思想和当代

中国生活转化为艺术实践和研究的资源，紧密配合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需要。美

术史论与美术教育研究方向涵盖传统美术史研究与现当代美术理论、美术教育等

领域，近五年集中研究楚艺术史与长江区域美术史、湖北美术创作研究与批评、

艺术金融及相关艺术交叉学科。

3. 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本学科 2020 年招收学术研究生 22 人、专硕艺术硕士 40 人，其中 20%为来

自“双一流”高校的推免生，每年研究生考试统招考生中，约 91%的生源来自一

本院校：毕业生近五年平均就业率为 82%。

4. 研究生导师状况

本学科有硕士生导师 18 人， 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 8人，副高级职称 8人；

学术研究生在读人数为 71 人，研究生导师生师比为 3.9 :1。此外，学院聘请“楚

天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林志教授任兼职研究生导师并定期来我院讲学;湖北社

会科学研究院楚史所研究员邵学海，湖北省美术学院院长肖丰(一级美术师)、朱

健翔(二级美术师)任兼职研究生导师;武汉画院原院长冷军(一级美术师)任客座

教授讲授示范公开课，聘请全国重点中学的一线教师朱公瑾、赵翠云等承担美术

教育专业课程并兼职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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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如下：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国家文化与艺术事业的发展需要和艺术专门人

才培养的需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备系统专业知识与高

水平技能及良好综合素养的高层次美术专门人才，以及胜

任文化艺术事业与产业所需的创作、教育、管理与策划等

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

我校美术学硕士学位（学术型硕士）培养目标为：

1. 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深厚的人

文素养、较强的事业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2. 具有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平、系统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

艺术审美能力，同时具备与之相应的艺术理解力；

3. 熟悉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及发展方向，掌握先进的研

究方法和手段，具有独立从事美术创作实践与研究的

能力；

4. 掌握基础美术教育和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

方法，具备较强的教学技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开展有创造性的美术教育教学活动；

5. 具有开阔的艺术视野、扎实的美术理论素养、传统文

化底蕴与博大民族情怀，具有终身学习的理念以及自

主研究与创新能力，成为能够胜任我国文化艺术事业

与产业方面所需的创作、美育、管理与策划等相关工

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

1.2 学位标准

本领域毕业创作及毕业论文阶段需完成毕业创作、毕业创

作报告、学科教学毕业论文等相关环节，毕业时举办毕业

作品展览，由导师组进行毕业创作成绩评定，学科毕业论

文、毕业创作报告须通过毕业答辩，成绩评定合格方可毕

业。学生毕业创作及毕业论文须答辩前实行抽检，答辩后

由教育部实行抽检。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

特色

1. 美术史与美术教育

2. 油画创作与理论研究

3. 版画创作与理论研究

4. 国画创作与理论研究

2.2 师资队伍

1. 美术史与美术教育方向，硕士生导师 7 名，具有正高

级职称者 3 名

2. 油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3 名，具有正

高级职称者 2 名

3. 版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5 名，具有正

高级职称者 2 名

4. 国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 3 名，具有正

高级职称者 1 名



360

2.3 科学研究
上年度完成及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 4 项，教育

部项目 4 项，省社科项目 4 项

2.4 教学科研支撑

学院推行“三全育人”，特别鼓励学生积极从事艺术实践和

学术研究活动，在校学习期间参加各种全国专业性展览、

竞赛、学术活动和发表研究论文，学习成果突出。其中，

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含艺委会)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第二十三届全国版画展、第七届深圳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全国美术作品展、第三届中国版画

大展等展览中，入选具有中国美协入会资格的作品 3 件，

入选及入围作品 5 件;在五年一届的湖北省展中入选作品

4 件，其中与导师合作的版画插图获得第十三届湖北省美

术作品展金奖;入选湖北省、陕西省、山西省、新疆等省美

术家协会举办的展览10件，其中获优秀奖3件;入选湖北省

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主办的省级展览中入选作品 36 件，

其中获优秀奖及以上奖 16 件;入选国际性专业展 24 件。

在艺术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8 篇其中发表CSSCI期刊1

篇，八大美术学院学报发表论文21篇，另外发表英文期刊6

篇;获绚丽年华第十一届全国美育教学成果展特等奖 1

项;获得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党员、团员 12 人次;获华中师

范大学创新研究生项目 4 项;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 篇、校级优秀硕士论文 36 篇。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完善，每位学生学生享受每月

生活补助 600 元；年度奖学金分为三等，一等为 12000 元、

二等为 8000 元、三等为 4000 元；另设有校内及校外社会

资助奖学金，华研自强困难助学金等等；覆盖面 100%。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2020 年报考本学位点美术学研究生的总人数为 553 人，录

取人数为 37，报录比为 14.9:1，另招收推免生 8 人。

录取人员中，来自一本院校的学生占比 66.67%。

3.2 思政教育

以“思政+美育”作为“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核心理念，打

造“三课”精品课程，实施“三航”、“四链”、“五进”教

育工程，全方位调动育人资源，完善实践性与专业性的实

践育人体系

1. 打造“思政+美育”三课精品工程。建设笔尖上的思政

课、行走的思政课、“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创作课;

推出“我和我的祖国原创作品大赛”、“廉政文化原创

作品大赛”、“手绘最美劳动者”、“手绘最美教师”、“手

绘最美教官”等精品活动。结合重大主题与时代关切，

推出“壮丽七十年，奋进新时代”庆祝新中国 70 周

年师生美术作品展。发起“战疫，华师美院在行动”、

“画笔战疫”活动，师生用画笔参与战役行动，社会

反响强烈。出版《画说抗疫英雄传》，以画歌颂抗疫英

雄。

2. 实施“三航”、“四链”、“五进”教育工程。夯实“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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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学习发展中心”，开展“导师启航、朋辈引航、党员

领航”三航行动及美院大讲堂等活动，加强典型引领

和底线约束。实施“四链”教育工程，整合“课程链、

师资链、成果链、实践链”四方资源，开展最美课堂、

最美教师、最美作业评选。实施“五进”教育工程，

盘活“书记、教师、辅导员、校友、朋辈”五方力量，

通过书记有约、教师午餐会、朋辈进晚点名、校友进

校园等活动，助力青年成长。

3. 依托“导生团队”，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目前已建有英

山社会实践队、赴鄂州“美育”服务队、“艺心向党”

党员服务队、郴州天域爱心社支教队等暑期实践团队，

以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开展魅力墙绘等活动。

2020 年开展“千生画千村”活动，组织千余名青年学

子用手中画笔描绘千村脱贫攻坚成果。

4. 建立美院恽代英宣传中心，组建“画说”原创工作室。

挖掘杰出校友“恽代英”红色名片全面整合学院网络

阵地，以时政热点等为主题，展开四史教育，传承红

色基因。推出“恽代英的最 in 简历”、“南水北调五

周年:一滴水的进京路”。开展“以艺战疫”、“画笔为

刃”等网络战役活动。

5. 构建高效能、协同式思政队伍。辅导员队伍专兼结合，

队伍整齐。创立“辅导员素质提升营”提升业务素质，

定期开展导师座谈会。教师团队获“湖北名师”、“桂

苑名师”、“三育人”标兵、“博雅计划优秀导师”等多

项荣誉。

6. 建好“艺心向党”创新型党支部。实施“红船引航”

计划，开展恽代英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党团班一体化

建设。开设“书记有约”栏目，做到党建与业务工作

双融双促。

3.3 课程教学

1. 各专业以学分制为依据，课程包含公共必修课、专业

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及专业实践课四个板块的课程。

2. 建立了课程教学质量督导制度，强调研究生教学各环

节都有清晰明确、科学合理的质量要求，强化了由培

养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的质量监督小组的职能，对学生

在各评价制度中的产生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促成优

秀的教学成果和方法得到认可和推广，不断优化教学

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交流协作，使得教学最新成果能

够在教学一线得到充分的探索。

3. 课程体系构建与艺术实践密切关联。将理论学习与实

践教学相互融合，形成课堂训练、课外实践和社会艺

术项目等不同环节的艺术教学、知行体验。

3.4 导师指导
1. 制定了导师聘用条例，每年由学院组织审核上岗导师，

新聘导师需通过学校组织的专门培训后方可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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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聘请了专家、特级教师作为兼职导师，共同参与人才

培养。

3. 成立了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组成各方向导师组统

筹各个教学环节的工作。

4. 目前的导师团队中有校外导师，参与授课、教育实习

指导、开题、答辩、论文指导等工作。

3.5 学术训练或实

践教学

学术能力的训练从研究生入学开始贯彻整个培养期，硕士

生导师从始至终参与每位学生的研究和发展。学院开设学

术论文写作、研究方法、学术前沿、文献检索等相关的课

程和讲座，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艺术实践是本学院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艺术

创作、艺术考察、教育实习等。

3.6 学术交流

学院高度重视国际化办学并借助学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和

对外工作处及港、澳、台办公室的作用，组织学生以多种

方式赴境外学习和交流。

1. 与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北教育大

学等签订合作协议定期派往交流学生，与加拿大里贾

纳大学签署全方位学历教育协定;

2. 鼓励并帮助学生赴境外攻读学位，2名学生毕业后分别

赴莫斯科国立斯特罗季诺夫工艺美院、加拿大里贾纳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名在读生获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

术学院硕士学位;

3. 开展短期访学交流，先后组织多次赴台湾师范大学、

巴塞罗那大学开展访学交流活动;四、组织学生参加国

际艺术展览，每年都有学生作品入选欧美及亚洲地区

绘画、新媒体艺术等专业性展览。

3.7 论文质量

近五年来，学生全部完成了毕业创作及毕业论文，毕业率

100%，毕业论文优秀率 20%，抽检合格率 100%，毕业创作

评优率 30%。

3.8 质量保证

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核心创作能力的培养，通过导师组的

创作课程组合体系，建构用研究的方法进行创作学习。强

化作品的展示方案和方式研究学习。学生毕业作品多次参

加全国、省市级美展。创作作品形式多元。在原创性美术

创作方面等方面产出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已形成华中地区

的学术品牌，建立起了一定的学科优势。

3.9 学风建设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院通过思政课程、党团日活

动、校园文化活动、社会时间等载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树立起人

生自信和学习自信。把袭击的学习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

需要、人民的期盼紧密联系起来，培养理想远大、素质全

面、本领高强的时代新人。

3.10 管理服务 以科学理念管理育人，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从立德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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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任务出发。根据学生需要，精准帮扶，为学生提供良

好的、愉悦的校园文化环境。设立班团、党支部、研究生

会协同管理服务机制，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

我服务，加强价值观念引领，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3.11 就业发展

2016-2020 年，美术学院美术学学术硕士毕业生共计 133

人，就业人数 103 人，2016 年就业率 96％；2017 年就业率

95％；2018 年就业率 69％；2019 年就业率 70％；2020 年

就业率 63％；2016-2020 年，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硕士毕

业生共计 130 人，就业人数 92 人，2016 年就业率 100％；

2017 年就业率 79％；2018 年就业率 75％；2019 年就业率

83％；2020 年就业率 43％。

4．服务贡献

4.1 经济发展

1. 支援西部高校，推动少数民族地区艺术教育发展:为将

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学术前沿信息传递到支援

院校，我院先后有五位教师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师范学

院;分阶段接收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云南大理学院、宁

夏师范学院，西部高校教师来我院访学;另与青海师范

大学签署协议，并成立“西海重彩艺术研究中心”，开

启与西部高校的全面合作。

2. 利用地域资源优势致力于荆楚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

通过馆校合作，推进公共美术教育，为武汉美术馆策划

展览及系列公共教育活动，雅昌艺术网等多家媒体竞相

报道;主持“荆楚民间美术”项目音像制品获“湖北省

政府出版奖”;通过国家社科与艺术基金项目推动荆楚

非遗文化的产学研融合与创意人才的培养。

4.2 文化建设

1. 搭建思政+公共+实践育人平台，服务和推动学校美育

和社会美育发展:先后打造桂子山美育节、艺心向党党

支部、美育大讲堂、美育公开课、画说原创工作室等

美育品牌。

2. 成立美育研究中心，创办《美育研究》期刊，举办全

国高校美育高峰论坛。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教育

报等国家级媒体报道近百次，教育部以《华中师范大

学多举措推进美育工作》向全国高校进行了推介。

3. 以艺战疫、彰显艺术服务社会功能:疫情期间，美术学

院师生及时拿起画笔构筑战疫堡垒，创作视频、书法、

绘画、海报等近 1000 件作品，师生团队编撰《画说

抗疫英雄》，受托为“恒安集团为香港捐赠防疫物资事

迹”创作系列海报，参与湖北省“心手相连，共同战

疫”援鄂纪念章设计活动，拓展了艺术服务社会的丰

富内涵。

4. 举办创作展览，贡献华师力量:学院发挥美术创作的优

势，有计划组织创作活动反映国家建设的新成就新面

貌，活跃地方文化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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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单位于2006年获得设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获评设计学一级学科。

现有教师 28 名，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9人，讲师 14 人，具有博士学位及在读

博士教师占 42.8%(12 人)，具有海外经历教师占 46.4%(13 人)，高级职称中 45

岁以下占 92.3%。

2．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科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优势，由视觉传达设计一个专业发展成环

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设计三个专业，经过多年打造，优势与特色凸显。视传设

计专业多年来植根于湖北民间美术与荆楚文化研究，深挖地域文化精髓，对接时

代趋势与技术前沿，确立起图形语言分析、视觉信息设计、跨媒介创意可视化与

交互设计研究的专业优势与特色领域;环境设计专业主攻人文环境的空间设计与

本土设计语言探索，培养兼具技术和艺术双重素质的新型设计人才，在公共文化

空间设计、展示空间设计、陈设设计等研究领域积累丰厚成果;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专注于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以网络与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探索

混合媒介环境中的数字娱乐设计，强调跨学科设计实践能力。

3. 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本学科授予点致力于培养既具备国际艺术视野与先进设计理念，又具备传统

文化底蕴、民族情怀，专业能力突出，社会责任感强，对未来艺术设计走向具有

洞察力的高端人才。在培养思路上，注重学生创新精神与能解决实际设计问题能

力的养成;在培养模式上，坚持理论研究与项目实践的协同并进，以使学生不仅

能胜任设计行业的本职工作，也能从事专业理论研究与教学;在培养方向上，强

调与时俱进，凸显“视觉传达体验性跨媒介设计与创意表达”、“环境设计服务于

城市业态升级和新农村建设需求”、“数字媒体思辨性设计与跨学科融合”的学科

特色。招生生源中 90% 来自“一本”院校。在人才培养上有良好成效，为各类

企事业单位的设计部门、公司、学校、文化机构以及广电出版传媒等单位输送了

大量优秀设计人才。

4. 研究生导师状况

该学科有硕士生导师 13 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 4人，副高级职称 9人，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为 2.3:1。此外，外聘波士顿爱默生学院 John Craig Freeman

教授、密苏里大学梁蓝波教授、柏林艺术应用技术大学托马斯·诺勒尔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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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陈设艺委会常务副主任梁建国教授分别开设《VR 与 MR 媒体设计》、《公共艺术

与空间设计》、《服务设计理论》、《景观与建筑设计》课程。

二、主要内容如下：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国家文化与艺术事业发展需要以及艺术专门人

才培养需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备系统专业知识与高水

平技能及良好综合素养的高层次设计人才。

我校设计学硕士学位（学术型硕士）培养目标为：

1. 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深厚的人

文素养、较强的事业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2. 注重现代设计规律、文化、科技、思维、表现的系统

性研究，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

悉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及发展方向；掌握先进的研究

方法、手段；具有从事设计艺术研究和独立担负设计

艺术创作的能力。

3. 熟悉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及发展方向，掌握先进的研

究方法和手段。

1.2 学位标准

本领域毕业创作及毕业论文阶段需完成毕业设计、毕业论

文开题、答辩、等相关环节，毕业时举办毕业作品展览，

由导师组进行毕业创作成绩评定，毕业论文、毕业创作报

告须通过毕业答辩，成绩评定合格方可毕业。学生毕业创

作及毕业论文须答辩前实行抽检，答辩后由教育部实行抽

检。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

特色

1. 视觉传达

2. 数字媒体设计

3. 环境艺术设计

2.2 师资队伍

1. 视觉传达，硕士生导师 4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1 名

2. 数字媒体设计，硕士生导师 5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1 名

3. 环境艺术设计，硕士生导师 4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2 名

2.3 科学研究
上年度完成及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 1 项，教育

部项目 3 项

2.4 教学科研支撑

基于学科特色，坚持“以赛促创”、“以赛促学”的专业培

养方式，促进学生提升专业能力，竞赛屡创佳绩。鼓励研

究生参加国内外各类设计大赛，入围作品 53 件，获奖 12

件，其中，研究生与导师合作作品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1

件，湖北省美展 3 件。

坚持“以设计介入社会生活”的理念，引导研究生关注现

实、思辨当下，尝试用设计推动生活质量的提升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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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专注于设计阅读障碍儿童的专用字体;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进行“信息化教育空间整体设计”项目

的探索;数字媒体设计专业围绕“科技艺术”与“人工智能

艺术”进行研究。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受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委托，创作《荆

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粹》，其中《黄梅挑花》、《汉绣》、

《雕花剪纸》、《湖北绣活》等十部短片获第四届湖北出版

政府奖。服务地域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与长江传媒、湖

北倍悦文创等机构合作进行“辛亥首义文创”、“荆楚文创”

的产品开发；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作品与腾讯科技、小米

科技、上海时装周、北京今日美术馆联合展演。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完善，每位学生学生享受每月

生活补助 600 元；年度奖学金分为三等，一等为 12000 元、

二等为 8000 元、三等为 4000 元；另设有校内及校外社会

资助奖学金，华研自强困难助学金等等；覆盖面 100%。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2020 年报考本学位点设计学研究生的总人数为 132 人，录

取人数为 26，报录比为 5:1，另招收推免生 4 人。

录取人员中，来自一本院校的学生占比 80%。

3.2 思政教育

以“思政+美育”作为“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核心理念，打

造“三课”精品课程，实施“三航”、“四链”、“五进”教

育工程，全方位调动育人资源，完善实践性与专业性的实

践育人体系

1. 打造“思政+美育”三课精品工程。建设笔尖上的思政

课、行走的思政课、“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创作课;

推出“我和我的祖国原创作品大赛”、“廉政文化原创

作品大赛”、“手绘最美劳动者”、“手绘最美教师”、“手

绘最美教官”等精品活动。结合重大主题与时代关切，

推出“壮丽七十年，奋进新时代”庆祝新中国 70 周

年师生美术作品展。发起“战疫，华师美院在行动”、

“画笔战疫”活动，师生用画笔参与战役行动，社会

反响强烈。出版《画说抗疫英雄传》，以画歌颂抗疫英

雄。

2. 实施“三航”、“四链”、“五进”教育工程。夯实“艺

馨学习发展中心”，开展“导师启航、朋辈引航、党员

领航”三航行动及美院大讲堂等活动，加强典型引领

和底线约束。实施“四链”教育工程，整合“课程链、

师资链、成果链、实践链”四方资源，开展最美课堂、

最美教师、最美作业评选。实施“五进”教育工程，

盘活“书记、教师、辅导员、校友、朋辈”五方力量，

通过书记有约、教师午餐会、朋辈进晚点名、校友进

校园等活动，助力青年成长。

3. 依托“导生团队”，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目前已建有英

山社会实践队、赴鄂州“美育”服务队、“艺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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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服务队、郴州天域爱心社支教队等暑期实践团队，

以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开展魅力墙绘等活动。

2020 年开展“千生画千村”活动，组织千余名青年学

子用手中画笔描绘千村脱贫攻坚成果。

4. 建立美院恽代英宣传中心，组建“画说”原创工作室。

挖掘杰出校友“恽代英”红色名片全面整合学院网络

阵地，以时政热点等为主题，展开四史教育，传承红

色基因。推出“恽代英的最 in 简历”、“南水北调五

周年:一滴水的进京路”。开展“以艺战疫”、“画笔为

刃”等网络战役活动。

5. 构建高效能、协同式思政队伍。辅导员队伍专兼结合，

队伍整齐。创立“辅导员素质提升营”提升业务素质，

定期开展导师座谈会。教师团队获“湖北名师”、“桂

苑名师”、“三育人”标兵、“博雅计划优秀导师”等多

项荣誉。

6. 建好“艺心向党”创新型党支部。实施“红船引航”

计划，开展恽代英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党团班一体化

建设。开设“书记有约”栏目，做到党建与业务工作

双融双促。设立党员发展实践锻炼岗，组织党员读书

会，建立蔡甸区蔡甸街、仙桃市潭头村党员教育实践

基地。

3.3 课程教学

1. 各专业以学分制为依据，课程包含公共必修课、专业

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及专业实践课四个板块的课程。

2. 建立了课程教学质量督导制度，强调研究生教学各环

节都有清晰明确、科学合理的质量要求，强化了由培

养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的质量监督小组的职能，对学生

在各评价制度中的产生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促成优

秀的教学成果和方法得到认可和推广，不断优化教学

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交流协作，使得教学最新成果能

够在教学一线得到充分的探索。

3. 课程体系构建与艺术实践密切关联。将理论学习与实

践教学相互融合，形成课堂训练、课外实践和社会艺

术项目等不同环节的艺术教学、知行体验。

3.4 导师指导

1. 制定了导师聘用条例，每年由学院组织审核上岗导师，

新聘导师需通过学校组织的专门培训后方可上岗。

2. 聘请了专家、特级教师作为兼职导师，共同参与人才

培养。

3. 成立了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组成各方向导师组统

筹各个教学环节的工作。

4. 目前的导师团队中有校外导师，参与授课、教育实习

指导、开题、答辩、论文指导等工作。

3.5 学术训练或实

践教学

学术能力的训练从研究生入学开始贯彻整个培养期，硕士

生导师从始至终参与每位学生的研究和发展。学院开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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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写作、研究方法、学术前沿、文献检索等相关的课

程和讲座，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艺术实践是本学院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艺术

创作、艺术考察、举办展览、设计公司实习等。

3.6 学术交流

鼓励学生以交换生学习、课程学习、攻读学位、参展观展

等多样化形式，积极参与国际间及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

和学业深造项目。

1. 与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签订学生交换协议，每年派出三

名学生赴加学习。

2. 鼓励并帮助学生赴境外攻读学位，三名学生毕业后分

别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韩国世宗大学、澳门

城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3. 开展短期访学交流，前后有学生赴台湾实践大学、美

国南犹他大学、西班牙维克大学交流学习。

4. 组织学生参加国际艺术展览，多名学生作品入选欧美

主要国际海报展。

3.7 论文质量

近五年来，学生全部完成了毕业创作及毕业论文，毕业率

100%，毕业论文优秀率 20%，抽检合格率 100%，毕业创作

评优率 30%。

3.8 质量保证

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核心创作能力的培养，通过导师组的

创作课程组合体系，建构用研究的方法进行创作学习。强

化作品的展示方案和方式研究学习。学生毕业作品多次参

加全国、省市级美展。创作作品形式多元。在原创性美术

创作方面等方面产出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已形成华中地区

的学术品牌，建立起了一定的学科优势。

3.9 学风建设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院通过思政课程、党团日活

动、校园文化活动、社会时间等载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树立起人

生自信和学习自信。把袭击的学习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

需要、人民的期盼紧密联系起来，培养理想远大、素质全

面、本领高强的时代新人。

3.10 管理服务

以科学理念管理育人，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从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出发。根据学生需要，精准帮扶，为学生提供良

好的、愉悦的校园文化环境。设立班团、党支部、研究生

会协同管理服务机制，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

我服务，加强价值观念引领，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3.11 就业发展

2016-2020 近五年间，美术学院设计学硕士毕业生共计 45

人，就业人数 33 人。2016 年就业率 90％；2017 年就业率

62％；2018 年就业率 100％；2019 年就业率 66％；2020

年就业率 50％。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积极开展设计应用研究，注重成果转化。面向产教融合，

指导双创项目 10 项，并对接企业实现成果转化;主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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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设计开发套件”等服务地方建设的基础与应用性项目研

究近 20 余项。

4.2 经济发展

1. 支援西部高校，推动少数民族地区艺术教育发展:为将

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学术前沿信息传递到支援

院校，我院先后有五位教师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师范学

院;分阶段接收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云南大理学院、宁

夏师范学院，西部高校教师来我院访学;另与青海师范

大学签署协议，并成立“西海重彩艺术研究中心”，开

启与西部高校的全面合作。

2. 响应脱贫攻坚战号召，从设计角度介入精准扶贫，主持

“仙桃市头潭村村落空间规划与产业升级精准扶贫项

目”，将设计带动乡村振兴的理念落实到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实践中去。

4.3 文化建设

1. 整体推进学校与社会美育工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服

务和推动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发展，打造了系列美育活

动品牌，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教育报等国家级媒体

报道近百次，先后有二十多家兄弟学校相关单位来参观

学习。教育部以《华中师范大学多举措推进美育工作》

向全国高校进行了推介。

2. 为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学科专职教授在教职之外均

有重要的社会兼职，参与本区域相关政策制定与各类设

计评审，投身城市文化产业布局与模式研究，为行业发

展提供智力支撑。如辛艺华教授兼任教育部全国高校美

育教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专利保护技术鉴定委员会专

家、湖北省工艺美术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专家;

尹继鸣教授兼任湖北省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艺术设计

专家委员会委员;邱玲教授担任湖北工艺美术职业鉴定

评审专家;魏勇教授兼任湖北省风景园林教学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湖北省艺术设计协会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严胜学副教授兼任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3.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开展本土文化及非遗文化传承

研究，引发学界与社会关注。拍摄非遗文化传承短片十

部，策划设计非遗场馆环境设计多项，主持相关国家级、

省部级等社科项目 10 项;论文与专著获国家级优秀社

科研究成果奖 4 项;专著入选《荆楚文库》，被湖北教育

频道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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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办学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上世纪 30年代华中大学就培

养了王亚南、万国权等著名经济学家和商业实业家。改革开放后，1985年获全

国首批区域经济学硕士点，目前拥有应用经济学一级硕士点、企业管理二级硕士

点以及MBA、金融和农业推广三个专业型硕士点，并拥有经济统计学二级博士

点。

企业管理学位点秉承华中师范大学在百余年发展中的办学精神，创办于

2004年。该学位点着眼国际国内学术前沿，在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

管理、创新创业四个方向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应用于社会发展实践；立足

中部地区尤其是湖北省企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突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及科学素养、协作

进取的学科队伍。

（二）学科建设情况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改革等一系

列重大战略性改革措施的落实，企业发展面临着更新的挑战，这对高层次企业管

理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尤其强调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的有机结合。

本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科研或是教学

工作中都有所体现；强调多学科协同创新，拥有丰富的科研成果；构建了学缘结

构、年龄分布合理的教师团队，对创新创业、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与

运营管理等领域开展交叉研究。

本学科科研成果较为显著，不论是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国内外核心期

刊论文，还是科研获奖均成果显著，总体科研经费较为充足（详细内容见下文）。

借助学校和学院的力量，本学科还为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每年

会以项目的形式资助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从事科研活动，项目资助的金额也在

不断增加，如目前的大学生 A类项目资助金额达到一万元。近五年，硕士生在

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多篇。目前，该专业学位点正在积极准备，申请

工商管理一级硕士点。

（三）研究生招生与就业

我院主要采取“推免、夏令营和统考统招”三种方式选拔研究生。在招生工

作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对申请人的相关信息和申请材料严格把关，严肃

查处学术不端、弄虚作假等违规违纪行为，不符合接收条件或单位培养需求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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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坚决不让参加复试。深入落实信息公开，主动将复试考核方式、招生录取办法、

复试具体安排、考生申诉渠道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

2020年，共有 63名考生报考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院最终招收研究生 9名，

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全国统考报录比分别为 7:1。2020 年，本专业共有 9名学生

毕业。其中 5人协议就业，即将签约 2人，尚未就业 1人。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2020 年，本专业共有硕士生导师 18人，均拥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4人，

副教授 7人。45岁以下的有 12人，占比 67%。本专业还聘请了大量企业家、职

业经理人、政府管理者作为兼职教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为学生的学习保驾

护航。本专业下属四个方向均有 1名教授或副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此外，本学

位点还拥有 2个科研团队，分别是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和企业管理青年学术创

新团队。

二、主要内容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能从

事企事业单位的高、中层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或者通过继续学习能从事本专业

领域的科研、教学工作的研究型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相应的技

能、方法和相关知识；

了解国内外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本专业领域的

理论发展趋势和现代技术分析方法；

具有在企业（公司）中从事调查研究、分析决策、组织管理或者在高等学校

及相关研究机构中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教学工作的能力；

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言，并鼓励学习第二门外国语（达到初级以

上水平）。

2.学位标准

本学位硕士生基准学制为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总学分 38学分（16

学时/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 34学分，实践学分 4学分；课程学习 2年（以课

程学习、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年。

提前修满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达到学校和本学科规定条件的硕士生，可申请提

前答辩和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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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的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研究活动，或开展与研究方向相

一致的科学研究；应参加不少于 6次学术讲座；积极参加专业的学术讨论和学术

沙龙活动；应完成 1篇学术论文；应完成与所学专业方向一致的文献综述报告。

并制定中期考核制度，按时完成学位论文写作。

由此可见，本学位授权点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涵盖了

从学生入校直至毕业的全过程，培养方案合理、系统。本学位授权点特别强调学

术诚信和科研规范，定期召开相关的会议予以宣传，并依托于院学术委员会构建

了较为完备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机制及办法。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目前，企业管理（120202）二级硕士点共下设四个方向：

（1）财务管理

主要研究国内外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现代企业投融资理论与方

法。该方向以我国企业对高级财务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为背景，以注重现代财务

管理理论与市场化资本运作实际业务相结合、能力培养与素质培养相结合、课堂

教学与实践环节相结合为特点，构筑了公司财务管理与经济学理论的相互交叉与

渗透的知识体系，培养具有从事企业投资、筹资和资金运作等分析、决策和咨询

的能力，致力于塑造公司并购、资产重组、资本运营等方面的高级财务专门管理

人才。

（2）市场营销

主要研究市场营销前沿理论、整合营销、绿色营销、服务营销、新媒体营销

以及消费者行为和心理。该专业注重将现代信息组织与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与

企业营销管理结合起来，在信息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原理指导下，采用数据库、

人工智能、多媒体、多元化信息集成等最新的现代信息技术，为各类企业设计、

开发各种能够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营销管理系统，以提高营销的针对性和整体

效率。

（3）人力资源管理

主要学习和研究国内外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人力

资源管理的一般规律。该专业围绕人力资源管理的六大模块：人力资源规划、招

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问题进行深

入、系统的探讨，旨在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

能够在营利及非营利组织中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应用型、

复合型专业人才。

（4）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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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等多个层面，研究创新创业的国家政策、产业环

境、企业制度以及个体激励等问题。特别关注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企业家精神

的打造、创业公司的建立、不同群体（如大学生、农民等）成功创业的机制等热

点话题。主要帮助学生积累与创新创业相关的知识，培养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的

意识、能力，并能掌握一些常用的方法与技巧。

2.科学研究

2020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纵向课题 5项，重点在疫

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行业发展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提交地方政府各项咨询报

告若干篇，多篇被中办、省部级领导人签批、采纳。

3.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授权点从硬件、软件、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为教学科研提供支撑。学

院拥有的图书资料和数据库详见表 1。

表 1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册）

订阅国内专业

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业

期刊（种）

中文数据库

（个）

外文数据库

（个）

电子期刊读物

（种）

21.61 9498 355 68 73 44 2678

实验室和研究基地中心详见表 2。

表 2 实验室、基地、中心等研究平台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教育部 200012

2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级文科综合实

验教学中心
教育部 200911

3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房地产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省 201301

4 湖北省 2011 协同创新团队
城乡发展一体化湖北协同创新中

心
湖北省 201312

5 文化部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文化产业中心 文化部 201312

6
荆楚卓越经管人才协同育人

计划

湖北省普通高校“荆楚卓越人才”

协同育人计划项目
湖北省 201707

学院的实验设备仪器总价值 618.58万元，实验室总面积 1800平方米，其中

单个实验室的最大面积为 100.6平方米。此外，还购买有Wind数据库、Stata、

Python等计量统计软件，满足教学科研需要。

从管理配套上看，设有专门的研究生管理机构与健全的研究生管理制度，能

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完备的奖助学金体系，与境外多所高校签订有合作培养

协议，支持学生赴境外学习交流；拥有 30多个教研基地，为学生提供科研实习

保障

4.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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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给予的研究生学习奖助之外，学院还增设了曹阳奖学金及勤工俭学等

奖励办法。在深入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的过程中，通过制度文件的修

订完善，不断健全研究生培养环节，优化奖助体系。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2020年报考企业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63名，录取人数为 9名，报录比例

为 7:1。本学科学位授权点主要采取“推免、夏令营和统考统招”三种方式选拔

研究生。整个招生过程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开展，信息公开透明。

2.思政教育

按照学校统一要求，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学院也高度重视思想引领工作，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

一体”的专业课程建设目标，注重发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

育人合力。例如，组建理论宣讲团重要会议的精神宣讲；进行“形势与政策”思

政课程授课。以月为单位，开展意识形态风险评估会议；以月为单位，落实好意

识形态月报制；以学期为单位，研判师生意识形态。学院领导紧密联系师生党支

部、学生团支部，构建起“学院党政负责人-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党团骨干”的“思

维”危机干预体系。

3.课程教学

2020年，对本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与上一版相比，新的培养方案主

要有如下变化：一是更加强调思政引领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培养目标方面，坚

持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与培养，尤其强调对学生正确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同时，在课程教学中，也特别突出思政课程的内容。二

是强调研究方法的训练与科学素养的提升。在课程设置中，新加入了《管理研究

方法》（必选）、《中级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的课程，同时也开设了《学术规

范与论文写作》等研究理论的课程，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科研意识与能力。三是突

出实习实践与创新创业。结合当前企业管理的热点话题，新开设了《创业创业理

论与实践》等课程，并结合实习实践基地，通过现场考察、实际动手等多种方式

开展移动课堂，提升硕士生的实践能力。

（1）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情况

本院一级学科必修课程开设 4门，共 10学分；二级学科必修课程开设 5门，

共 10学分；选修课程至少需 10学分，其中指定选修课 1门，共 2学分。本学位

点开设的核心课程情况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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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时/学分
授课

语言姓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一级

学科

必修

课程

中级微观经济学 刘小怡 教授 48/3 中文

中级宏观经济学
肖殿荒

罗静

教授

教授
48/3 中文

企业管理前沿 段从清 教授 32/2 中文

管理研究方法
文鹏

谢志鹏

教授

副教授
32/2 中文

二级

学科

必修

课程

中级会计学 李闻一 教授 32/2 中文

战略管理
王松

段从清

讲师

教授
32/2 中文

产业经济学 方中秀 副教授 32/2 双语

人力资源管理 文鹏 教授 32/2 中文

市场营销
谢志鹏

王娟

副教授

讲师
32/2 中文

（2）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将课程思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并使之成为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培

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有用人才。具体做法包括：完善课程架构，优化课程体系；培育精品课程，

提升教学质量；推动教学研究，深化教学改革；搭建督导体系，健全教学制度；

搭建实习平台，增强实践能力。

（3）著作建设情况

本学科教师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在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高

水平论文，科研成果较为显著，并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科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 本学位授权点教师发表论文情况

作者 名称 期刊

陈丝璐
Effect of peer work performance on the focal employee’s

voice taking: the role of trust and self-construal

Psychology

Reports

陈丝璐
Influence of leaders’ loneliness on voice-taking: The

role of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performance press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陈丝璐
Suitable business models for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mart grid energy industry

Environment

Progress and

Sustain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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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丝璐 中国情境下的肮脏工作:类型拓展与抑制模型建构
中国人力资源开

发

陈丝璐
伦理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跨层次作用机制：基于社会情

境与社会认知理论
心理科学进展

范文林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短贷长投 经济管理

李闻一 财务共享服务体验中心的设计与实践 财会月刊

李闻一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的回顾、趋势与建议 会计之友

李闻一 智能财务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计研究

王治 当前退役军人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和建议 三农研究

王治 退役军人企业家创业价值研究 商业 2.0

文鹏

The two-sided effect of leader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on subordinates'

behaviors: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吴磊 城市化、社会网络与农民工自雇创业:以平邑县油篓村为例 产经评论

吴磊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重要农产品应急保供体系实践与反思
中国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吴伶俐
Competitive Remanufacturing and Pricing Strategy with

Contrast Effect and Assimilation Effec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吴伶俐
Competitive Fit-revelation Sampling and Mixed Pricing

Strategies

Naval Research

Logistics

谢志鹏
消费者一定偏爱“笑脸”吗？产品外观中的表情元素对消费

者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谢志鹏 环肥还是燕瘦？字体长宽比对消费者的影响 珞珈管理评论

4.导师指导

本学位授权点深入开展学院的“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明确导师工作分

工，切实推进落实。在选聘和考核导师的过程中，始终以“业务+师德”的原则，

并依据《经管学院研究生教育督导工作条例》，积极构建学校、学院、学科点三

级教学督导体系，在导师间实行同行磨课制度，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与质量。

5.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本专业注重对学生的学术训练与科教融合。前者对学生的研究活动、学术讲

座、学术讨论、学术沙龙活动以及文献综述报告有量化要求，导师组对上述活动

进行指导。后者则从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两个方面予以体现，要求学生参与辅导、

批改作业、授课、指导本科生或实习学校学生实践或毕业论文；同时还要进行企

业实习、市场调查、数据收集、挖掘与分析等。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采用多样化的形式，供学生选择参与。例如，鼓励学

生参加学院组织的“南湖学术论坛”，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2017 年至 2020 年

间，共有 3名本专业的研究生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共 6篇，曹雨阳同学

在湖北省经济学术研讨会、人力资源管理学会组织的征文比赛中荣获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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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专业研究生还积极参与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实践，提升个人能力。游杰

同学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实践创新领域也取得突出成

绩，展现了学院研究生良好的综合素质。详见表 5、6。

表 52017-2020 年度企业管理研究生突出表现光荣榜

姓名 突出表现 颁奖组织或单位

孙雪梅

国家奖学金 教育部

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华中师范大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华中师范大学

游杰

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华中师范大学

学生工作奖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华中师范大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华中师范大学

创新创业类优秀研究生 华中师范大学

舒鑫才

学生工作奖 华中师范大学

优秀共青团干部 华中师范大学

公益实践类优秀研究生 华中师范大学

曹雨阳

优秀论文奖 华中师范大学

公益实践类优秀研究生 华中师范大学

优秀研究生干部 华中师范大学

刘姣 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华中师范大学

覃心 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华中师范大学

梁莉莉 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华中师范大学

表 6 2017-2020 年企业管理研究生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姓名 论文或课题 发表刊名和级别 指导教师

陈新巧

国有、跨国、私营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对标

调查评析

《财会月刊》2018

年第 2 期

第三作者

李闻一

FSSC 的六个转变——国有、跨国、私营企

业财务共享服务对标调查评析

《首席财务官》

2018 年第 8 期

第三作者

李闻一

论智慧财务的概念框架和未来应用场景

《财会月刊》2018

年第 3 期

第四作者

李闻一

卢文 财务共享服务体验中心的设计与实践

《财会月刊》2020

年第 7 期

第二作者

李闻一

曹雨阳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

实证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2020 年第

6 期

钱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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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作者

The Two-Sided Effect of Leader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on Subordinates’

Behaviors: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Frontiers of

Psychology（2020.

11）

第四作者

文鹏

6.学术交流

为进一步落实“双一流”建设要求，营造浓厚的学术创新氛围，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我院于 2020年 10月启动了第一届“南湖学术论坛”，面向全院学生征

集论文，进行论文评审、评奖和展示活动。首届论坛吸引了近百位学生投稿，最

后有 20位学生分获一、二、三等奖。活动有效激发了学生们的研究兴趣，成为

我院研究生高质量培养的又一抓手。本学位点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学术

交流，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专项经费年均 1.2万元。

7.论文质量

本学位授权点要求，学位论文工作每一环节应严格按照教育部《学位论文作

假行为处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和《华中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依据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实施办法》等文件要求，由导师、

导师组通过开题、预答辩、正式答辩等环节从内部对学生论文质量进行把关；由

学科专家通过盲审环节从外部对论文质量进行审核。2020年，本专业共有 0 篇

硕士论文参加湖北省学位办抽检工作，抽查结果显示无“存在问题论文”，通过

率 100%。

8. 质量保证

本专业要求任课教师需经过培训才能上岗，并要求所有的教学设施均符合硕

士研究生教学要求。同时，确保向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向教职员工提供良

好的工作环境。

从学生入学开始，就对学生的学籍、考勤等实施管理，并结合硕士生教学特

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全方位多维度的保障教育质量。

本专业采用多元考核评价制度，包括考试、论文、调研报告等形式。在学位

论文、学位授予管理以及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方面，建立了由导师负责把关、

内部导师互评、外部专家盲评、预答辩、正式答辩等一系列的论文评价流程和方

法，以保证每篇硕士学位论文都能达到我校研究生毕业的要求。在培养环节中，

凡是发现学位论文有学术道德与学术不端等问题，将取消答辩资格甚至是学位证

书。

9.学风建设

本专业会对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进行正面引导教育。例如，开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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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和论文写作》课程，巩固学生的学术道德知识。导师辅导过程中也会时刻

强调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

不端行为办法》、《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

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等文件要求，设立了一整套规范的管理制度，对研

究生的学习、生活与科研行为进行约束。

10.管理服务

学院配备了专职研究生管理人员 8 名（其中辅导员 2名），并增设了曹阳奖

学金及勤工俭学等奖励办法、“学生抗疫助学金”等对学生进行激励。从管理服

务方面看，始终能够以学生的利益为出发点。例如，组建党员突击队帮助毕业生

返校离校、搬家，积极帮助学院顺利完成搬迁、入驻南湖综合楼工作等。专业教

师坚持“停课不停教”，克服各种困难为学生开展线上教学，涌现出了多个典型

事例。

11. 就业发展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共有 10 名学生毕业。其中 5人协议就业，2 人即将

签约，2人尚未就业，如图 1所示。

图 1 2020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

5名协议就业与 2名即将签约的毕业生在单位流向上主要以“企业”为主，

就业单位包括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宁波市国家电网、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广州软件研究院、保利商业公司等。就业地区以华中为主，用人单位

对毕业生工作态度及能力均给予肯定意见。

（四）服务贡献

1.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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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强调学科专业服务于国家大政方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学术抗

疫”、“乡村振兴”、“区域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华师智慧。一方面，本专业师生

积极在疫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行业发展等方面向政府部门提供咨政报告，建言

献策。另一方面，大量师生深入一线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具体工作，进行第三

方退贫评估调研，以及巩固脱贫成果第三方评估工作。

表 7 本学位授权点教师主持或参与项目情况

主持人 项目来源 课题名称

陈丝璐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基于认知视角的伦理导向人力资源管

理对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

李闻一 湖北省财务共享服务学会
湖北省财务共享服务学会成本对标项

目

李闻一
北京神州云合数据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商业智能的 Power BI 实现

李闻一
科技部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目

（社会与生态建设类）
财务共享与企业价值

李闻一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新冠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应对

王治 湖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新时代湖北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王治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对乡村产业振兴的

影响机理与支持政策研究

吴磊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危机管理、社会网络与完善基层农村疫

情防控机制研究

吴伶俐 国家自科
顾客认知价值不确定下退货运费险设

计策略的研究

吴伶俐 教育部
供应链环境下免运费退货的订阅服务

的设计策略研究

2. 文化建设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突出党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引领作用。创建形

式良好、成效显著的党建带团建工作模式。比较典型的做法有，设立 “马列读

书会”、“鸿鹄读书会”，开展学生党支部“活力创新工程”和教师党支部“双带

头人”培育工程，实施基层团支部“活力提升工程”和“青年领袖成长工作坊”，

构建线上微党课专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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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1.2 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

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

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

况。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

等情况。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

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3.2 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

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3.4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

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

情况。

3.5 学术训练或实

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

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3.7 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

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3.8 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

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

为处理情况。

3.10 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

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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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予点基本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自 1988 年开办至今已三十余年历史，1996年成

立旅游系，开始招收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2005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

招生。研究方向主要有：旅游与区域发展、旅游资源与环境、旅游开发与规划、

乡村旅游、旅游企业管理。现有旅游管理专业学术硕士（中文、全英文）、专业硕

士（2016 年开始招生）；国际合作办学专业硕士（2015 年1 月获教育部批准，与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联合招收区域旅游与环境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授予科罗

拉多州立大学硕士学位 MTM（MasterTourismManagement），办学效果良好； 2020 年

已向教育部申报第二个研究生办学项目（自然旅游与生态保护））。2010 年8 月经原

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批准成立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该机构为目前文旅

部在全国高校设立的唯一一家分院。

2.学科建设情况

——夯实基础，发展壮大。本学科在坚持已有办学方向、夯实原有基础的基础

上，齐心协力申请相关资源，使本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主要表现为：第一，学科平台

坚实有力。依托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这个集“政府、企业、学界”于一体的、良

性互动的新型学生平台，在旅游与区域发展、旅游资源与环境、旅游信息技术等方面开

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此平台在学校的年度考核中，连年获得优秀；

疫情期间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十余份资政报告，8份获政府批示。第二，研究生数量

质量稳步提升。2020 年旅游管理招收各类硕士研究生 51人，其中学术硕士 10 人（含

国际留学生 5人），专硕12 人，中外合作办学（MTM）29 人；生源质量、学生综合素质

越来越高；留学生的稳步推进为后续全英专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与科罗拉多州

立大学开展的合作办学项目硕士项目（MTM） 稳步发展.第三，专业建设有序推进。专业

硕士 2020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合格评估。

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于 2020 年获批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旅游管理教研室

2020 荣获湖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凝练方向，突出重点。结合师资队伍的专业背景和基础，在认真分析当前

旅游发展的趋势和需求以及他校相关专业的发展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学科发

展和建设方向，聚焦于旅游与区域发展、乡村旅游和旅游信息化等领域，整合力量，

自 2012 年以来每年完成一部《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已建设成为本学科的标志性成

果。2020 年《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于 2020 年12 月15 日顺利发布，报告从全国、

省域、市域三个空间尺度，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盘点、综合评价、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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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策，并举行成果发布会，社会反响好、影响大。

——强化应用，拓展服务。本学科一直秉承“政府智库、业界智源、学术高地”

的发展宗旨，以学术科研、服务社会为己任，深入开展旅游热点、难点与重点问题研究，

服务社会、回馈社会。2020 年本学科承担了 20 项国家、省部级课题以及湖北省、

武汉市以及其他地方的政府、企业委托的各类旅游规划、满意度调查、竞争力评价、

景观价值评价、发展战略研究、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与咨询服务项目，课题

经费达到 344.1 万元（详见表 1）。

——立足本土，走向国际。在立足研究中国旅游发展的问题并总结中国经验的

同时，坚持国际化发展方向。一方面，通过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开展联合办学，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访问交流，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将国际经验本土化，提升本学

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积极走出去参加、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并通过旅

游管理全英文硕士项目的开办来扩大留学生招生和培养规模，争取将中国经验国际

化，扩大中国旅游研究的影响。

3.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2020 年旅游管理学术硕士录取 10 人（含留学生 5人），学位授予 5人，在

读28 人，其中 18 级6 人（含留学生 1人），19 级12 人（含留学生 3人：中文

项目1人，英文项目 2人），20 级10 人（含留学生 5人：中文项目 2人，英文

项目3人）。 20 届毕业生就业去向如下：

表 1 20 届毕业生生就业去向表

姓名 毕业去向 工作单位 职业

潘园园 工作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文旅策划师

谭亚菲 工作 武汉欢乐谷 职员

朱中原 升学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旅游地理博士

徐祖莺 工作 桂林旅游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专任教师

黄朋涛 工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本科教学秘书

4.研究生导师状况

2020 年本学科点共有 11 位硕士生导师。50 岁以下 8人，其中 40 岁以下的 5

人；教授3人，副教授6人，讲师2 人；博士生导师 3人，硕士生导师 11 人，

均具有博士学位；学硕招生导师 5人。

本学科点硕士生导师国际化程度较高。教师队伍中拥有国外一年以上学习、

交流经验的有 11 人，比例达 100%。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有 8人，比例近 75%； 会

三种语言的有 3人，比例近 30%。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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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较高人文素养、较强计量和逻辑思维能力、独立健全的学术人格和一定

的学术修养，具有国际化眼光和较强开拓意识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能熟练地运用科

学的研究方法，独立从事旅游管理理论研究；至少能用一种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

刊；严谨求实，能胜任旅游院校、旅游企业和相关科研单位、政府部门的教学、科研

和管理工作。

2.学位标准

制定了高于国家标准要求的《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基本要

求》，从基本知识、基本素养、基本学术能力以及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四个方面制定了明确

的、高规格的学位授予标准，做到了学科组织统一、学位标准统一、培养方案统一、招生

命题统一。（附件 1）。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设置了旅游与区域发展、旅游资源与环境、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企业管理等培

养方向，培养方案详见附件2

2.师资队伍

——师资结构。本学科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紧紧围绕学科发展需要，

在增加教师数量的同时，师资队伍的年龄、职称、学历、语言等结构日趋合理，

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年轻化、学历结构博士化、职称结构高层化、语言结构

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2020 年本学科点共有 15 位教师。50 岁以下 12 人，其中40 岁以下的 10 人；

教授5人，副教授 6人，讲师 4人；博士生导师 3人，硕士生导师 11 人。15 人中，

除两位年龄较长的教师为硕士学历外，其余均具有博士学位；

本学科点教师国际化程度较高。教师队伍中拥有国外一年以上学习、交流经验的

有 11 人，比例近 80%。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有 8人，比例近 60%；会三种语言的有 3

人，比例为 21%。

——师资水平。2020 年，学科点师资队伍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有影响的成

果，体现了较高的师资水平。 一是学科点教师团队连续 8 年编制并发布了《中国

旅游业发展报告》，在学界和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二是学科点团队长期作为湖北省委省

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关于旅游发展政策的重要智库，为湖北省和武汉市旅游决策提供了有

力的智力支持。2020 年疫情期间为政府和企业提交咨询报告十几份，获批 8 份（见

表 3）。三是学科点承担的《完善湖北省公共安全长效管理机制的框架性建议》致

力于提升湖北疫情防空能力和治理公共风险能力，为湖北省下一步成为中国中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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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安全防控和治理的示范中心奠定基础。《出台对被征用住宿场所末端消毒的政策建议》

则结合湖北抗疫实际情况，针对疫情期间征用的大量酒店、民宿、景区等社会住宿场所

所提出的消毒政策建议，以防止二次传染和有利于疫情结束后其安全有序复工，被省

委政策研究室采纳。《疫情后湖北住宿业请示救助函及救助意见》则为帮扶疫情后处在“真

空期”的酒店等社会住宿场所提供了重要指引。《湖北文旅行业扶持政策测试与工会消费

券包建议》则为更好拉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消费增长做出了贡献，受到省文旅厅、省委

宣传部的高度认可。《全球化眼光、系统化思维谋划推进疫后湖北文化旅游发展的几点思考》、

《湖北省五一放假全省旅游产业的安全有序开放的框架》、《湖北省五一放假全省文旅市场调查与振兴

建议》、《湖北一机游再思考》等则为疫情之后湖北省文旅复兴指明了方向。四是学科点团队通

过大量规划实践，指导了湖北旅游企业的开发与经营，是企业智囊。学科点团队不

仅规划了一大批如襄阳谷城县盛康镇村庄等乡村地方，还抓住武汉市被确定为国家

体育产业联系点城市的契机，为江夏区构建结构合理的大健康市场新格局，打造体

育赛事产业中心，推动健康休闲产业发展提供了专业支持。同时团队也紧跟国家政策方

针，深入研究如鄂西等偏远地区的山区旅游发展，为农户脱贫提供指引，关注农户返贫

风险问题。

3.科学研究

本学科组团队，围绕旅游与区域发展、旅游企业管理、旅游开发与规划设计等三

大研究方向，在旅游区域影响、区域旅游发展路径、区域旅游竞合关系、企业管理及方

法以及旅游目的地建设开发等具体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

2020 年本学科组团队已完成和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 19 项，人均科研立项数

量达1.3 项。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9项，占总立项项目的 50.0%以上。

科研经费共计 336.1 万元，人均年度科研经费达到 22.4 万元（见表1 和附表

2）。

表 1 近一年本学科承担纵向科研项目统计

年份

国家级 省部级 其他 合计

项目

（项）

经费

(万元)

项目

（项）

经费

（万元）
项目（项）

经费

（万元）

项目

（项）

经费

万元）

人均经费

（万元）

2020 2 44 7 191.6 10 100.5 19 336.1 22.4

2020 年，本学科指导老师在 AnnalsofTourismResearch、JournalofCultura

l Economy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 Internation

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ResearchandPublicHealth、InternationalJour

nalofGeo-Information、山地学报、经济地理等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共发表学

术期刊论文 42 篇，其中 SCI/SSCI 期刊 6篇，核心级别以上论文发表量达 38 篇，

人均论文发表量达 2.8 篇。共出版学术著作 3 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3 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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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批复的咨询报告8 项

（见表2、表3 及附表 1）。

表 2 2020 年本学科发表科研论文与出版学术著作统计

年份

论文（篇）
著作

（部）
SCI/SSCI

期刊
权威期刊

重点核心

期刊
一般核心期刊 其他期刊 合计

2020 6 7 5 15 4 37 3

表 3 近一年本学科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和政府批复

序号 负责人 奖励内容 奖励单位 奖励名称级别 时间

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1 李亚娟
《旅游驱动下民族社区演

变特征及机理》

文化与旅

游部

文化与旅游部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20 年 4 月

2 龚箭

《基于责任旅游的中国出

境游客对目的地的影响研

究—以泰国曼谷为例》

文化与旅

游部
文化与旅游部学术论文类二等奖 2020 年 4 月

3 张春燕
《以全域旅游发展促进乡

村振兴》

中共湖北

省委办公

厅

2020 年湖北省优秀调研成果奖 2020 年 12 月

省部级以上政府批复的咨询报告

1 胡静
《全球化眼光、系统化思维谋划推进

疫后湖北文化旅游发展的几点思考》
湖北省省政府 2020 年 9 月

2 龚箭
《完善湖北省公共安全长效管理机制的框

架性建议》
省委政策研究室

2020 年 3 月 8

日

3 龚箭
《出台对被征用住宿场所末端消毒的政策建

议》
省委政策研究室

2020 年 3 月

24 日

4 龚箭
《疫情后湖北住宿业企业请示救助

函及救助建议》

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文旅

厅

2020 年 4 月 9

日

5 龚箭
《湖北文旅行业扶持政策测试与工

会消费券包建议》
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

2020 年 4 月

18 日

6 龚箭
《湖北省五一长假全省旅游产业的

安全有序开放的框架》
省文旅厅

2020 年 4 月

19 日

7 龚箭
《湖北省五一长假全省文旅市场调

查与振兴建议》

新华社内参、文旅部、省委

宣传部、省文旅厅

2020 年 5 月 5

日

8 龚箭 《湖北一机游再思考》
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研室、

省文旅厅

2020 年 7 月 6

日

4.教学科研支撑

——图书文献资料。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图书资料室拥有中外藏书 3 万余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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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现刊 118 种，外文现刊 12 种；其中，旅游直接相关藏书共 6500 余册，

与旅游相关的中文文献期刊有 60 余种，外文期刊 7 种。另有华中师范大学图书

馆的丰富资源可以利用；Elsevier, Springer, Sage, JSTOR, Wiley-Blackwell

等数据库可以为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提供丰富的国外学术研究资源。

——仪器设备。2020 年，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获得了 6 个财政部实验室建设专

项，建设经费 1400 万元（其中胡静教授主持申报并获批的财政部专项实验室

建设经费 280 万元），获得“211”项目以及“985”项目等建设经费 2000 多万元， 极大

改善和优化了本学科科研教学所需的设备条件。拥有大型绘图仪、便携式摄影机、

定位仪、图形工作站、大型扫描仪、跟踪及导播控制器、红外望远镜、激光测距仪、

总有机碳分析仪等硬件设备，SPSS、火车头采集器、Photoshop、CorelDraw、

CAD、ArcGIS、金棕榈导游领队计调管理系统、泰能酒店管理系统、旅友旅行社

财务管理软件等专业软件，还拥有全套调酒及糕点烘焙等实验设施， 可以进行

旅游规划设计与制图、旅游统计数据分析与报告、旅游地环境检测与分析、旅游企

业服务与管理模拟等实验项目。

——基础设施。本专业所在的学院位于华中师范大学十号教学楼，现有面积

3000 平方米，学院建有9 个多媒体教室，5 个案例讨论教室和 27 个专业实验室，现

代化教学科研设施齐全，MTA 教学科研空间较充足。旅游管理专业在胡静教授主持的

财政部专项经费的资助下，共建成旅游管理专业实验室三个，总面积有 219 平方

米。这三个专业实验室包括旅游企业模拟实验室、旅游景观设计实验室、导游模拟实验

室。另外，学院的 GIS 实验室、水土环境实验室、规划制图实验室均可供进行旅游

管理专业教学所需。学院还为 MTA 配置有专门的办公场地。

5.奖助体系

已经形成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附件 3）、研究生国家助学金（附件 4）、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附件 5）、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附件 6）等全方位、多

层次、较高水平和较大覆盖面的复合型奖助体系。

（三）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宽口径厚基础。根据旅游活动的多属性、涉及广、复杂性

等特征，本专业为学生提供涵盖管理、经济、社会、地理、文化、规划、信息 技术等多

学科的课程体系，保障学生形成宽广的知识视野和坚实的学科基础，培 养宽口径、厚基础

的综合型学术人才。坚持教学科研结合。在本学科研究生的培 养过程中，充分依托

本学科建立的学术平台以及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已有的省级、校级实验平台，发挥平台

的凝聚力，争取资金支持，提供教学、实践资源，实现 了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以科

研促教学，取得了良好效果。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要求学生在扎实完成课堂理论和方法学习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各类项目研究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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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使学生毕业时基本具备承担相关规划编制和开展独立

研究的能力。促进国际化水平。通过开设全英课程、引进国际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

开展联合办学等形式和手段，促进本学科人次培养的国际化水平。重视学术氛围营造。

通过主办或承办各类学术会议、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讲学活动、鼓

励和组织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活动以及分组定期（每周或每两周一次）举行学

术讨论例会，为学生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强化管理制度建设。为规范研究生招生、

培养、管理、评价、激励、保障等工作，杜绝主观、随意、散漫管理，制定了一系列

管理规章制度，实施全面制度化管理。

1.招生选拔

本专业积极落实和用足用好学校制定的优质生源计划和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等政策；在招生选拔环节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生源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旅游管理专业采用推荐免试、普通招考和国际留学生招录等三种方式招生。

普通招考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实施招录，所有考试都要符合《华中师范大学研究 生

招生简章》和本专业研究生培养规定的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以推荐免试方式 报考的考

生需获得推免资格后，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申请本专业保送资格报 名，经过我院筛选

后方能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复试环节。复试资格优先考虑高水 平大学以及专业成绩优秀

的优质生源；复试录取中重点考察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科研态度以及学科前沿知识和

研究动态的掌握等，并进行外语能力测试。为保证 生源质量，我们还积极采取加大招生

宣传，走出去开展招生；增加学科补助力度、实行论文奖励、参加学术会议资助、名校老师推

荐等方式来不断提升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我院旅游管理专业还面向国外招收并培养留学生。

自2007 年开始招收国际留学生，至今本专业已累计招收外国留学生 34 名。2020

年共招收国际留学生 5人，含中文项目 2人，全英项目 3人，均为所在国知名大学

毕业，且获得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源质量良好。

在我院旅游管理专业和（人文）地理专业在同一平台上报考的情况下，旅游

管理专业的普通报考难度要远高于（人文）地理专业。近年来，推免报名人数逐年

增加，虽然普通招考人数有所下降，但总报考人数相对稳定（表 4）。优质生源录

取率呈现较好态势，达到近 60%。2020 年普通报考人数 12 人，录取 2 人，推免

报考 32 人，录取 3 人，优质生源报考率近 60%。

表 4. 2020 年旅游管理专业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不含国际学生）

年份
推免报名人数

普通招考报名

人数
总报考人数

优质生源报考

人数
录取总人数

2020 年 32 12 44 25 5

2.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旅游管理专业开设了两门思政理论课，分别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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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两门课均为旅游管理研究生

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开课时间为第 1学期，

共36 个学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开课时间为第 2学期，共18 个学时。

——课程思政。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思政除了在 2 门专门的思政理论课上

推进之外，在所有的专业课上实现了全覆盖。根据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的特点，将

家国情怀培育，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培育，研究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对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认同感等有机融入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课程教学中，将

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教学计划、课程标准、课程内容、教学评价等主要教学环节，不

断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实现思政教育从专人向全员的创造性转化。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整

体规划、统筹安排。研究生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

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研究生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校园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等。目前，

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设置 1 名专职辅导员，并将研究生辅导员培训纳入学校师资

队伍和干部队伍培训整体规划。学校将优秀研究生辅导员表彰奖励纳入学校表彰奖励

体系，定期组织评优表彰。

——研究生党建工作。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建有专门的党支部，支部设书记、组

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学院党委组织的相关思想政治活动，并具有代表选举等一系

列功能。2020 年，旅游管理研究生党支部除了日常的党员管理、发展党员、党费

收缴等工作之外，每月均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采用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相结合等形

式，开展了支部书记讲党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学习党章、学习

党的重要会议精神、学习习总书记党系列讲话精神等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每年还会组

织召开党员和党支部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开展一系列民主评议，

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党建工作。

2020 年，旅游管理研究生党支部完成支部书记培训 1 次，1名支委参与大学生

党员网络培训示范班，有效提升了支委班子思想政治素养。确定入党积极分子10 名，

推选 8 名积极分子参加培训班，确定发展对象 3 名并完成接收（接收 3名预备

党员），重视吸收先进典型，将 1名疫情期间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优秀同志发展为入

党积极分子。旅游管理研究生党支部抓好政治学习，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2020

年度组织了党日活动学习 10 次，开展支部书记讲党课 2 次，疫情期间未放松支部

政治教育，以线上会议形式保证政治学习到位，党员形成心得7 万余字；将思想引领

融入理论学习内容中，围绕“疫情中党员的责任担当” “青年党员如何维护国家网

络安全”等主题组织党课，重点学习校党代会纪委工作报告，引领党员坚定思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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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树立廉洁自律意识等，把准支部意识形态之舵。配合党组织“四个一”行动要求，

开展了“讲战疫故事”组织生活会， 把握党员思想动态并进行阶段性工作汇报。

3.课程教学

——课程设置。除公共必修课程和一级学科必修课程之外，学科点开设了 3

门专业必修课，16 门专业选修课。

课程设置注重理论学习，强调旅游发展的理论概念和理论抽象，同时突出当前旅

游业需求旺盛的旅游策划、创意、规划、设计类课程，旅游企业营销、运营、管理类课程，以及

旅游管治方面最为重视的旅游环境认知、影响、保护类课程。

课程设置了多门全英文课程，体现了学科点的国际化特征和旅游研究的国际化需

求。

——教学改革。本学科点以国际化为特色，以国际化为方向引导教研教改活动。

重点在中外合作办学和全英文课程建设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改革探索。

本学科点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合作开办旅游管理硕士项目 2014 年获得

教育部立项，并已完成 7届学生的教学培养；同时，建立了由 16 门课程组成的完

善的全英文课程体系，教师们通过参与这些教学改革探索，不断学习国际先进教学理

念和方法，将其应用到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学生的培养中，提高教学水平。

5.导师指导

——导师选聘。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指

导教师选聘工作实施细则》（详见附件 7），对指导老师实行年度考核制，一年一聘用，

满足条件才可上岗，不合格者取消招生指标。以此促进教师们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争

取更多的学术成果。

——指标分配。对导师任职资格进行严格遴选，根据导师承担的课题数量、

级别、经费和研究成果的数量、级别分配研究生数量。旅游业社会咨询服务需求较大，

管理部门和产业界对学界智力需求较大，本学科点用导师遴选制度促进教师团队积极承

担科研项目和社会服务项目，使导师们自觉关注时代的需求，重视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6.学术训练

——训练方式。研究生培养实行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集体培养相结合

的方式，根据培养需要成立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在整个培养过程中，

指导小组负责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督促并检查各培养环节完成情况，指导和检查研究

生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等。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导师和指导小组可采取

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水平。

——训练体系。本学科研究生学术训练包括基本知识体系构建、文献研读与

科研动态追踪、学术实践、学位论文撰写、学术交流、科研论文的撰写与发表、

科研项目立项等多个方面，其中以学术实践和学位论文撰写为主。

学术实践主要指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的学术研究，所有研究生均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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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部分科研任务，经费也来自于科研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国家旅游局基金、省、市旅游局委托课题等。

学位论文撰写包括选题、开题、写作、评审、答辩等内容。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三或

第四学期内完成选题，初步确定论文题目，在导师指导下拟定论文工作计划。在确定论

文选题前必须全面、系统收集、整理国内外本学科的文献资料， 认真阅读和了解本研

究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思路。论文选题确定后，要求研究生最迟在

第四学期撰写论文综述并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求公开举行报告会，由本学科专家

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评审，并提出评价和修改意见，确保选题的科学性。研究生最迟应

在第五学期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汇报，通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在基

于相应学术工作的基础上，研究生撰写并最迟在第六学期初提交学位论文，并经预

答辩、评审、答辩等流程，答辩合格后方可取得硕士学位。

——训练特点。学术训练强调紧跟时代前沿、学术前沿。学科点每年组织导师

团队，集合在读研究生，编制《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将其作为研究生学术训练的

重要内容，该报告目前已连续 8 年出版。该发展报告始终关注时代最新动态和最新需

求，以专业视角对其进行分析解读，将学生的学术训练和时代前沿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

学科点开具了10 余种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顶级期刊清单， 要求研究生重点关注并

阅读，及时了解最新学术前沿和学术动态，各导师均组织研究生开展每周例会，在例

会上，要求研究生就阅读期刊文献的心得，尤其是学术前沿动态进行汇报交流，互

相研讨，强化学术训练内容的前沿性。

学术训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2020 年，学科点导师带领多位研究生，经过

详实的文献资料梳理和细致的实地调研，对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旅游满意度和

支持度、恩施州旅游扶贫绩效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多篇学术研究成果（详见

附表 1）。同时，学术训练以关注时代需求、社会需求为原则。2020 年，学科点继续响

应湖北省旅游满意度评价的迫切需求，导师团队带领 30 余位研究生对全省 17 个

地市州的游客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和测评，形成《2020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并在

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发布会，为全省各级政府改进旅游发展质量提供了

对策。

——训练平台。建设有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部级）、华中师范大学旅游

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院（校级）两大学术训练平台。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是一个经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批准，报中 央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领导， 面向华

中地区、开放式的旅游专业化研究机构；是凝聚各方力量，为深入开展旅 游热点、难

点与重点问题研究，搭建起“政府、企业、学界”三位一体、良性互 动的新型智库平台，

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的重要智库，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旅游 企业的重要智囊，同时也是湖

北省和武汉市旅游学术研究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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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院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出资设立的独立

法人单位，下设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规划与景观设计中心、GIS 信息处理和制图中

心，研究院在旅游规划方面的成果显著，近年来共完成各类规划项目 70 余项。这两

大学术训练平台完全对研究生开放，各导师均会安排研究生参与这两大平台举办的

学术讲座交流，以及研究、策划、规划、设计类课题的调研与编撰工作。

——制度保证。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保证研究生在校期得到充分的学术训

练，包括《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硕士学位基本要求》（附件 1）、《华中师范大学旅游

管理（120203）硕士学位培养方案》（附件 2）、《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国家

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附件 3）、《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滚动奖学金

（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试行）》（附件 5）、《研究生手册》（纸质版）等。

7.学术交流

——国际化交流。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特色是国际化，学生学术交流的国际化

和学生学习交流的国际化是两个重要体现。

在学术交流国际化方面，本学科点创造一切条件力推研究生走出校园，甚至是

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同时，广泛邀请国外知名旅游学者来本学科点开展讲座，

为研究生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态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2020 年受疫情影响，国际化交

流均通过线上进行（附表）。在学习交流国际化方面，本学科点一方面广收国际留

学生学习、交流，另一方面也力荐自己的学生到国（境）外开展攻读学位或短期交

流。2020 年招收了 7 名国际留学生攻读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硕士（2 名中文

项目，5 名全英文项目），因受疫情影响，正式入学 5 位。

——高水平交流。2020 年，本学科点鼓励师生外出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

2020 年本学科点师生参会汇报数量达到 20 次（见附表 3-1、3-2）。同时，力邀国

内外知名旅游学者前来讲座，为研究生们创造在校内进行高水平学术交流的机会。

2020 年，共邀请 14 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展开线上学术交流（见附表 4）。其中包括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StuartCottrell 教授、山东大学黄潇婷教授等等国内外旅游

学术研究最顶级的学者。

8.论文质量

本学科 2020 年共毕业 5 名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管理和抽检方面严格

执行教育部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开题、预答辩、盲审及答辩过程中受到专家一

直好评，取得了一定的论文奖励成果，其中：

——学位论文管理。制定并严格执行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

答辩制度。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论文开题前设置预开题环节、中期检查和汇

报环节以及论文预答辩环节，为学位论文在申请评阅和答辩前对质量进行把关。

——学位论文抽检。5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全部合格｡

——学位论文奖励。2020 年获得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1 篇，其中校级优秀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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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毕业论文 1 篇（表 5）。

表 5 2020 年旅游管理专业优秀硕士论文名录

奖励级别 学生 论 文 题 目 导师 学位级别 奖励时间

校级优秀论文 黄朋涛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神农架

国家公园旅游形象研究
胡静 硕士

2020 年5

月

9.质量保证

通过学分修读要求与学位课程考试、开题报告审查、学位评论评审与答辩等制

度建设，建立了全过程、环环相扣、严肃严格的分流淘汰机制，并通过学业中止、学位

不予授予、学期延长等多种形式实现。2020 年，尚无分流淘汰的学生。

10.学风建设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2020 年，邀请14 位专家为本专业的学生开

展学术报告活动（见附表 4），其中百分之八十为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

科组和导师以各种形式开展“师生交流活动”和学术沙龙等活动，坚决抵制学术不端，

取得了较好成效。

——学术不端行为处罚情况。总体学风比较端正，尤其是通过要求在学位论文

答辩前必须进行复制比检测，基本杜绝了学位论文出现恶意抄袭、剽窃等严重学术不

端行为，迄今尚无因学术不端接受处罚现象。

11.管理服务

——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日常管理由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负责，同时设立了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点研究生培养指导组。

——管理规章制度落实。严格落实系列管理规章制度，一切按制度办事。

12.就业发展

2020 年，5名毕业生正常就业，且就业质量较好。毕业研究生选择面广，就业

渠道广泛。一部分同学选择继续求学深造（在国内或国外攻读博士）；一部分同学

则选择去企业（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欢乐谷）、行政事业及教育

教学单位（桂林旅游学院酒店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去

向详见附表 5）。

（四）服务贡献

——科技进步。旅游管理硕士学位课程设计有电子商务、空间数据统计、智

慧旅游等课程，有一批如龚箭、丁恒等中青年教师骨干设计了湖北在线调研 APP

和湖北满意度数据平台，申请了 2 个软著，龚箭等人参与了湖北省“一部手机

游湖北”的项目设计和评审，该项目获得工信部“信息消费应用创新奖” ，促

进了旅游大数据的产业运用和技术转化。

——经济发展。旅游管理学术团队在以胡静院长为首席专家，有原国家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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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设立在高校的唯一分院——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该科研团队从

2012-2020 连续 10 年进行了教育部社会哲学科研项目“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

的撰写和发表，相关科研成果被中央电视台、中国广播电台、中国新华网等海内

外 100 多家媒体报道。2015-2020 连续 6 年进行全省“游客满意度及旅游产业

评估”、“武汉旅游市场统计和调查”等项目，建立了全省旅游产业的监测和游客

评价的数据库，提供了超过 300 份报告（含咨政建言），给省委政府和文旅主管

部门，其成果通过湖北日报和行业文件形式向全省文旅部门进行传达和运用。

2020 年提交咨政建言 31 篇，2 篇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1 篇获得文旅部奖励，

完成省重点项目 3个，为交通厅提交《十四五交旅融合规划》，为省发改委提交

“文旅产业监测月报”，为省文旅厅提交“游客满意度”、“惠游湖北调查及评估”

等。疫后，“湖北旅游行业受损与复工复产调查”、“湖北一机游再思考”、“引入

世界旅游组织进行战略合作及实施路径”、“惠游湖北实施效果及优化措施”等多

篇咨政建议被文旅部、省委政府采纳，并运用到全省文旅工作实施中。

——文化建设。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科研团队在 2020 年成功申请了教育

部“非洲丝路奖学金”、“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等多个海外留学生项目，开设了旅

游管理全英专业、中文专业 2 个海外项目，已招收了 7 名海外留学生，现在读

旅游专业留学生有 22 名，涵盖本、硕、博多个层面，生源有加拿大、埃及、缅

甸、乌克兰等十多个国家，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教育文化交流提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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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应具有良好的数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

2.应具有良好的 AutoCAD、CorelDRAW 和 SPSS 等软件应用基础；

3.应具有良好的旅游学基础；

4.应掌握旅游规划、资源环境利用、市场营销等基础理论，并参与实践；

5.应对自己从事的学科方向的专业基础具有较为系统地掌握；

6.应具有统计分析的基础。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1)应了解旅游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领域；

(2)应了解社会发展对旅游学研究的要求；

(3)熟练掌握学科研究方法和科研技能；

(4)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和一种制图软件；

(5)尊重他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与成果；

(6)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

2.学术道德

硕士生应遵守共同的学术道德规范。在旅游学研究中，数据和研究方法是表

征旅游学研究成果的两个重要方面，硕士生应对他人的这些成果能够进行正确辨

识，并在自己的研究论文或报告中加以明确和规范的标示。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1)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阅读本专业的旅游学学术文献，获取相关的旅游

学知识、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

(2)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通过规范途径获取旅游学的学术信息和基本数据；

(3)能够熟练运用一个软件绘制旅游规划图；

(4)能够熟练运用统计软件对旅游学所涉及的各种社会现象作分析，从而得

出旅游的发展状况。

2.科学研究能力

(1)旅游管理硕士生应能够对自己从事研究领域的某一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

评述。

(2)旅游管理硕士生应该能够应用旅游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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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方法去解决具体的旅游学的实际问题。

3.实践能力

(1)至少应该能够在旅游学的某一个方面从事学术研究或应用研究与实践。

(2)旅游与区域发展方向的硕士生应具备熟练运用统计软件的能力。

(3)旅游企业管理方向的硕士生应具有运用旅游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能力。

(4)旅游开发与规划设计方向的硕士生应具有实地考察和运用任一种规划制

图软件的能力。

(5)所有旅游管理硕士生都应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

4.学术交流能力

能够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所用数据、研究

结果、结论和问题讨论等。

5.其他能力

具备实地调查或调研所需要的组织、联络和沟通等社交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规范性要求

论文所包含的以下几个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选题依据、研究进展综述、研究

方法和技术路线说明、数据和资料来源说明、研究结果、结论及其可靠性与有效

性分析。

论文应注意以下几点：

(1)论文选题的理论前提成立且可靠。

(2)原始数据和资料要标注来源出处。

(3)所有研究和分析采用标准或规定的分析方法，并注明出处；新方法必须

详细描述其机理、步骤与操作程序。

文中需附中英文图表题，若有计算式，计算式应清晰规范，必须用公式编辑

器编排，并有顺序号。

(5)核心学术概念要明确、严谨、有效，避免将生活习语或流行语用作学术

概念；除了本一级学科惯用缩略语外，文中缩略语必须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全称。

(6)论文必须有适量的外文参考文献，且与中文文献一起做到规范引用。

(7)论文应有专门章节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进行可靠性与有效性分

析。

2.质量要求

(1)选题应围绕一个旅游学学术问题或应用旅游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解决社

会实践问题来进行；提倡小题大做、小题精做的选题思路；

(2)所用数据详实和有效；

(3)研究方法针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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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路线清晰可行；

(5)逻辑较为严谨；

(6)研究结果具体，可信度高；

(7)写作规范；

(8)结论明确。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在旅游学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可以是理论

概念的创新，方法的创新，开发新数据或创新现有数据的使用方式，研究问题的

创新。具体如下：

(1)概念和理论的创新。在本学科领域提出新的概念或理论，新的概念和理

论具有一定的概括或解释能力。

(2)方法的创新。使用和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采集、分析、计算和

展示的方法或指标体系，新的方法和指标体系有一定的合理性。

(3)数据的创新。通过设计新的调查方案获得新数据，或者开发已有数据，用

新的理论视角找到新的数据使用方式。

(4)研究问题的创新。采用现有的理论或者方法，对最新出现的社会及人文

现象进行研究，并有一定的发现。

五、编写成员

胡静、谢双玉、龚箭、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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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120203）硕士学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旨在培养专业功底扎实，创新能力强，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较强

逻辑思维能力，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具备国际化视野，能胜任本学科领域的教学、

科研或管理工作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

具体要求：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创新精神。

2.系统地获取旅游管理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了解本学科在国内

外发展的动态、趋势，熟练掌握学科研究方法和科研技能；

3.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和一种制图软件；

4.具有健康的身心素质。

二、研究方向

1.旅游与区域发展

本方向主要从旅游的区域影响（包括环境影响、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

及区域旅游发展路径、区域旅游竞合关系的研究着手，探讨旅游业发展与区域地

域单元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和作用机制，探寻体验经济时代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的科学路径和模式。

2.旅游开发与规划

本方向从探索的角度，广泛吸纳旅游规划界各方面学者和专家的经验和见解，

以及新理论和新思维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强调打好理论基础、拓宽知识面

的同时，培养硕士研究生实际应用和创造能力，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3.旅游企业管理

本方向以旅游学为基础，从管理学、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旅游企业管理的理论

和方法，学生通过《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旅游学》、《旅

游管理研究方法》、《旅游营销管理》、《旅游经济分析》、《旅游企业管理》等专业

基础及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实践，掌握旅游企业管理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技巧，在

此基础上为旅游企业、旅游管理部门、旅游院校及相关科研机构培养能够胜任旅

游管理工作的高级人才。

三、基准学制、学习年限与总学分

硕士生基准学制为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总学分 36-38 学分（16 学

时/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2 年（以课程学习、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

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

提前修满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达到学校和本学科规定条件的硕士生，可申

请提前答辩和毕业。



403

四、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具体课程信息见《工商管理学

（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五、实践环节

突出实践能力培养，实践环节作为研究生必修环节，计 4 学分。旅游管理

专业实践环节主要包括：

1.教学实践

学习期间从事 4-8 个课时的教学实践活动，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研究生

可通过完成 4-8 学时的教学活动，或从事研究生助教、协助指导教师批改作业、

参与本科生论文指导等方式完成教学实践环节，经考核评定合格，记 1 学分。

已有三年相关工作经历的硕士生，可免修教学实践。

2.科研或管理实践

学习期间参加本学科 1-2 项科研项目工作，或到企事业单位参加为期 4 周

的实习、调研等实践工作，经考核评定合格，记 2 学分。

3.学术活动

本专业硕士生应参加学术活动不少于 6 次以上，其中 1 次必须是校外学术

活动，每次要有 1 千字以上的学习报告（由导师和导师组规定具体要求），并填

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表》。学业结束前，由导师对其进行

评定，合格者记 1 学分。

六、科学研究

1.本专业硕士生应阅读必读文献并撰写读书心得。每学年应参加不少于 6

次本学科所举办的所有学术专题报告，并撰写学习心得，与导师进行不少于 4 次

的学术汇报并做记录。

2.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本专业的科研项目并撰写相关论文。

3.本专业正常毕业的硕士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完成 3 篇课程论文，2 篇学年

论文。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生必须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和第一作者身

份（或除导师之外的第一作者）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或 CSSCI 来源期刊

上公开、正式发表本专业论文一篇（用稿通知无效），具体刊物名录以校科技与

产业处和社科处公布文件为准。

七、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必须结合我国旅游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选择具有实际研究价值的

课题；提倡小题大做、小题精做的选题思路。

2.开题要求

本专业硕士生至迟应在第 4 学期确定学位论文题目，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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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订出学位论文工作计划；开题提倡文献分析精当，理论基础扎实，研究方

法先进； 导师组根据开题报告的质量作出同意开题或重新开题的决定。同意开

题者需经导 师组多数成员签字认同。开题不合格者，需在 3 个月之后重新开题。

3.中期考核

最迟应在第 5 学期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汇报，通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方可申

请论文答辩。重点检查学位论文的写作进度和写作质量。考核通过者，准予继续

进行论文工作。考核不合格者，需要在导师指导下具体改进并接受下一次考核。

4.论文答辩

最迟应在第 6 学期初提交学位论文初稿，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并对学位

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后方可将论文送审；学位论文评阅至少 2 位评阅人；其中，

至少 1 位为校外评阅人，至少 1 位具有正高级职称，通过学位论文评阅方可申

请答辩；学位论文答辩至少 5 位答辩委员。

八、培养方式

1.理论学习强调 “精”，课堂学习强调“活”，实践环节强调“实”；

2.实行各研究方向的交叉教学；

3.注重课堂教学与实践操作相结合，集中讲授与自学相结合；

4.自学形式：布置参考书、提交自学总结。鼓励研究生开展读书会、讨论会

和学术沙龙。

九、必读文献

书目、期刊清单附于培养方案之后，具体格式见《工商管理专业（旅游管理）

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必读书目和期刊目录》。

十、其他规定

1.凡以同等学力或跨学科录取的硕士生，均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主干课程

至少 2 门。并且考试须与本科生同堂同卷，不计学分。

2.对于非企业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应根据导师的要求选修 GIS 相关课程。

3.凡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项目均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成绩评定标准

以及有关要求，按《华中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考核及成绩管理的暂行规定》执行。

4.每位硕士生须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本人实际，在

入学后三个月内，制订出个人培养（学习）计划经导师和专业指导组长审定后，

报院、系、所和研究生处备案。

5.本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完成与否，是审定本专业硕士生能

否毕业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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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位

课程

公共必

修课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全校硕士生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2
人文社科类硕

士生必修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2
理工农类硕士

生必修

第一外国语 64 4 1、2全校硕士生必修

一级学

科必修

课程

管理学 48 3 1
工商管理硕士必

修
西方经济学 48 3 2

管理学方法论 48 3 1

二级学

科必修

课程

旅游学 48 3 1
旅游管理硕士必

修
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 48 3 2

营销管理学 48 3 3

选修课程

旅游企业管理 48 3 2

旅游管理硕士选

修

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 32 2 2

旅游经济分析 32 2 2

旅游创意思维原理与方法 32 2 2

旅游地研究 32 2 2

旅游文化学 32 2 2

空间分析与规划制图 32 2 3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Tourism 32 2 3

生态旅游 32 2 3

环境伦理学 32 2 3

资源，环境与发展 48 3 3

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 32 2 4

旅游节庆与会展 32 2 4

TourismdevelopmentinChinaand in

theworld
32 2 4

旅游法专题研究 32 2 4

旅游电子商务 32 2 4

说明：

1.一级学科必修课程开设 3-5 门，含一门研究方法类课程，必修不少于 3 门，

8-10 学分。

2.每个二级学科必修课程开设 3-5 门，8-10 学分。

3.选修课程开设不少于 5 门，8-10 学分。

4.“备注”栏标明各门课程的修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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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

1 《Tourism:PrinciplesAndPractice》
Chris Cooper et al。 Prentice Hall

Financial Times， 2008.
必读

2
《 Research Methods for Leisure and

Tourism: A Practical Guide》

A。 J。 Veal。 Financial Times Prent。

Int， 2011.
必读

3 《管理学》 斯蒂芬·落宾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必读

4 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 姚开建、梁小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必读

5 《旅游研究方法》。
(澳大利亚)盖尔。詹宁斯著，谢彦君.

陈丽译。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7.
必读

6 《旅游经济学》
(英国)M。瑟尔·辛克莱等编，宋海岩

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必读

7 《旅游休闲地理学：环境·地点·空间》
(英国)C。米歇尔·霍尔著，周昌军、

何佳梅译。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7.
必读

8 《旅游产品营销：概念、问题与案例》
(英国)A。V。西顿著，张俐俐、马晓

秋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必读

9 《区域旅游规划原理》 吴必虎．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必读

10 《2012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 胡静等，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2 必读

11 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
Pergamon-Elsevier ScienceLtd，英

国
必读

12 Tourism Management Elsevier Science Ltd，英国 必读

1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John Wiley & Sons， Ltd。美国 必读

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management
Elsevier Sci Ltd，英国 必读

15 Journal oftravel&tourismmarketing The Haworth Press， Inc。美国 必读

16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SAGE publishing,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美

国

必读

17 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必读

18 人文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与西安外国语学院人

文地理研究所
必读

19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省经济地理所 必读

20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必读

21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

局、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必读

http://www.baike.com/wiki/%E4%B8%AD%E5%9B%BD%E5%9C%B0%E7%90%86%E5%AD%A6%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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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人才，激励先进，根据《华中

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华师行字〔2014〕140 号）以及《华中师

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华师行字〔2014〕475 号附件 3）文

件要求，同时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面向全校全日制研究生，不含定向、委培、MBA、

MPA 等培养类型研究生。

第二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考查范围为研究生期间的综合表

现。

第三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统筹纳入到全校研究生奖励体系中，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和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社会捐赠奖学金不可兼得。

二、参评对象及基本条件

第四条参评对象为我校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在基本学制年限内

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获得奖励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五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

请国家奖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

第六条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质优良，关心集体，团结同学；

4.全面发展，综合能力突出，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工作、文化活动、社会实践

和志愿服务，并取得良好工作业绩或成绩者优先考虑；

5.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突出，其中，博士生要求在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

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篇；硕士生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

文一篇。

第七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

1.在学期间有违法犯罪行为或其他违纪现象，受到纪律处分的；

2.出现论文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3.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

第八条 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

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由于因私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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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参评资格。

三、评审组织

第九条学院成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

统筹领导、协调、监督奖学金评审工作，裁决对评审结果的申诉。评审委员会由

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任主任委员，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任副主任委员，学院

培养指导委员会成员、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研究生代表任委员。

第十条 学院以二级学科为单位成立评审小组，3 位以上导师和专业组秘书

老师任评审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各专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

第十一条 评审委员会和评审小组成员在履行评审工作职责时应遵循以下原

则：

1.平等原则，即在评审过程中，积极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在平等、协商的

气氛中提出评审意见；

2.回避原则，即发生与评审对象存在亲属关系、直接经济利益关系或有其他

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情形时，应主动向评审委员会申请回避；

3.公正原则，即不得利用评审委员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单独或与有关人员

共同为评审对象提供获奖便利；

4.保密原则，即不得擅自披露评审结果及其他评审委员的意见等相关保密信

息。

四、评审程序

第十二条 有意愿申请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本人应如实填写《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申请审批表》，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提出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采

取研究生个人自主申报、各专业评审小组审核的方式进行评审。

第十三条 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对所有研究生申报材料的课程成绩及科研成果

进行审核，并将材料反馈给各专业评审小组。

第十四条 以专业为单位进行评审，由各专业评审小组对各专业内研究生进

行综合面试考评；由各专业秘书老师负责统计计算最终成绩，按总分排名确定推

荐名单，并上报学院评审委员会。

第十五条 评审委员会确定学院获奖研究生名单后，应在学院内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

五、奖励名额及评审细则

第十六条国家奖学金学院具体分配名额参照当年度学校文件精神。各专业名

额根据当年各专业申报的具体情况进行分配。

第十七条国家奖学金总成绩由科研社会活动加分和综合面试成绩两部分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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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成绩 =综合面试成绩+ 科研社会活动加分

2．综合面试成绩 = 各评委打分加总（百分制）/ 评委人数

3．科研社会活动加分=英语水平折算分+科研折算分+社会活动折算分科研社

会活动加分细则见《科研社会活动加分细则》（附件 1）。

第十八条关于研究生科研成果的说明见《关于科研成果的说明》（附件 2）。

六、奖励标准

第十九条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3万元；硕士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万元。

七、附则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定

执行。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由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

责解释。

附件一：《科研社会活动加分则》

附件二：《关于科研成果的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5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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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科研、国际化和社会活动加分细则

1、外语水平折算分

折算分 英语水平

2 分 英语达到六级及以上水平

（或其他外语达到等同于英语六级及以上水平）

2、科研折算分（可累计，不封顶）

折算分 项目 论文 其它

12 分/个（篇） 国际级 SCI、SSCI、AHCI

8 分/个（篇） 国家级 权威期刊 发明专利

4 分/个（篇） 省部级 重点核心期刊 软件著作权

2 分/个（篇） 核心期刊

3、国际化折算分（可累计，不封顶）

折算分 国际化

8 分/个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达 3 个月及以上

4 分/个 赴境外联合培养或访学达 3 个月及以上

2 分/个 赴境外访学交流 3 个月以内

（注：赴境外参加国际会议须做口头报告）

4、社会活动折算分（要求至少担任一年及以上相关职务，多职务研究生干部以

最高职务折算加分）

折算分 社会活动情况

3 分/个 校级主席团；

2.5 分/个 校级正部长；院级主席团；

2 分/个 校级副部长；院级正部长；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

1.5 分/个 院级副部长；党支部委员；团支部委员

1 分/个 专业负责人；研究生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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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加分细则的说明

（一）关于论文的说明

1.期刊目录级别以学校认定的期刊级别为依据。

2.研究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公开发表且已经见刊。

3.所有论文必须是以申报人为第一作者，且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申报人为第二作者，若第一作者为其研究生第一导师，可视同申报人为第

一作者）。

4.被 SCI、EI、SSCI 或 AHCI 收录的论文，必须提供收录检索原件。被 EI

收录的论文（EI 会议论文除外）等同于核心期刊论文。

（二）关于项目的说明

1.所有项目必须以申报人为项目主持人，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2.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 计划、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和课题；国家社会科学、

国家教育（艺术）学科项目等。

3.省部级项目包括：国家各部委、湖北省项目和国家古委会项目、武汉市项

目、省部级教学研究项目。

4.有关横向项目条件中的“主持人”均指第一负责人。

5.理科项目主持人认定标准为：

①国家级项目：一般项目第 1 位；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的课题前 2 位；重

大项目前 3 位。

②省、部级项目：一般项目第 1 位；重点项目前 2 位；重大项目前 3 位。

6.文科项目主持人认定标准为：

①国家级项目：一般（青年）项目申请人即为主持人；重点项目前 2 位；

重大项目前 3 位。

②部级项目：一般（青年）项目申请人即为主持人；重点项目前 2 位；重

大项目前 3 位。

③省市级项目：申请人即为主持人。

（三）关于其它研究成果的说明

1.所有发明专利必须以申报人为第一负责人，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

位。【申报人为第二负责人，若第一负责人为其研究生导师（第一导师），可视同

申报人为第一负责人】

2.所有软件著作权必须以申报人为第一负责人，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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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申报人为第二负责人，若第一负责人为其研究生导师（第一导师）， 可

视同申报人为第一负责人】

3、到国（境）外学习、进修和合作研究需在学院办理相关备案手续，申报

时提交对方单位邀请信、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入台通行证）和签证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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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提高研究

生待遇水平，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华师行字〔2014〕

140 号）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华师行字〔2014〕

475 号附件 2）文件精神，自 2014 年秋季学期起，设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为

做好我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与发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在基本

学制年限内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委托、定向培养等在职研究生除外）。获得资

助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三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由学校统筹利用中央财政拨款和研究生学费收入

等资金设立，学校财务处、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经费管理及发放，研究生工作

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标准与条件

第四条符合资助条件的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15000 元；硕士研究

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元。

第五条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博士

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最长期限为不超过 29 个月，

学制为两年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最长期限不超

过 19 个月。

第六条 硕博连读学生，在注册成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标准

发放助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标准发放助学金。

第七条 直博生和招生简章中注明不授予中间学位的本硕、本硕博连读研究

生，按照当年所修课程的层次阶段发放国家助学金。在选修硕士课程阶段按照硕

士研究生身份发放国家助学金，进入选修博士研究生课程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身

份发放国家助学金。

三、发放与管理

第八条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每年按照 10个月发放，每年 2 月和 8 月不发放国

家助学金。学院按月向学校财务报送发放名单。

第九条获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研究生，可以同时获得国家及学校其他各

类研究生奖助学金的奖励及资助。

第十条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在下列情况下作出调整：

（一）研究生休学、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期间不发放国家助学金，复学

后按正常学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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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因故退学、转学（转出）或因其它原因终止学业者，从注销学

籍之日起停发国家助学金；

（三）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更改培养类别的，自更改批准之日起停发国家助学

金,并退还研究生阶段已发全部国家助学金；

（四）硕博连读研究生退出硕博连读的，自批准之日起停发国家助学金，并

按相关要求退还享受博士阶段的所有国家助学金；

（五）具有工作经历的非定向就业研究生所转档案不符合学校招生管理规定

的，不发放国家助学金，自全部档案材料转入学校之日起开始发放；

（六）采取伪造档案及相关材料等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国家助学金的研究生，

一经查实，立即停止发放国家助学金，并追缴已经发放的国家助学金，且按有关

规定给予处理。

四、其他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4年 9 月 1日起施行。新老生按统一标准执行。第

十二条 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院负责解释。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4年 11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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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人才，激励先进，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及学

校相关政策、研究生院《关于印发<华中师范大学奖助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华师行字[2014]14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

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一）滚动实施对象

1、2014年9 月之后入学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获得

奖励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014年9 月以前入学的各年级研究生不

实行滚动奖学金。

2、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 注册为

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 恢复

入学的第一学年按录取当年实际情况享受学业奖学金等级，不占用所在培养单位当

年学业奖学金指标。研究生申请延期答辩的，在延长学习期间不予评定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

3、有以下情节之一者取消其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

1）在学期间有违法犯罪行为或其他违纪现象，受到纪律处分的；

2) 课程成绩出现不及格的；

3）出现论文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4) 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

4、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

习的研究生，仍具备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由于因私出国留学、疾病、创业等

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

（二）发放标准

学业奖学金分为三个等次，具体指标奖励标准如下：

类别 等级 奖励标准

博士生

一等 1.5 万元

二等 1.2 万元

三等 1 万元

硕士生

一等 1.2 万元

二等 0.8 万元

三等 0.4 万元

（三）评审组织

1. 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统筹领导、协调、监督奖学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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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工作，裁决对评审结果的申诉。评审委员会由学院院长和党政主要负责人任主任委员，

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任副主任委员，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生辅导员、研究

生秘书任委员。

2、学院以二级学科为单位成立评审小组，3 位以上导师和专业组秘书老师任

评审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各专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工作。

3、评审委员会成员和评审小组成员在履行评审工作职责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平等原则，即在评审过程中，积极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在平等、协商

的气氛中提出评审意见；

2）回避原则，即发生与评审对象存在亲属关系、直接经济利益关系或有其

他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情形时，应主动向评审委员会申请回避；

3）公正原则，即不得利用评审委员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单独或与有关人

员共同为评审对象提供获奖便利；

4）保密原则，即不得擅自披露评审结果及其他评审委员的意见等相关保密

信息。

（四）评审程序

1、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上一学年研究生的综合表现评定，实行动态管理。将根

据研究生上一学年课程成绩、科研社会活动情况和综合素质三方面来考核确定获奖人

员名单。

2、所有参评的研究生本人应如实填写《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

申请审批表》（附件一），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提出申请。

3、由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对所有研究生申报材料的课程成绩及科研成果进行审核，

并将材料反馈给各专业评审小组。

4、以专业为单位进行滚动奖学金评审，由各专业评审小组对各专业内研究生进行

综合面试考评；由各专业秘书老师负责统计计算最终成绩，按总分排名确定各等级奖

学金人员名单，并上报学院评审委员会。

5、评审委员会审核学院获奖研究生名单后，应在学院内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

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审定结果在全

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2 个工作日的公示。

6、经学校公示后,学院向财务处报送获奖名单后。当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将

通过财务部门一次性发放到获奖学生银行账户。

（五）奖励名额及评审细则

1、以二级学科专业为单位进行滚动评审，专业内各等级奖励名额以入学时公示的

为准。国家专项计划研究生，如少干、支教团研究生原则上保留原奖学金等级，不参

与滚动评审。奖学金等级分专业按总成绩高低排名分配。

2、滚动奖学金总成绩由上学年课程成绩、科研社会活动加分和综合面试成绩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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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成：

1）总成绩 = 课程成绩*40% + 综合面试成绩*40% + 科研社会活动加分

2）课程成绩为上一学年所有课程成绩的加权平均成绩（百分制）。

3）综合面试成绩 = 各评委打分加总（百分制）/ 评委人数

4）科研社会活动加分 = 英语水平加分 + 科研加分 + 社会活动加分

5）科研社会活动加分细则参考《科研社会活动情况加分细则》（附件二）。关于

研究生科研成果的说明见《关于科研成果的说明》（附件三）。

（六）附则

1、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2、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定执行。

3、本办法由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5 年 5 月 23 日

附件一：《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申请表》

附件二：《科研社会活动情况加分细则》

附件三：《关于科研成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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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原奖学金

等级

专业 导师姓名 硕士或博士

是否具有参评资格：是□否□ 是否同时申请国家奖学金：是□否□

一、课程加权平均成绩：分（注：需填写上一学年度所修所有课程成绩）

二、科研社会活动加分：分

英语水平

本学年度论文情况

论文级别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本人排名
完成论文

人数

本学年度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

来源
项目名称 时间 承担的任务 排名 经费

本学年度著作情况

类别 著作名 出版时间 排名 执笔

字数

本学年度获奖情况（校级以上奖励，不含校级）

奖励等级 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排 名 授奖单位

本学年度社会活动情况

担任职务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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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情况属实。若有弄虚作假，本人愿自动放弃参评资格。

本人签字：

研究生管理办审核意见：

经研究生管理办审核，该生具有参评资格，且以上成绩均属实。研究生秘书：

年 月 日

注：

1、各类成绩先由本人计算填写，由研究生办公室审核；

2、课程成绩和成果可加行；

3、成果复印件请附于表后；

附件二:

1、英语水平折算分

科研社会活动加分细则

折算分 英语水平

2 分 英语达到六级及以上水平

2、科研折算分（可累计，不封顶）

折算分 项目 论文 其它

12 分/个 国际级 SCI、SSCI、AHCI

8 分/个（篇） 国家级 权威期刊 发明专利

4 分/个（篇） 省部级 重点核心期刊 软件著作权

2 分/个（篇） 省部级 核心期刊

3、社会活动折算分（要求至少担任一年及以上相关职务，多职务研究生干部以

最高职务折算加分）

折算分 社会活动情况

3 分/个 校级主席团；

2.5 分/个 校级正部长；院级主席团；

2 分/个 校级副部长；院级正部长；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

1.5 分/个 院级副部长；党支部委员；团支部委员

1 分/个 专业负责人；研究生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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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关于科研成果的说明

（一）关于论文的说明

1.期刊目录级别以学校认定的期刊级别为依据。

2.研究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公开发表且已经见刊。

3.所有论文必须是以申报人为第一作者，且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申报人为第二作者，若第一作者为其研究生第一导师，可视同申报人为第一作

者）。

4.被 SCI、EI、SSCI 或 AHCI 收录的论文，必须提供收录检索原件。被 EI

收录的论文（EI 会议论文除外）等同于核心期刊论文。

（二）关于项目的说明

1.所有项目必须以申报人为项目主持人，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2.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 计划、

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和课题；国家社会科学、

国家教育（艺术）学科项目等。

3.省部级项目包括：国家各部委、湖北省项目和国家古委会项目、武汉市项

目、省部级教学研究项目。

4.有关横向项目条件中的“主持人”均指第一负责人。

5.理科项目主持人认定标准为：

①国家级项目：一般项目第 1 位；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的课题前 2 位；重

大项目前 3 位。

②省、部级项目：一般项目第 1 位；重点项目前 2 位；重大项目前 3 位。

6.文科项目主持人认定标准为：

①国家级项目：一般（青年）项目申请人即为主持人；重点项目前 2 位；

重大项目前 3 位。

②部级项目：一般（青年）项目申请人即为主持人；重点项目前 2 位；重

大项目前 3 位。

③省市级项目：申请人即为主持人。

（三）关于其它研究成果的说明

1.所有发明专利必须以申报人为第一负责人，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

位。【申报人为第二负责人，若第一负责人为其研究生导师（第一导师），可视同

申报人为第一负责人】

2.所有软件著作权必须以申报人为第一负责人，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

单位。【申报人为第二负责人，若第一负责人为其研究生导师（第一导师）， 可

视同申报人为第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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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评

审实施办法（试行）》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人才，激励先进，根据学校《关

于印发<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实施办法>的通知》（华师

行字〔2013〕443 号）的文件要求，同时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面向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研究生，

不含定向、委培、MBA、MPA 等培养类型研究生。

第二条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考查范围为研究生

期间取得科研业绩、参加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情况及日常综合表现。

二、奖励名额及标准

第三条 优秀奖学金奖励额度分为三等，三个等级总计按在校二年级及以上

全日制研究生总数的 15%—20%比例评定。

一等奖：博士研究生 3000 元，硕士研究生 2000 元；

二等奖：博士研究生 2000 元，硕士研究生 1500 元；

三等奖：博士研究生 1000 元，硕士研究生 1000 元；

第四条 单项奖学金奖励标准为，100—500 元/人。名额分配参照当年度学

校研工部通知。

三、参评基本条件

第五条 参评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质优良，关心集体，团结同学；

第六条 有以下情节之一者取消其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参评资格：

1.受到党、团或学校通报批评及纪律处分的；

2.在学术研究中，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3.参加非法组织及活动的；

4.课程考试不及格的；

5.未按学校规定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

6.违反研究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的。

四、优秀奖学金评定细则

第七条 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正式见刊，录用通知无效；要求以华中师范大

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身份（导师第一作者，研究生第二作者可

以认定为研究生第一作者）；刊物级别以学校科研部门认定的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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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优秀奖学金分为三个等级：

1.一等奖学金

（1）学习勤奋，一学年各科成绩加权平均分在 85 分及以上（单科不低于

80 分）；

（2）英语通过 CET-6；

（3）其它要求：

——博士研究生：本年度在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篇；

——硕士研究生：本年度有科研成果者或本年度担任研究生干部、研究生助

管等职务一年及以上者优先考虑。

2.二等奖学金

（1）学习勤奋，一学年各科成绩加权平均分在 85 分及以上（单科不低于

75 分）；

（2）英语通过 CET-6；

（3）其它要求：

——博士研究生：本年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篇；

——硕士研究生：本年度有科研成果者，或本年度担任研究生干部、研究生

助管等职务一年及以上者优先考虑。

3.三等奖学金

（1）学习勤奋，一学年各科成绩加权平均分在 80 分及以上（单科不低于

75 分）；

（2）其它要求：

——博士研究生：本年度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

篇；

——硕士研究生：本年度有科研成果者，或本年度担任研究生干部、研究生

助管等职务一年及以上者优先考虑。

五、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

第九条 参评单项奖学金原则上以在校外获得奖励和成果为支撑，一般不得

以在学校获得的其他荣誉和奖励为支撑申报单项奖学金。

第十条 单项奖学金评选每年一次，与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同时进行。已参加

了优秀奖学金评选的成果，不得再作为单项奖学金申报的成果。单项奖学金每人

每次限报一项。

第十一条 单项奖学金分为 5 个类别，分别是：社会公益奖、优秀论文奖、

学习优秀奖、科技成果奖和学生工作奖。

1.社会公益奖

（1）积极参加学校等单位组织的各种政治性、文艺体育等类型校园文化活

动，表现突出并做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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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三助”工作中，吃苦耐劳，表现突出并做出了显著贡献；

（3）在其他社会公益活动做出了显著贡献。

2.优秀论文奖

（1）在学校认定的奖励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2）在学校认定奖励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学术著作。

（3）在一级学会学术报告会及征文中获得奖励。

3.学习优秀奖

（1）参加专业性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

（2）英语成绩突出,参加英语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

4.科技成果奖

（1）当年在全国及省级科技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

（2）当年获得发明专利或正在申报发明专利；

（3）在实习、实践中为单位节约资金，提出改进方案，为单位作出重大贡

献。

5.学生工作奖

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各级党、团、研究生会工作。

六、评定组织

第十二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工作小组，负责学院研究生优秀

奖学金的评审规则制定和具体评定。

七、评定程序

第十三条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的评定采取研究生个人自主申请、评定小组审

核的方式。

第十四条 有意愿申请优秀奖学金的研究生本人应如实填写《研究生优秀奖

学金申请表》，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评定小组根据评定细则对申请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评定。

第十六条 评定小组确定学院获奖研究生名单后，应在学院内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

八、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定

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小组负责解

释。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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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

实施细则

为了加强我院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硕士生导师）队伍建设， 不

断提高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

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文件精神和《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实

施办法》，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选聘硕士生导师的基本原则

第一条 硕士生导师的选聘，应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形

成导师终身制。

第二条 硕士生导师的选聘工作要充分发挥各级学术组织的作用，坚持标准、

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

第三条 在硕士生导师的选聘工作中，各培养单位应加强对硕士生导师“师德

师风”考评，坚决杜绝师生“学术不端行为”，严格实行“学术不端行为”一票否决

制。

第二章 硕士生导师的基本条件

第四条 热爱教育事业，对培养研究生有高度的责任感，熟悉并严格执行学

位条例及国家和学校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各项规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能认真履

行导师职责，身体健康，每年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内指导硕士生。

第五条 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职称，或具有讲师职称且已取得博

士学位的在岗教学与科研人员。

第六条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备开设

研究生课程的经验和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各外语专业的导师，第二外语

也应达到上述水平），能指导研究生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第七条 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一个学术型专业和两个专业学位领域招生； 第

八条 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和较丰富的科研经验，有稳定的研究方向，所从事的研究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主持或承担科研项目，有比较显著的科研成

果和一定的科研经费。 学术水平、科研成果与经费的基本要求见附件。

第九条 如有需要，我院可根据学科发展的不同情况，对学术水平、科研成

果与经费的基本要求制订相应的实施标准，其标准不得低于学校规定，经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通过后，报学校备案。

第三章 选聘硕士生导师的办法和程序

第十条 硕士生导师选聘工作每年一次。

第十一条 我院根据研究生院下达招生计划总数和《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

究生招生名额分配暂行办法》，确定各学科当年招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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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每年5月30 日之前，申请人向学院提出申请，填写当年的《华中师范

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年度上岗资格审批表》，经研究生管理办统计成果和预审，由学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本办法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并根据当年招生指标，提出选聘

名单，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在选聘中有特殊情况，提请上一

级学位评定委员会裁决。

第四章 其 他

第十三条 凡在我院申请挂靠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外单位教师，只作为第二

导师与院内硕导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第十四条 博士学位讲师职称到我院任职的教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在满足

《硕士生导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须入职工作三年以上，方可申请上岗。

在此之前可申请成为导师助理，协助其他导师培养硕士研究生（助理导师岗位的设置见附

件）。

第十五条 列入当年招生计划的硕士生导师当年招收硕士生（含全日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不超过 6 人。具体招收全日制硕士（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人数上限为：教授 6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2 人；新增导师副教授 2 人，讲

师 1 人。

附件1： 硕士生导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基本要求

附件2: 研究生导师助理岗位的设置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5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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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硕士生导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基本要求

1.学术论文等成果均与招生领域相关、申请者为第一作者或为联系通讯作者，

增刊类论文、校内课题及项目不计。

2.理工科学术领域

近 5 年内，在《中国科技论文源统计期刊》上发表论文 3 篇及以上，或正

式出版过学术专著（含教材），或有学术论文被 SCI 或 EI 收录 ；近 3 年内，

承担有科研课题或科研项目，累计科研总经费 10 万元及以上。

3.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

近 5 年内，在本专业领域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 篇及以上(其中重点

核心期刊 2 篇)，或正式出版过学术专著（含教材）1 部，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 2 篇以上(其中重点核心期刊 1 篇)；近 3 年内，承担有科研课题或

科研项目，累计科研总经费 5 万元及以上。

附件 2：

研究生导师助理岗位的设置

1、研究生导师助理遴选方式：采用导师自选，双方自愿，提交书面申请双

方签字后报教授委员会审批，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备案；

2、原则上教授岗位的导师可选聘助理，每学年开学（9月-10 月）导师上报

本学年度助理名单；

3、选聘的研究生导师助理应与导师研究领域一致或近似，且为具有博士学

位或博士在读的本学院在岗青年教师；

4、助理的职责：协助导师指导研究生。关心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协助导师

负责研究生的学术成长，参与指导研究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就业等；

5、研究生导师助理的工作量由各导师从研究生平时指导工作量中统筹考虑和计

量；原则上以指导学生数为计量标准（每个学生每学年最多 2 个工作量），计入聘

用教师的工作量，并参与学院工作任务津贴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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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修改

稿）2015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在学校实行学位与研究生管理校院两级管理体系和的背景下,制定城环学院学

位与研究生管理制度，目的在于规范学院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推进学院学科建设的全面发

展。

第二章 学位与研究生管理机构

第二条 研究生德育工作领导小组

1.设院研究生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分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分管

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副组长，博士及硕士学科指导组组长为成员。

2.研究生辅导员和由学院聘请的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具体负责学院研究生的德育相关工

作。

3.学院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在岗的教师担任研究生班主任。

第三条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1.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一般由 7-15 人组成，任期 2-3 年。设主席 1 人，副主席 1 至

2 人，可连任，一般不超过三届。由研究生秘书兼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学院学位评

定委员会协助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

2.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审议本学院学士学位人员名单；

（2）核查本学院硕士、博士学位申请人是否具有答辩资格、答辩程序是否规范，提出

本学院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建议名单；

（3）审查并提出本学院新增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

（4）研究并落实本学院学位点申报或调整等相关事项；

（5）研究并提出本学院学位授予及研究生教育工作中有争议问题的处理意见。

4.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对需要进行表决的事项进行表决的事项进行充分审议后，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成员同意，作出相应的决议

（出席会议的委员必须达到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每次会议必须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并存档

备查。

5.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经主席签章后，连同相关附件一起分别报送相应的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

第四条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1.学院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由院长、书记、分管副院长、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学科指导

组组长组成，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1-3 名。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成员由所在单位党政联

席会议审议推荐，研究生院审核，主管校领导审定后聘任。每届聘任期 4 年，可连任，必

要时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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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学院研究生导师遴选的初审及招生培养任务分配；

（2）制定学院研究生的培养标准和方案并组织实施。

（3）组织开展学院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建设和实践实习基地建设。

（4）组织实施学院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分流与

淘汰，以及学位论文答辩等培养工作。

（5）定期检查、评价、反馈学院研究生在学培养质量和职业发展质量。

（6）组织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

（7）考核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履职情况，维护研究生指导教师权益。

3.定期召开全体会议，总结、部署学院所有学科的学期、学年研究生培养工作，研究、

审议研究生培养的重大事宜。

4.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依规管理，科学民

主决策，重大事宜表决须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到会成员的同意。

第五条 学科指导组与学位点建设

1.按博士及硕士授权点组建研究生学科指导组，具有导师资格的教师为学科指导组成员，

在岗的青年教师可担任学科指导组秘书。学科指导组组长由学院根据学位点建设需要，通过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学院教授委员会讨论、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学院任命的方式产生。

我院实行导师负责制、集体培养制和指导组组长协调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2.研究生学科指导组的基本职能。专业指导组全面负责本学科的研究生培 养工作。主

要内容包括：设置本二级科学的招生方向；拟定本二级学科的培养方 案；负责本二级科学

招生的自主命题课程的命题及评卷工作；提出导师指导研究 生的初步方案；组织本二级科

学研究生的集体开题报告；负责组织协调本二级科 学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申请与答辩工作；

负责组织本二级学科各类奖学金评定工作。

3.专业指导组组长的产生。每个专业指导组设组长 1 名，学科指导组组长由学院根据

学位点建设需要，通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学院教授委员会讨论、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

学院任命的方式产生，任期四年。

1、每位教师只能担任一个学科指导组的组长；如学科指导组组长在任期内某一学年未

能通过学院及学校的硕导/博导选聘上岗工作，需另选他人。

5.学科指导组组长的主要职责

（1）专业指导组组长负责专业指导组的全面管理工作，并负责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工作。

（2）与学院主管领导商定本专业年度招生计划，组织编制本专业招生目录，主持本专

业招生命题、评卷、复试以及录取工作。

（3）审定本专业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和学位论文工作计划，组织本专业的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会、评审和答辩会。

（4）会同学院组织本专业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与考核以及各种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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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期检查专业指导组成员的工作情况，组织开展本专业研究生的教研工作，定期

（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召开导师组会议，研讨研究生培养与专业建设工作。

（6）配合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导师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三章 研究生

导师管理工作

第六条 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

根据研究生院相关文件规定，学院结合实际，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

院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实施办法》和《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

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实施细则》（见附件 1、2）。学院导师资格审核和选聘工作每

年一次，相关要求、办法和程序按上述文件执行。每年 5 月下旬遴选，获得研究生导师资

格的教师可在下学年招收研究生。

第七条 研究生导师的基本职责

1.研究生导师应成为研究生德育工作的主体。关心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参与指导研究生

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就业；

2.研究生导师应在导师组的具体领导下，全面负责研究生的学术成长。主要内容包括：

制定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拟订年度学习计划，指导研究生开展课题研究；审核论文开题

报告并向导师组推荐，指导和检查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负责研究生论文的定

稿和推荐答辩工作；每月至少听取一次学生的学术汇报，并给以及时的指导；每学期至少一

次向导师组汇报研究生培养工作进展情况；

3.研究生导师应全面负责研究生培养经费的管理工作，合理使用研究生培养经费。

4.研究生导师必须承担学校、学院和导师组布置的其他与研究生教育有关的工作，主要

包括：参与拟定招生方向设置与招生计划；承担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和评卷；参与制订研究

生培养方案等。

第四章 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

第八条 研究生招生管理机构

成立由院长、书记为组长，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为副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导师

组组长和院研究生秘书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对研究生招生专业设置、命题、阅卷、复试

和录取工作进行全程管理。

第九条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

1. 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的分配

（1) 博士学院专业指导组依据社会需要和导师组成员的学术专长设置招生方向，招生

方向一经确定，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方向设置必须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并与学

科建设方向相一致，没有明确研究方向和相应成果及学术梯队不健全者不得增设研究方向。

（2) 每位博士生导师根据个人的学术专长只可在 1 个方向招生，招生指标根据学校当

年下达学院计划指标和考生报考情况综合考虑分配。

（3）每位博士生导师最多只能录取 2 名普通计划考生（含硕博连读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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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少骨计划（不分汉族和少数民族）或对口支援计划考生。

2、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

我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方法和规定参照《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

生招生名额分配暂行办法》（详见附件 3）文件执行。

3.在职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

（1）担任在职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原则上为当年选聘上岗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或已完整培养过一届以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在岗教师；

（2）原则上导师指导在职研究生上限数（含在职教硕、农推和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

为教授 7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3 人；由研究生管理办统筹管理。

第十条 研究生招生命题、评卷、复试和录取工作

1.在学校和学院的统一安排下，各专业指导组负责自主命题课程的命题与评阅工作。

2.各专业指导组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试题的科学性。

3.参加命题的教师须签订命题承诺书，防止试题内容泄漏。

4.由学院复试和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研究生院复试工作办法统一安排学院研究生复

试工作，按学科（专业）成立复试小组，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或招生复试工作小组指

导下具体实施面试和实践能力等考核。

第十一条 导师与（硕士）研究生指导关系的确认

1.参照学生志愿与适度调节相结合原则。

一方面，要参照研究生本人选择的专业研究方向来确立导师；另一方面， 也要在不同

的学位类型（学硕和专硕）和导师之间进行适度调剂。

2.导师职称与导师业绩相结合原则。

（1）列入当年招生计划的硕士生导师当年招收硕士生（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不

超过 6 人。具体招收全日制硕士（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数上限为：教授 6 人，副

教授 3 人，讲师 2 人；新增导师副教授 2 人，讲师 1 人。

（2）如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有盲评结果不合格情况，应减少其下一学年招生数

量或停止招生。

（3）如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经由湖北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为 “存在问题学

位论文”的指导教师，暂停相应类别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三年内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有 2 篇

及以上抽检结果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 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三年。

（4）如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经研究生院复检认定为存在作假情形（复

制比检测结果超过 50%），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查实。其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

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的，暂停其相应类别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

3.学院统筹与专业指导组自主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学院将根据《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暂行办法》（附件 3）和当

年的生源情况统筹安排各专业的招生数量，各专业指导组则根据相关要求和导师组成员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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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进行分配，并报送院主管领导审批备案。

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指导关系一经确认，则导师应全面负责研究生的学术培养、政治

思想教育等工作。

第五章 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定

研究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应在导师组指导下，结合本人实际，制定出个人培养计划。各

专业指导组在指导研究生填写培养计划表时，请务必要求研究生是在认真学习了最新版《培

养方案》后科学、认真登陆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指导个人培养计划。

培养计划的审批程序：导师审核，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审核，研究生院培养办审核，审批

通过后打印导师签字后交研究生院管理办备案。

培养计划是审定研究生能否毕业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没有完成培养计划的研究生不

能进入论文阶段。

第十三条 研究生学位课程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修完规定的全部课程，通过规

定的考试，成绩合格。其中硕士学位课程考试加权平均成绩必须达到 76 分（含）以上。

所修学分达到培养方案的要求后可进入学位论文准备阶段，确定选题后需进行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

第十四条 研究生开题报告

1.以二级学科组为单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专家审定组由 3 名以上的硕士生指

导教师组成，专业学位需聘请具有高级职称的校外专家参加。

2.开题报告的时间为每年 6 月份至 7 月。在职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如

有特殊情况可于 12 月补开题一次。

3.报告者需制作 PPT 对开题报告进行阐述，阐述时间不得少于 10 分钟。个人阐述结

束后由开题组导师对其报告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

4.开题报告结束后，专家审定小组集体评议并填写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审定意见。审定意

见应对研究生论文选题有明确的态度，建议和修改意见具体、明确， 交由研究生管理办存

档。

5.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正式进入论文工作；开题报告未通过者，或因特殊情况需变动

学位论文题目及基本内容者，需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第十五条 研究生奖学金评定

学院研究生各类奖学金评定均按学校有关文件执行，学院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了适合

学院学科特点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滚动（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详见附件 4、5），于每

年 9 月评定。

第十六条 研究生日常教学管理制度

1.研究生授课教师原则上要具有导师资格，严格控制非导师上课比例。具有博士学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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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授课需经学科指导组组长提议并报主管院长批准；

2.每位授课教师每学期实际授课门数不得超过 3 门，任课教师必须认真备课、讲课，

遵守教学规范。教学要有计划，授课时间及场地不得随意更换。建立教案检查制度，学科指

导组组长负责组织检查工作，教学过程要规范化。严格履行调课手续，调课需经主管院长批

准，并在研究生秘书处备案；

3.学位课及指定选修课一般不聘请校外或离退休教师授课；计划内课程外请教师的课酬

从聘请专业组或专业方向培养费中支出。外请教师需经专业指导组组长及主管院长审批。

4.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按学校有关文件和计算方法法执行，学院根据导师、研究生班主任、

研究生指导组秘书的工作量可进行工作量的二次分配。具体办法见附件 6。

5.研究生学术讲座须由联系人提交申请，报分管院长审批后交研究生管理办实施。具体

办法见附件 7。

第六章 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学位论文的相关要求

1.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需按学校相关文件要求撰写。

2.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通过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辅助管理，其流程：学位论文

信息录入—导师填写评语—复制比初检—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学位申请—院会审核—复

制比复查—分会审核—校会审核；学位申请者需根据研究生管理办安排按时登陆系统填写相

关信息并提交申请；未按时提交申请，以自动放弃答辩资格论。

3.博士学位论文于答辩前需有两篇与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学校科研处认定的核

心级别及以上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一篇权威核心、SCI）。

4.答辩前学院对学位论文进行初次复制比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录入新系统； 复制比检

测结果（去除本人）大于等于 50%者将推迟半年参加答辩，结果大于等于 15%，小于 50%

的学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论文，答辩前需提交书面修改说明及答辩申请（须由导师签

署同意参加答辩意见）给答辩秘书后方可参加答辩。

5.答辩结束后，研究生院学位办将对学问论文再次进行检测，并将复制比超过 15%的人

员名单及检测报告反馈给分会,由分会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学位论文的评阅

1.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核定稿后，还必须提交同行专家评阅。经同行专家评

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2.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人由指导教师提名，学科组审定并以答辩小组为单位聘请。硕

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为 2 至 3 名，由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担任，至少有 1 人是校

外的专家；博士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院学位办统一组织进行盲评；每位评阅人同一答辩时期评

阅我院学位论文不得超过 10 篇，由研究生管理办统筹协调；导师不能担任论文评阅人。

3.对送审的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均为“同意答辩”意见的，准予进入论文答辩环节；评

阅结果中有“修改后直接答辩”意见，且没有“不同意答辩”意见的，必须修改论文，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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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师审阅通过，准予进入论文答辩环节。答辩前应向答辩委员会提交论文修改报告；评阅

结果中有“不同意答辩”意见的，原则上本次不能进入答辩环节，必须修改论文，半年后重

新进行盲评。

4.对评阅结论提出申诉的，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进行仲裁。由学位申请者本人写

出申诉报告，导师、学科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给出鉴定性意见。若以上审核均获得通过，

将作为特殊问题提请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逐级审议。

第十九条 学位论文答辩

1.论文评阅人评审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安排在 5 月中下旬。

2.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4 至 5 组成，其中应有 1 名校外的同行专

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6 至 7 人组成，成员应由本学科、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

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其中至少应有 1 名校外的同行专家。

答辩委员会设秘书 1 人，一般由讲师以上的人员担任。

3.专业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4 至 5 组成（不含导师），评阅人和答辩委

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 1 名来自相关专业实践领域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导师

可参加答辩会，但不参与其学生的学位授予表决。

4.学位论文的评阅人可聘请为答辩委员会委员，指导教师可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但不得

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5.答辩委员会必须坚持学术标准，保证质量，不降格以求。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均应认真

审阅论文，事先做好答辩提问的准备。

6.答辩委员会对是否同意授予学位，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

（含）以上同意，方得通过。未出席的委员不得委托他人或以通讯方式投票。答辩委员会秘

书应对委员的提问、论文作者的回答以及答辩委员的评议和表决等情况做详细记录。

7.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需将申请人学位申请书中的有关材料进行整理、填写完毕后，

送学院研究生工作秘书汇总后交学位办公室，提请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第二十条 学位评定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应按照规定的学位授予标准和原则对学位申请者进行全面的审核，综

合评价，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含） 以上成员同意，作出

建议授予相应学位的决议，上报学位分委员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 2015 年月日起开始实施，试行一年后将根据具体情况修订。 本

章程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委托学院科研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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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发表的论文

编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作者 出版年月
论文

级别

1 Elite Circulation in
Chinese Ethnic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YAJUAN LI, DAVID
W KNIGHT,
WENTING LUO,
JING HU*

2020 年 SSCI

2

Stars’ and Places:
Explor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Mediaand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inChina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Xu Zhang ， RC
Kloosterman ， Yajuan
Li*

2020 年 SSCI

3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Xingming Li*,
Pengfei Shi, Yazhi
Han, Aimin Deng and
Duan Liu.

2020 年

4 月
SSCI-1

4

Study on the Level and
Type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 Development in
Wuhan City’s New Urban
Distri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L Jiang， J Luo， C
Zhang*，L Tian， Y
Tian

2020 年

3 月
SCI

5

Tourism-induced
landscapechange along
China’s rural-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Zhangjiazh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Juan Feng* ,
Shuangyu Xie ,
DavidW. Knight ,
Shengnan Teng &
Chaoqun Liu

2020 年

10 月
SSCI

6

Impact of
COVID-19;Research note
o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ctors in the epicenter of
Wuhan and Hubei
Province,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DW Knight，L Xiong，
J Gong

2020 年

11 月
SCI

7
城市旅游休闲热点区演

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人文地理
李亚娟，罗雯婷，王

靓，胡静* 2020 年
CSSCI，
权威

8 赋权视角下民族旅游社

区精英权力研究
旅游学刊

李亚娟，罗雯婷，王

靓，张祥* 2020 年
CSSCI，
权威

9 中国空气质量时空变化

特征
地理科学

张向敏，罗燊，李星明

*（通讯作者），李卓凡，

樊勇，孙健武

2020 年

2 月

CSSCI，
权威

10 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

域分异及影响因素
经济地理

朱媛媛，甘依霖，李星

明*（通讯作者），余瑞

林

2020 年

3 月

CSSCI，
权威

11

基于 GPS 数据城市公

园游客时空行为研究

——以武汉东湖风景区

为例

经济地理 徐欣；胡静* 2020 年

6 月

CSSCI，
权威

12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

时空演化及其与旅游经
经济地理

王胜鹏,乔花芳,冯娟,
谢双玉*（通讯作者）

2020 年

10 月

CSSCI，
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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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互动响应

13
基于作品的红色文学旅

游资源时空动态研究

——以毛泽东诗词为例

地域研究与开发
韩磊 ; 周家安 ; 谢双

玉*; 李星明

2020 年

1 月

CSSCI，
重点核

心

14
贫困与非贫困户旅游扶

贫政策绩效感知差异研

究——以恩施为例

旅游学刊 谢双玉*,李琳,冯娟, 2020 年

4 月

CSSCI，
重点核

心

15
江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

类型划分与空间格局研

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

朱中原；王蓉；胡静*；
李亚娟

2020 年

4 月

CSSCI，
重点核

心

16 荧幕旅游：基于媒介仪式

的本体论视角
旅游学刊

韩磊 ; 王安琦 ; 谢双

玉*; 李亚娟; 李艳

2020 年

7 月

CSSCI，
重点核

心

17
基于网络信息的江西省

乡村旅游地吸引力评价

及空间分析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

朱中原；王蓉；胡静*；
李亚娟

2020 年

8 月

CSSCI，
重点核

心

18
《中国上市旅游企业社

会责任的市场价值效应：

基于营销战略的分析

旅游学刊 胡兵；沈玲；龚箭* 2020 年

10 月

CSSCI，
重点核

心

19
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水

平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李亚娟*，通讯作者

2020 年

12 月

CSCD，一
般核心

20
宗教名山型旅游地形象

感知与游客行为意向研

究——以武当山风景区

旅游研究
吕丽；王娟；贾垚焱，

胡静*；朱磊；于洁

2020 年

1 月

一般核

心

21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地

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形成

与疏导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张春燕* 2020 年

3 月

CSSCI，
一般核

心

22
贫困山区不同生命周期

旅游扶贫村居民绩效感

知的比较研究——以恩

山地学报
王安琦,韩磊,乔花芳,
李琳,谢双玉
*

2020 年

4 月

CSSCI，
一般核

心

23
基于扎根理论的网红旅

游目的地旅游体验质量

评价研究

资源开发与市场 魏玉芝；胡静*；徐欣
2020 年

4 月

一般核

心

24
国家湿地公园网络关注

度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以西溪国家湿

生态经济
季国斌，刘明月，施

伟秋，黄翔*
2020 年

8 月

一般核

心

24
基于网络游记的山地民

族旅游体验研究：以黔东

南州为例.
资源开发与市场

李亚娟*、张雨莎、杨

骏、张祥

2020 年

9 月

一般核

心

25
VR 旅游项目的游客感

知研究—— 以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为例

旅游研究
刘怡然；胡静*；贾垚

焱；李亚娟

2020 年

9 月

一般核

心

26
城市零售业热点区演变

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

武汉市为例

世界地理研究 李亚娟*（通讯作者） 2020 CSCD，一
般核心

27 中国旅游业发展效率时

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王胜鹏 ,冯娟,谢双玉*
（通讯作者）,方叶林,乔
花芳

2020 年

4 月

一般核

心

28 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李星明*,覃小华,陈伟, 2020 年 一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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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

耦合协调度研究

(自然科学版) 方世巧 4 月 心

29

基于水土之美的生态文

明研学旅行开发研究

——以武汉市蔡甸西湖

流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李星明*,雷雯 .,陈芷

涵,李家成

2020 年

4 月

一般核

心

31
基于空间句法和网络分

析的武汉市城郊休闲农

业点空间可达性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李小雅,王晓芳*,卓蓉

蓉等

2020 年

5 月

一般核

心

32
旅游者对民宿中主客互

动方式重要性的感知差

异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罗雯婷 ;谢双玉 ;李亚

娟；乔花芳*
（通讯作者），冯娟

2020 年

12 月

一般核

心

33 基于文化认同的旅游地

文化空间再生产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张祥*，李星明

2020 年

3 月

国家社

科基金

资助期

刊

34
林区乡村干部旅游公共

服务动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安

资源开发与市场 张春燕*, 周梦
2020 年

7 月
CSCD

35
基于高斯 2SFCA 的武

汉市不同功能城市公园

空间可达性研究

现代城市研究 万令轩,王晓芳*,郭艳
2020 年

8 月

北大核

心

36 城市形象设计与传播研

究
资源开发与市场

马晨娇，张祥*（通讯），

王昭辉，周梦

2020 年

10 月
CSCD

37 天山托木尔峰南坡地区

发展自驾游分析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张祥*，马晨娇，王昭

辉，周梦

2020 年

12 月

中国科

技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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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教师承担的项目

序

号
项目级别 负责人 项目名称

经费（万

元）
立项时间

1
国

家

级

项

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李亚娟

旅游驱动下民族节庆的变迁机制与再

生产路径研究（20CMZ033）
20

2020 年 1

月

2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乔花芳

鄂西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脆弱性引致

返贫的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研究

（42001172）

24
2020 年 9

月

3

省

部

级

项

目

教育部 乔花芳

中国旅游扶贫政策绩效评估及长效减

贫机制研究——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

圈为例（16YJC630097）

8
2016 年 6

月

4 文化和旅游部 龚箭
后疫情时代城郊乡村旅游转型发展与

引导政策研究
8 2020 年

5
湖北省交通规划

研究院
谢双玉

湖北省省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现状、需

求与概念设计研究
22.6 2019 年

6
国家民委委托项

目
李亚娟

旅游业驱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效应

及路径研究（2019-GME-045）
8

2019 年 11

月

7 湖北省社科基金李星明
基于文化生态理论的孝感应城聂程村

乡村旅游开发研究报告
3

2020 年 1

月

8
湖北省重大调研

课题基金
龚箭

《推进旅游发展转型升级、创建国家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问题研究》
4

2020 年 9

月

9
湖北省文化和旅

游厅
龚箭 市场处满意度调查项目 148

2020 年 9

月

10

其

他

项

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项目
冯娟 2020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 15 2020 年

11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项目
张祥 长江经济带旅游合作研究 1.5 2018 年

12 武汉市社科院 谢双玉
武汉军运会文化遗产与城市形象提升

研究
20 2019 年

13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龚箭 后疫时代旅游业发展转型升级研究 2 2019 年

14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项目
张祥

中国酒店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投资区位研究
3 2020 年

15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项目
张祥 旅游资源竞合研究 2 2020 年

16 盛康镇政府 李星明
襄阳谷城县盛康镇村庄布局暨 6 村美

丽乡村规划
32

2020 年 3

月

17
华中师范大学教

改项目
张春燕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旅游管理本科

人才培养研究——基于武汉市高等 院

校的调查

1
2020 年 6

月

18 江夏区文旅局 李星明
江夏区文化体育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
23

2020 年 9

月

19
华中师范大学教

改项目
李亚娟

旅游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索：以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课程为例
1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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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 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况

序

号
教师姓名 会议名称 举办单位 参会时间 会议论文提交情况

有无

汇报

1 胡静

国内旅游业市

场振兴与目的

地高质量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

总院
2020.03.18

文章：疫情后旅游业发展

思考
有

2 龚箭
2020 中国旅游

科学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院、携

程集团联合主办
2020.04

《出台对被征用住宿场所

末端消毒的政策建议》
无

3 龚箭
2020 中国旅游

科学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院、携

程集团联合主办
2020.04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省

住宿业的影响调查与应对

策略分析》

无

4 龚箭
2020 中国旅游

科学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院、携

程集团联合主办
2020.04

《修复力视角下文旅行业

扶持性政策效能评估——

以湖北省福利消费券为

例》

无

5 龚箭
2020 中国旅游

科学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院、携

程集团联合主办
2020.04

《新冠肺炎疫情下湖北省

五一长假旅游发展对策研

究》

无

6 胡静

高端学术论坛：

旅游业发展面临

的调整与创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

地理学会旅游地理

专业委员会 武汉

2020.06.22 -------
会议

主持

7 胡静

加强5G 赋能

推动夜间旅游

创新发展

武汉市政协 2020.07.22
文章：夜间旅游自发自醒

与自觉
有

8 李星明
湖北省旅游发

展战略研讨会
武汉大学 2020.07.23

湖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与策略
汇报

9 胡静
湖北省旅游发

展座谈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2020.09.01

文章：客观认知旅游业，

大格局系统化谋求湖北旅

游发展

有

10 张春燕

2020 年中国

人文地理学术

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年

会组委会
2020.10.16-18. 已提交一篇 有

11 李星明

湖北省高校旅

游类专业指导

委员会旅游管

理专业“卓越

人才

湖北省高校旅游

管理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

员会主办

2020.10.18－19 发言

12 李星明

“健康中国

2030”地理研

究国际学术研

北京师范大学 2020.10.24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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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区块

链及可

13 胡静

2020 中国旅

游协会教育分

会年会暨中国

旅游教育论坛

中国旅游协会教

育分会厦门
2020.10.24

文章：旅游学科的“惑”

与“思”
有

14 胡静

新时代旅游专

业高质量发展

与建设

湖南师范大学 线

上
2020.11.10

文章：旅游教育国际化思

考与举措
有

15 李亚娟

2020《旅游学刊》

中国旅游研究

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年

会组委会
2020.11.05-08

文章：少数民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分布特征与旅游

响应研究

有

16 李亚娟

2020《旅游学刊》

中国旅游研究

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年

会组委会
2020.11.05-08

文章：基于网络信息的黑

色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及

空间分析

有

17 谢双玉

2020《旅游学刊》

中国旅游研究

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年

会组委会

2020.11.16—17

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武

汉表现感知及其对城市形

象感知和旅游意愿的影响

研究

有

18 谢双玉

2020《旅游学刊》

中国旅游研究

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年

会组委会

有：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

区的生态性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有

19 谢双玉

2020《旅游学刊》

中国旅游研究

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年

会组委会

有：中国出境游客生活日

用品购买意向的影响机制

研究

有

20 谢双玉

2020《旅游学刊》

中国旅游研究

年会

中国旅游研究年

会组委会

有：武汉居民对军运会提

升城市形象效应的感知及

其内部差异研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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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况

研究生姓名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级别 时间

阴姣姣，韩磊，曹晨

2020《旅游学刊》中国旅游

研究年会

广州 国内

2020 年11 月7 日

-8 日

唐亚男，王安琦 广州 国内

郭子钰、杨心茹、陈天

宇
广州 国内

李琳，唐亚男 广州 国内

王靓，罗雯婷 广州 国内

资明贵
2020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

会
浙江大学 国内

2020年 10月 16

日-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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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科组织的学术活动情况

时间 讲座主题 专家名称 单位 职称

2020.09.24 组织沟通
Stuart

Cottrell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华纳自然资源

学院

教授

2020.10.12 旅游业中的经济学
Christina

Cavaliere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华纳自然资源

学院

助理教授

2020.10.15 国际层面的旅游冲突
Stuart

Cottrell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华纳自然资源

学院

教授

2020.10.20 战略管理和目的地营销 Liz Birdsall 科罗拉多旅游局

Contract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r

2020.10.26 旅游与社会文化
Christina

Cavaliere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华纳自然资源

学院

助理教授

2020.10.30

事前网络评论与评价时

间距离对消费者评价的

交互作用

孟芳

南卡罗莱纳大学

酒店、餐饮及旅游

管理系

副教授

2020.11.05
美国旅游和自然保护区

政策
Jim Barborak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华纳自然资源

学院

保护地管理中心主任

2020.11.09 ⼈⼒资源和财务 Lina Xiong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华纳自然资源

学院

助理教授

2020.11.18 旅游，冲突和全球情报 MarkGerzon 调解人基金会 总裁

2020.11.30 波特的通用战略理论 AlanBright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华纳自然资源

学院

教授

2020.11.30
现代生活方式视角下的

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
黄潇婷

山东大学旅游管

理系主任
教授

2020.12.02
COVID-19，旅游和人类

繁荣
Joseph Cheer 日本和歌山大学 教授

2020.12.02
国际视野下体育旅游发

展路径：基础与案例
董二为

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
教授

2020.12.10
旅游业的风险与危机管

理
Jim Barborak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华纳自然资源

学院

科罗拉多州保护地管理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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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统计表

学号 姓名 毕业去向 工作单位 职业

2017112332 潘园园 工作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文旅策划师

2017112333 谭亚菲 工作 武汉欢乐谷 职员

2017112334 朱中原 升学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旅游地理博士

2017112335 徐祖莺 工作 桂林旅游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专任教师

2017112336 黄朋涛 工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本科教学秘书



443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应用经济学

（类 别） 代码：0202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硕 士

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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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前身可追溯到上世纪 30 年代成立的华中大学经济系。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于 1985 年成立城市经济管理系，

在全国率先开设房地产专业。2012 年 5 月学校整合全校工商管理相关专业基础

上，组建新的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下设 6个系（经济系、城市经济管理系、工商管理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会计系、金融系）和 5个研究中心。学院现有 1个二级博士

点专业（经济统计学），1 个一级硕士学位点（应用经济学），7个二级硕士学位

点（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政府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

企业管理），3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MBA、金融、农业发展）。现有 1 个省一级重

点学科（应用经济学），1 个湖北省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湖北省房地产研究

中心）；1 个省级品牌专业（房地产开发与管理），7 个本科专业，2 个交叉培养

班（数学—经济学交叉班、法学—经济学交叉班，2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1 个

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学院现有在职教职工 97 人，其中专任教师 82 人（教授

22 人、副教授 31 人；硕士生导师 53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行政教辅人员 16 人；

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 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

人，楚天讲座教授 2人，桂子学者特聘教授 1人，桂子青年学者 2人。现有在校

学生 1500 余人，其中本科生近 1000 人，硕士生、博士生（含 MBA 硕士）500

余人，国际留学生 40 余人。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学院在校研究生共计 435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9

名，硕士研究生 426 名。硕士研究生中，学术型硕士生 104 名，专业硕士 64 名，

MBA258 名，分别占硕士生总量的 24.41%、15.03%、60.56%。

近年来，我院应用经济学科发展进入提档期和跨越期。学院始终将应用经济

学学科建设作为工作的核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极调整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

巩固重点学科优势，创新研究内容和方法，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科发展前沿。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湖北房地产发展研究中心”和“低碳经济与环境政策研究

中心”两大智库为支点，交叉带动产业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

学、国际贸易学和政府经济学 6个二级学科发展的“2+6”式学科建设体系。

近五年，本学科共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4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3项，

社科重点项目 6项，在《中国社会科学》（4 篇）、经济研究（4篇）、《管理世界》

（2篇）、《经济学（季刊）》（5篇）等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10 余篇，取得《成

果要报》（3篇）等重要咨政报告 10 余篇，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科学成果奖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 4项，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4项，入选国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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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科学文库、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各 1项，多项研究成果转化为地方政策。本

学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兼具国际视野，能熟练掌握各种现代经

济学研究方法和计量工具，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复合型、高质量人才。目前本

学科生源状况较好，研究生报考率录取比为 6:1，生源质量相对较高。

二、主要内容

1、目标与标准

按照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根据我校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

着力培养“推动国家、民族与社会发展进步的领导者和精英人才”的定位，本校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培养目标是：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方针，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较强的学习研

究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一方面“为各类企业、政府部门

及经济管理部门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为应用经济学

学科输送攻读博士学位的创新型、研究型人才”。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较全面、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全面把握本专业领域

的学术进展，尊重学术道德和规范，系统掌握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技能，具有独立

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能力并且达到一定学术水平，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胜任政

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具体标准如下：

（1）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具有较为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

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

系统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

（2）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具有较高的综合人文素质，具有积极的求知欲望、

较强的创新能力、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和良好的合作精神，掌握基本哲学原理。

（3）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能熟练查阅和使用应用经济学科重要的学术

期刊和数据库，理解和掌握应用经济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具备基本的文

献搜集、整理和评析能力。

（4）学制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基准学制为三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总学分 38 学分（16 学时/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为 34 学分，实践学分 4学分；课程学习 2年，学位论文工

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年。

（5）科学研究要求

本学科的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导师科研项目的研究活动，或开展与研究方向相

一致的科学研究。应参加不少于 6次学术讲座；积极参加二级专业的学术讨论和

学术沙龙活动。应该至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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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目前，本学科包括六个特色鲜明的学科方向。方向一：数量经济学。运用非

参数方法、应用微观计量等方法，研究工业增长模式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方向二：

政府经济学。基于“百村调查数据库”，聚焦农地制度改革、农业生产组织现代

化与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中国“三农”问题高水平咨政研究服务平台；方向三：

房地产经济与政策。扎根中国大地研究我国房地产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

是新时代中国住房问题高水平咨政研究服务平台；方向四：区域经济发展与流域

资源保护。研究长江流域、洱海地区水资源与水环境，形成经济学与环境科学等

多学科交叉的鲜明特色。方向五：国际贸易学。研究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

金融相关理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转型国家经济、对外开放与环境污染等方面

形成特色。金融学。方向六：研究宏观金融调控与风险管理、农村金融、资产定

价等。利用大数据技术，结合统计计量方法，在宏观金融稳定性及其微观机理、

微观金融风险管理、农村金融、教育金融等方面形成特色。

2.2 师资队伍

应用经济学学科现有教师 56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35 人，具有海外经历

的 24 人，硕导 32 人，博导 11 人，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与学缘结构合理。本学科

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涂正革教授带头的数量经济学团队；

邓宏乾、陈淑云教授带头的房地产研究团队；董利民、刘圣欢教授带头的区域水

资源保护团队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 2020 年稳步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融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体系研究”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建立健全住房基础性制度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研究”的

研究进展，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20 年新增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1项和湖北省人文社科基金 1项。

另外其他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在 SSCI/SCI，CSSCI 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提交咨询报告 20 余篇，其中多篇获省级及以上政府采纳或者领导人批

示。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2020 年有 273 名考生报考我院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院最终招收研究

生 43 人，平均报录比为 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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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报录比情况表

专业 2020 年

类别 专业/研究方向名称 报名人数 录取人数 报录比

学术型

区域经济学 24 4 6:1

金融学 43 8 5.4:1

产业经济学 110 10 11:1

国际贸易学 32 6 5.3:1

数量经济学 47 10 4.7:1

政府经济学 17 5 3.4:1

2020 年学院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来提高授权点的生源质量。首先，加强对

本学科各专业特色与优势的宣传工作；其次，积极引导本校本科毕业生报考本学

科硕士研究生；第三，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的免试保送生来我院学习。

3.2 思政教育

以思想引领为核心，不断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全年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主线，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党建共建基地、研究生培养基地等为依

托，在实践中引导学生将个人前途命运融入国家发展大势，推动提升学生的专业

能力和思想素质。学院注重培养研究生社会服务意识，先后组织 80 余名学生参

与江西等地进行巩固脱贫成果第三方评估调研，多名专业教师带队指导，在调研

中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学院现配备有 3名专职辅导员、6名行

政教辅人员，辅导员工作经验丰富，均为思想政治教育讲师、具有中级职称。为

帮助提升辅导员工作能力和水平，学院积极组织辅导员参与校内外各类培训，

3.3 课程教学

本学科点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下表所示。建立有学院、学科点二

级教学质量督导体系，选聘院内资深教授作为教学督导员，落实学科负责人课程

监督制度、教学督导员听课制度、学科同行磨课讨论制度，确保研究生教学工作

的顺利开展，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与水平。

表 7 本学科点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

/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在院系

1 中级微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一级学科）
刘小怡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48/3 中文

2 中级宏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一级学科）
肖殿荒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48/3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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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级计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一级学科）

李庆华

涂正革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48/3 中文

4
区域经济学理论

与政策

区域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董利民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5
区域发展规划与

研究方法

区域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汤学兵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6
新制度经济学专

题研究

区域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刘圣欢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7
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专题研究

区域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董利民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8
区域经济学发展

前沿问题

区域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汤学兵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9
证券投资理论与

分析

金融学

专业必修课
叶 桦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0 高级货币经济学
金融学

专业必修课
杨 柳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1 金融经济学专题
金融学

专业必修课
黄 苒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2
金融工程 II：理论

与实践

金融学

专业必修课
郑承利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3
固定收益证券专

题

金融学

专业必修课

余 星

郑承利

副教授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4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陈立中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5 不动产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邓宏乾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6 城市经济学专题
产业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陈淑云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7
现代不动产估价

理论与方法

产业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高炳华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8
房地产与实验经

济学

产业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邓红平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19 世界经济研究
国际贸易学

专业必修课
周维第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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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专业必修课
梅德平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1
国际贸易理论与

政策

国际贸易学

专业必修课
吴 艳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2
中国对外贸易专

题

国际贸易学

专业必修课
魏 伟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3
中国国际投资专

题

国际贸易学

专业必修课
杨 海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4
金融计量理论与

方法

数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王江涛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5 数量经济学专题
数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谌仁俊

涂正革

副教授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6 微观计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万 威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7
运筹学与动态经

济学方法

数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李庆华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8
高维面板数据分

析

数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向镜洁 讲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29 经济思想史
政府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赵 峰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0
管制经济学理论

与政策

政府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潘胜文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1
宏观经济理论与

政策研究

政府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曹 阳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2
中国农业政策与

实践

政府经济学

专业必修课
胡继亮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3
学术规范与论文

写作
专业选修课

涂正革

陈淑云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4
公共管理学专题

研究
专业选修课

董利民

刘圣欢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5
水资源管理专题

研究
专业选修课

董利民

汤学兵

教授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6
区域与可持续发

展专题研究
专业选修课

董利民

刘圣欢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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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金融风险管理：理

论与实践
专业选修课

黄 苒

余 星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8
金融统计与量化

分析
专业选修课 王江涛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9
公司财务分析与

管理
专业选修课

徐晓音

李闻一

副教授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0 商业银行业务 专业选修课
胡振红

宋 琴

副教授

讲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1
现代金融理论专

题
专业选修课

曹 阳

杨 选

教授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2 房地产金融 专业选修课
陈淑云

邓宏乾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3
物业管理与资产

运营
专业选修课

王佑辉

陈 锋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4
中外住房制度比

较
专业选修课

陈 峰

陈立中

副教授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5 产业经济学前沿 专业选修课
邓宏乾

陈立中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6
土地经济与土地

规划
专业选修课

洪建国

刘红萍
讲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7
国际经济学前沿

问题
专业选修课

杨树斌

孔祥贞
讲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8 发展经济学专题 专业选修课 李桂娥 副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49 中国经济史专题 专业选修课 李铁强 教授
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32/2 中文

3.4 导师指导

1、完善管理制度、做好顶层设计。学院依据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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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管理条例等相

关文件，在沿用部分制度文件的基础上，修订完善部分制度管理规章，对经管院

研究生导师聘任上岗要求进行更新审订，不断加强导师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2、严格准入标准、做好导师动态遴选。导师遴选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宗旨，

充分发挥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学院全面考察申请人的政治素质、

师德师风与业务素质，通过遴选工作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导师队伍质量。遴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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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遵循“控制规模、优化结构、动态管理、保证质量”的原则，将导师队伍建设

与研究生招生、培养、学科建设有机结合，促进导师队伍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协调

发展。相关遴选注重向青年学术骨干倾斜，促使其尽早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提供

平台，为优秀拔尖人才的引进和成长创建优良的学术环境，促使更多高水平人才

脱颖而出。

3、完善培训体系、做好研究生导师培训。导师队伍建设是研究生教育的基

础性工程，决定着整个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学院坚持以“牢记职责、熟知

规则、提升技巧、分享经验”为遵旨，通过主题讲座、团队讨论等方式对研究生

导师进行不定期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相

关文件、高校师德师风规定、高校学术道德规定、研究生心理危机的预防与干预、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等，通过培训显著提高导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3.5 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系统的学术训练是提高研究生科研能力、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要基础性

条件。学院在院、学科、导师等三个维度开展立体化的学术培养和训练。在学院

层面开设有包括基础理论和计量软件培训等方法在内的系统化课程，特别是针对

全体学生开设《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系列》课程，邀请以院领导、资深教授和优

秀青年老师组成教学团队，系统介绍研究方法和技巧。学院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开展主题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讲座，给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高水平学者

和研究成果的机会。在学科层面，依托各个学科方向，组织学生定期开展学术文

献分享会、研究方法讨论会，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通过讨论和分享，提

高学生的基础文献搜集、研读和思考能力。在导师层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导师

各项科研项目和课题，以项目为依托，锻炼提高学生基础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和

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立体化培养，引导研究生投入科研领域，以不懈的动力攀

登学术高峰，提高了全体研究生的学术水平。

3.6 学术交流

院内交流方面，学院组织有“南湖学术论坛”征文比赛，邀请专业老师对论

文进行评比并对优秀论文进行现场答辩，对于获奖论文和导师进行相应奖励，在

学院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院外交流方面，由于疫情影响，学院暂停了往

年定期化进行的学生赴境外交流活动，同时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活动。

学院积极支持和倡导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专业研究成果，了解

行业发展趋势。2020 年我院部分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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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0 年学院部分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时间 报告人 报告类型

1

Construction of Statistical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02002 Bin Liu 分会报告

2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Zones on China’s OFDI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odern
economic issues:
global ， national and
regional background

202004 Yanyan
Qin 分会报告

3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s Epidemic
Situation o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its
Count ermeasures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ICEBBMI
2020)

202005 Ting
Cao 分会报告

4
Effect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policy on the
real estate

CRIOCM 2020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vance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al
esate，Wuhan

202011 Yuexin
Wei 分会报告

5

How Can Blockchain
Technology Empower
Rental Hous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RIOCM 2020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vance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al
esate，Wuhan

202011 YiQing
Yang 分会报告

3.7 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同时是研究生的代表作，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全过程的概括与总

结，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环节。本学科点制定有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全过程管理。研究生本人是学

位论文的第一责任人，在学术研究和论文撰写中应恪守学术道德和规范。指导教

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指导教师（小组）应在研究生课程学习、专业实

践、论文选题、研究攻关、成果总结、论文写作和发表等培养环节中加强全过程

指导。研究生所属二级学科点和导师组要做好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进展督促

和质量把关工作，突出资格考试、选题报告、中期检查、年度进展报告等培养环

节。毕业答辩委员会委员应全面考查研究生的理论基础、专门知识、研究能力、

成果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

3.8 学风建设

学院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工作，采取多项措施扎实推进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

规范教育。结合新生入学教育和新生学涯规划系列导学讲座，邀请学院领导和学

科带头人，为新生上好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开学第一课，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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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专业第一讲，开展好新生入学后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组织学科组

导师以专业方向为单位，开展学术道德规范专题培训，引导学生明确本学科的学

术要求和规范，掌握学术研究工作规范，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同时以年级为

单位，辅导员结合年级班会组织研究生召开学术道德规范主题班会，引导同学们

自觉把学术诚信作为学术创新的基石，坚守学术诚信底线，维护学术尊严。注重

发挥研究生学生干部、研究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对研究生党员和干部召开专

门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座谈会，切实发挥他们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宣传和示范作用。

学院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学院营

造了良好的学风。

3.9 管理服务

学院现配备有 2名专职研究生辅导员、6名行政教辅人员，辅导员工作经验

丰富，均为思想政治教育讲师、具有中级职称。为帮助提升辅导员工作能力和水

平，学院积极组织辅导员参与校内外各类培训，2020 年辅导员参加校内外各类

培训达 10 余场。在学院党委和行政班子的关怀下，依托学院研究生会，本学科

点建立有较为完善的研究生权益保障机制，高度重视研究生维权工作，将具体事

务落到实处、责任到人。在学研究生整体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3.11 就业发展

2020 届普通本学位点共有全日制硕士毕业生人数为 50 人，总体而言，2021

届普通全日制硕士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截止到 2020 年度 12 月 15 日）为 92%。

毕业生就业主要分布在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教育业等领域。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就业。就业地区主要集

中在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

表 7 2020 届研究生各专业毕业人数和就业率

专 业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数量经济学 4 4 100.00%

国际贸易学 6 5 83.33%

金融学 13 13 100.00%

区域经济学 5 4 80.00%

世界经济 3 3 100.00%

西方经济学 6 5 83.33%

政治经济学 4 3 75.00%

产业经济学 9 9 100.00%

根据对有关用人单位的调研和考察，用人单位对本学科点毕业生的思想政治

素质、专业知识储备、团队能力和工作态度等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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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华中师范大学金融专业学位面向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投资公司等各类

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各类企事业单位，培养富有人

文素养和创新精神，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具备经济金融专业知识，掌握现

代金融理论、工具，懂得现代金融运营管理，具有优良职业操守、市场意识和服

务意识的高级应用型金融人才。

基本培养要求：

1.以培养高级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人才为目标

恪守“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百年传统，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

培养大批扎根中国大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

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级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2.以人文素养、信息技术、国际视野为特色

依托我校学科优势，跨专业整合优质人文课程，培养学生成为传承恽代英红

色基因，博古通今、文理兼具的高素质人才。基于学位点师资的数理金融优势，

借助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实验教学平台，通过金融专业技能竞赛和国际化课程设

置，国内教育与国际视野培养并重，提升学生学识技能和实践能力。

3.以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匹配为导向

关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行业深度变革对高级金融人才的需求，推动金

融学科与数理等学科交叉融合，开立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资本运营和投资管理

及公司金融三个培养方向，实施动态调整机制。发挥学科在绿色金融、农村金融、

房地产金融等方向的发展特色，在引入行业优质资源中起到平台作用，丰富人才

培养的外延与内涵。

（二）学位标准

本学位基本学制为 2 年，实行 2-4 年弹性学制，总学分研究生需修满 37个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33个学分,其他培养环节 4个学分。

完成课程学习，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华中师范大学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证书，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二、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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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方向特色

1.紧跟国家战略，彰显学科特色

本学位点金融学科历史可追溯到中华大学 1929年设立的银行学系。自 2015

年获批以来，本学位点已发展为师资队伍强大、特色鲜明、在中南地区具较高知

名度且在全国具一定影响的专业硕士学位点。目前有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资本

运营与投资管理、公司金融等 3个招生专业方向，实施动态调整机制，规模达每

年 30人左右。近 5 年报名人数和第一志愿录取比例稳步上升，来自著名高校和

本校的生源占比加大，平均录取分数超国家复试分数线 24分，生源质量不断提

高。

本学位点坚持金融专业学位与信息技术、数字科技和实践创新多维度深度融

合，紧跟国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战略，在绿色金融、农村金融、房地产金融、

金融发展与历史经验四个方向形成培养特色，通过承接 “洱海综治融资方案”、

“房地产金融长效机制”等 “校政行企”重大应用型项目，打造行业急需的高级复

合型、应用型金融人才，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

2.立足实训基地，强化实践培育

学位点秉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精神，从实践

基地建设、实践导师遴选和实践教学设计方面体现实践培育特色。（1）信仰坚定，

专业扎实。以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一流学科、以经济学省一流本科专业为基

础，形成思政课程与职业规范相融合的立德树人教学理念，品牌卓越，良性发展。

（2）生源充足，报录比递升。办学规模逐年扩大，生源充足，报录比逐年提高。

本专业学生毕业生中有近 30%选择在湖北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部门工作，充分

体现扎根湖北大地、辐射全国的办学定位。（3）校企互动，协同育人。拥有数量

稳、质量高的产学研协同育人基地和行业导师队伍。企业实际问题调研、行业高

管授课常态化进入课堂。创办“桂子山金融论坛”行业讲座，打造校企交流平台。

专任教师和行业导师协同进行教学案例采编和学位论文指导

3.监控重点环节，提升培养质量

注重研究生培养重点环节的过程监控，严把实习实训和学位论文质量关。（1）

注重课程教学、实习培训、论文指导的过程监控，开设丰富的实验课程，聘请金

融领域的杰出学者、专家和从业者担任专业硕士实践导师，为金融专业硕士进行

系统的理论及实验操作方面的指导，助力研究生在理解金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

能够结合实际金融问题进行计算和分析。（2）注重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

答辩和答辩的过程监控，各环节聘请学科金融领域专家和业界专家学者严把质量

关，与校内专业导师一起把脉诊断，集思广益帮助学生及时调整与解决论文选题

与撰写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注重学术训练的过程指导，研究生在校内专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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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指导下，从入学开始注重文献阅读、讲座、研讨与研究训练，规范研究生学

术训练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为学位论文的撰写奠定扎实基础。

（二）师资队伍

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拥有“四个一批”人才 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获得者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 人，楚天讲座教授 2 人，桂

子学者特聘教授 1 人；聘请中国建设银行分行行长金鹏等威望很高的实干家

为业界导师，已形成一个高水平导师团队。截止目前，学位点共有导师 71人，

其中，校内专任指导教师 40 人，校外业界导师 31 人。在硕士导师中，获博

士学位的导师占总人数的 64.78%，获硕士学位的导师占总人数比例为 35.21%，

具正高级职称的导师占比为 29.58%，具有副高级职称的导师占比为 43.66%，

具有中级职称的导师占比为 26.76%。导师年龄、学历和职称结构符合现阶段

学位点的教学和学术培养需求。

（三）科学研究

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的科学研究以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金融理论与

实践为导向，坚持面向经济与金融改革与发展，以期满足社会建设与发展需求。所

有科研成果与项目均源于金融改革与实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本学位点

每年设立各种课程与教材建设项目，引导教师将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

容，鼓励教师编写专业教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

配套讲义、题库、案例库等，不断培育高质量课程。本年度完成科研项目和教改

项目共计 15项，与本学位点的科研与服务定位高度匹配。本年度共出版专著 5部，

发表学术论文 27篇，均为金融实践相关话题。本年度共提供政策咨询报告并被教

育部等部门采用共 9篇。所有科研成果为促进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和实践指导，献计献策。

2020 年获批科研项目与教改项目

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起讫

时间

经费

(万元)

陈淑云 武汉市房地产长效机制
SK01242020-

0468
武汉市人民政

府研究室

2020.9-
8

陈淑云 公租房全链条管理体系研究
XM01202004

52
湖北房地产发

展研究中心
2020.11- 29.8

陈淑云

终止2019年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

查项目 工作合同前期费用补偿协议

书

SK01242020-
0299

江西省扶贫办 2020.6- 2

陈淑云
新形势下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

体系研究

SK02252020-
0086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202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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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亮
“十四五”时期湖北面临的国内外环

境变化研究

SK02252020-
0448

湖北省发改委 2020.8- 10

胡继亮 湖北省青年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研究
XM09202002

85
共青团湖北省

委
2020.12- 8

李闻一
湖北省财务共享服务学会成本对标

项目

5500-2020220
8002

湖北省财务共

享服务学会
2020.1- 6

李闻一 商业智能的Power BI实现

北京神州云合

数据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20.6 2

李闻一 财务共享与企业价值

科技部高端外

国专家引进计

划项目（社会与

生态建设类）

2020.7 42

余星
创新型金融专硕人才培养“三化五

维”模式及实践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研究生教改项

目

2020.9 2

杨柳
疫灾背景下海关帮扶企业防控疫情

复工复产措施与政策研究

SK02072020-
0419

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

2020.3-20
206

2

李闻一 新冠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应对
SK02072020-

0419
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
2020.9- 2

邓宏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房地产市场治理

模式创新

SK02072020-
0013

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
2020.3- 20

余星
流动性风险下期权定价及套期保值

研究

CCNU19TD0
06

中央高校自科

团队项目
2019.5- 20

宋琴
资本约束下银行流动性创造对实体

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30106190368

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

2019.3-20
20.12

15

2020年出版专著

姓名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书号
出版时

间

署名

情况

周维第

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

（2019）——贫困边缘人口

的致贫风险与规避对策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ISBN
9787520167482

2020 副主编

杨柳 《货币金融学》
武汉大学出

版社

ISBN978730712
8514

2020 主编

魏建国，

叶桦
《证券投资学》

高等教育出

版社

ISBN：
9787040240535

2020 主编

郑承利
公司理财（第11版）同步辅

导与习题集

西北工业大

学出版社

ISBN:
9787561263808

2020 主编

邓宏乾 住房保障改革与创新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594

884
2020 主编

2020 年发表金融领域学术论文

姓名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作者

排名

刊物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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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元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ased On
Management’S Opportunistic

Behaviour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20 第一作者 SSCI

王江元
Equity concentration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energy
Energy

Economics
2020 第一作者 SSCI

余星

The optimal multi-period hedging
model of currency futures and options

with exponential utility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020
第一，通讯

作者

SCI/SS
CI

余星
Hedging the exchange rate risk for

international portfolio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

2020 第一
SCI/SS
CI

余星

Methanol futures hedging with
skewed normal distribution by copula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2020
第一，通讯

作者
SCI

余星

Supply chain financing model under a
new mechanism of bankruptcy

guarantee

Economic
Computation
and Economic
Cybernetics
Studies and
Research

2020
第一，通讯

作者

SCI/SS
CI

余星
Supply chain financing mechanism

with guarantee insurance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20
第一，通讯

作者
SSCI

郑承利

Forecasting the hydro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China by using a
novel unbiased nonlinear grey

Bernoulli model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第一作者 SCI

郑承利
Multiscale Hedging with Crude Oil
Futures Based on EMD Method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20 第一作者
SCI/SS
CI

郑承利

Estimation of Tail Risk and Moments
Using Option Prices with a Novel
Pricing Model under a Distorted

Lognormal Distribution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20 通讯作者
SCI/SS
CI

郑承利

Forecasting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of China Using a Novel

Grey Model
Complexity 2020 第一作者

SCI/SS
CI

郑承利
Efficiency of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Based on
Complexity 2020 第一作者

SCI/SS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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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ity-Entropy Binary Causal
Plane Method

陈淑云、

王翔翔

“抢人大战”是否对冲了房地产调控

政策——基于人才落户政策的证据

《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2020 第一作者 CSSCI

陈淑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房地产企

业投资行为吗
江汉论坛 2020 第一作者 CSSCI

陈淑云
住房环境、社区环境与青少年身心

健康
青年研究 2020 第一作者 CSS CI

邓宏乾 人口流动影响机制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20 第一作者 CSSCI

王江元

竞争抑制了机构投资者信息搜寻努

力吗？——基于卖空约束解除与投

资者访问的证据

经济评论 2020 第一作者 CSSCI

孔祥贞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
世界经济研究 2020 第一作者 CSSCI

孔祥贞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出口效应研

究
世界经济研究 2020 第一作者 CSSCI

杨柳、魏

可等

《银行异质性、金融监管强度与银

行信贷扩张
《上海金融》 2020 第一作者 CSSCI

陈淑云
湖北省“十四五”住房保障发展的定

位与思考

湖北省社会科

学
2020 第一作者 CSSCI

余星
基于相对浮动价和政府补贴的订单

农业协调机制研究
管理工程学报 2020

第一单位：

华南理工大

学

CSSCI

李闻一
财务共享服务体验中心的设计与实

践
财会月刊 2020 第一作者

北大核

心

李闻一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的回顾、趋

势与建议
会计之友 2020 第一作者

北大核

心

周维第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пыт

финанс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объект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едвижмости.

Веснокi.
Гродзенскага
Дзяржаунага
унiверсiмэта
iмя Янкi

Купалы. Серыя
5. Экономика.

2020 第一作者 国外

周维第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zones on
China’s OFDI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20.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глобальный,
нациальны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2020 第一作者 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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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онтест.

周维第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企业社会

责任———基于ＰＳＭ－ＤＩＤ方

法的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0 第一作者

2020年咨政报告采纳情况

姓名 报告名称 采用单位 采用时间

李闻一
新冠疫情后湖北灾区中小企业生

产恢复的应急管理研究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

晶同志批示并采纳）
2020

李闻一
关于财务共享服务行业复工复产

政策优化与建议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采

纳
2020

李闻一
关于农副产品加工行业复工复产

政策优化与建议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采

纳
2020

杨柳
“化解湖北省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过

程中若干风险的建议”
湖北省委 2020

杨柳
“有效化解香港金融冲击及风险的

政策建议”
中央部委采纳 2020

杨柳
“建设武汉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战略支点的政策建议”
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批示 2020

杨柳
“RCEP签订后对武汉发展的政策

建议”
湖北省省委，省长王晓东批示 2020

杨柳
“美对华科技遏制相关风险点及应

对建议”
武汉市委采纳 2020

陈峰，陈

淑云

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可能盲

点与对策建议

湖北省委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两级政府采纳
2020

（四）教学科研支撑

为支持本专业学位的发展，本学位点实验中心拥有丰富的专业实践教学资源供

教学使用。学校每年划拨金融专业硕士培养专项经费并单设实践教学经费，经费投

入充足。目前为止，共设置金融专业硕士专用多媒体教室 4间，拥有金融工程实验室

与研究课程实验室、金融案例研究室等，STATA软件 1套；MATLAB软件 1套；

WIND金融资讯、CSMAR等专业数据库。

此外，本学位点拥有 1个国家级平台：华中师范大学国家级文科综合实验教学

中心,一个校级平台：金融工程中心；15个校外实训基地：天风证券绿色金融实习基

地等，有力地支撑了金融专业硕士的培养和实践教学。

（五）奖助体系

为激励广大研究生潜心钻研，保证每一位研究生能够在校安心开展研究和实践

学习，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所涉奖助体系包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三助”（助教、助管、助研）、社会奖学金（助你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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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阳教授学术基金等）构成的研究生奖助体系。根据学校研究生各类奖学金投入和

评选情况，在校 60 名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中，获优秀学业奖学金人数为 40人，占

总人数比例为 100%。其中，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按 20000元/人/年、国家助学金

按 6000元/人/年标准发放。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及学位授予

1.招生选拔

本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要求，秉承华中

师范大学“一体两翼”的办学特色，旨在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培养既有扎实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又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卓越实践能力的金融专业人才。本学位点自

2015年正式招生以来，报名人数和第一志愿录取比例都稳步提高。2020年，金融专

业硕士一志愿报考人数为 457人，其中国家线上线人数为 90人，最终本专业的复试

线为 369分，高出国家线 23分，最终录取 30人。

2.学位授予

2020年金融专业硕士点应授学位人数 40人，如期取得学位数 40人，如期取

得硕士学位率 100%。

（二）思政教育

本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学习马列主义，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做法

与成效包括：

1.党建引领，强化思政元素。在金融系党支部的组织下，深入学习党中央文件，

把脉中国金融经济实践，积极把党中央文件精神贯彻到日常的教书育人工作中去。

致力思政理念入制度，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课程建设目

标，致力思政元素入教学；致力思政成效入考评，实行“一票否决制”课程育人考核

评价制度，严格把关和考核教师教案和课堂。

2.学习马列主义，践行知行合一。创建党建带团建工作模式，依托“鸿鹄读书会”

建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基地，依托“马列读书会”建立师生党员教育基地，致力

打造专家学者“经世微党课”。着力打造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完善本专

业研究生党支部制度，组织党员采用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3.明确政治方向，践行社会责任观。每年组织百余名师生到世界五百强企业参

访实训，主动对接社会前沿上好“先修课程”；每年组织百余名师生深入东中西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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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进行“百村调研”，主动将学术科研扎根中国大地；每年向中央、部委或省市政府

提供咨政报告，主动为国家贡献华师智慧；每年培育校级省级国家级创新项目，提

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三）课程教学

课程设置。严格按照《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开设课程。学生

在校学习实行弹性学分制，需修满 37个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33个学分,其他培养环节

4个学分。为拓宽研究生个人发展空间，适应个人志向需要，学生可在导师的指导

下结合研究方向跨专业、跨学科选修课程。

在课程教学中，参照金融专业硕士教指委及本校研究生院相关规定，设置公共

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 3个模块。专业核心课程由专业基础内容构成，

包括《金融理论与政策》、《投资学》、《金融衍生工具》、《公司金融》等课程。选修

课体现实践型高级金融人才培养需要，突出培养方向，并邀请国内知名企业、事务

所高层次实践专家、行业导师开展“桂子山金融论坛”系列讲座，引进本领域前沿研

究成果和优质行业教学资源。

培养方案优化。组织专家和骨干教师研讨修改 2015版培养方案，借鉴国内著名

高校及领先财经高校先进的培养模式和经验，结合本学位点具体情况，形成 2020

版新修培养方案。将金融专业硕士培养年限由 2年调整为 3年。探讨形成金融工程

与风险管理、资本运营和投资管理及公司金融等 3个特色方向；在满足金融教指委

指定核心课程要求的同时，增加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环境金融等前沿课程，适应

金融业态发展趋势；强化专业实践教育环节，合理增加特色方向和实践课，探索“特

色方向、专业选修”课程；为提升学位论文质量，增加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讲座，

以及强化导师沙龙、讨论班等。

教学质量评价。学院成立由专业学位管理副院长牵头的专业学位教学督导组，

成员包括专业学位负责教师、专业学位教学秘书、学生团委书记和研究生辅导员，

定期组织学生进行重点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课程反馈信息，持续提升教学质量。

（四）导师指导

金融硕士研究生强调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需坚持以综合素质为基础，

以金融及相关产业需求为导向，在培养过程中兼顾理论性和实践性、综合性和学科性，

采取双导师制进行培养。

1.学术指导教师为金融学和各学科方向的教授、副教授和博士教师。导师管

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落实导师是研

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严格按照《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

聘工作实施办法》对导师队伍进行选聘、培训、考核，对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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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执行进行明确规定。强化研究生导师基本素质要求，制定了导师选聘的基本条

件与要求，遴选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业务素质精湛，能教书育人，为人

师表，团结协作的导师队伍，明确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2.健全研究生导师评价激励机制，实施导师招生岗位审核监督和岗位动态调整

与退出机制，加强导师上岗岗前培训制度和合作导师制，加强对新导师的指导和培

训，以保证研究生培训质量。针对导师的工作性质与发展需求，金融硕士专业学

位导师培训主要围绕学术科研、教学技能和道德教育等内容，采取讲座和会议研讨

等方式开展。金融硕士学位点牵头邀请研究生金融专业的学者以及金融实业高管为所

有金融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进行培训，帮助导师更加明确研究生培养具体内容和

要求，明确导师职责，规范指导环节；邀请金融相关学科专家探讨钻研金融专硕

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要求，助力导师更好履职。

（五）实践教学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施高校和业界深度融合的培养模式，学科教学领

域与经济社会需求密切对接，彰显学生专业和职业能力一体化的培养特色。本学

位点坚持校内学习与业界实践结合、专业特色与基地专长相结合、实习实践与最

终就业相结合。与天风证券等 30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长期合作，共建实训基地 15

处，涵盖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房地产金融公司等多个金融相关行业，重点用于

研究生的实践教学见习与实习，充分满足实践教学需求。

围绕培养目标，本学位点深入进行案例教学改革，在课堂教学中强化案例

分析，在专业实践中开发特色案例，在论文写作中倡导案例研究。案例教学贯穿

人才培养全过程。金融硕士专业教师队伍积极参与案例开发与教学工作。定期研

讨、培训、立项，建设自有案例库。设立案例采集基地，支持师生深入一线调研。

制订案例建设管理文件，形成长效化制度保障。资助原创教学案例开发、奖励优

秀案例，将案例开发纳入教师教学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学生撰写案例形式毕业论

文。建设师生协作案例开发团队，探索案例育人机制。已建成 2个专业案例团队，

撰写自有案例近 30篇。

2020年研究生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

序号
活动或成果

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科

专业

活动或成果简介

（限200字）

1
创新实践

教学形式

杨柳、陈

文哲
金融学

《利率双轨制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研究报

告》获得湖北省金融统计学会重点课题二等奖。

2
创新实践

教学形式
肖钰玲 金融学

研究报告《数字货币市场研究报告》研究了DCEP 第

三方支付产业新变量模式、策略、场景、流程等问

题。该报告得到了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领导的

批示并被采纳，作为行内决策参考。研究成果为银

行在拓展数字货币业务方面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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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实践教学

形式

胡继亮、游

怡
金融学

《加快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发表于中共湖北省

委主办的权威期刊《政 策》，与省委书记

《在支持服务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期发表。成

果就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提出了创新担保产品，

增加业务范围、加强内部管控，完善体制机

制、推进深度合提供相关决策咨询。

注：1.限填本单位组织或开展的专业实践活动，或本单位取得的专业实践成

果。如：原创教学案例，自建案例库，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创业教育活动、职业

能力培训等。

“负责人”填写组织或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责任教师、行业专家，或取得专业实

践成果的主要教师。

（六）学术交流

2020 年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共举办学术论坛、讲座11场，邀请专家13人，参与研究

生1321人次。院级论坛与讲座主要围绕“论文写作”“数据处理与分析”“科技金融”等

主题开展，研究生积极参与，获益颇多。

2020 年研究生参与论坛、讲座

序号 论坛讲座名称
次

数

邀请专

家数

参与研究生

人次

1 文献综述写作与创新点提炼 1 1 114

2 如何做一份有价值的研究 1 1 127

3 经济分析的制度范式 1 1 144

4 论文写作前的准备 1 1 140

5 数据管理与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的现状

和金融科技的国际趋势
1 1 120

6 论文选题的几点建议 1 1 116

7 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方法 1 1 107

8 To be a dataman：让数据成为你的生产力 1 1 115

9 中国在金融双循环领域的制度创新 1 1 143

10 疫情期间顺利开展线上求职技能培训 1 3 105

11 启航就业大讲堂之公职类考试培训 1 1 90

合计 11 13 1321

（七）论文质量

按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规定》，金融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具体要求有：（1）论文选题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选题

要来源于金融专业相关领域，要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和一定的理论意义。（2）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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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论文要运用金融的相关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结合所学专

业对资本市场、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房地产金融等方向进行深入分

析、研究并提出解决的策略或方法。（3）学位论文形式也具有多样性，许多学位

论文基于培养过程中产生的案例分析、咨询报告和调查研究凝炼和提升而成。（4）

论文应做到体例结构规范，方法科学、合理，观点明确，阐述准确、清晰，并有

一定的创造性。论文格式应符合文体要求，论文字数不少于 1.5万字。

本年度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

学科方向

研究生为第一作者

发表论文数

导师第一作者、研究生第二作者

发表论文数

总数
核心

期刊

中文

期刊
总数

核心

期刊

中文

期刊

金融专硕 0 0 0 2 0 2

学位论文评审采取盲审的方式，由研究生处负责学校盲审论文的抽取，原则上盲

审比例为 100%以上。盲审论文抽取采取“普遍抽检+跟踪抽检”的方式，对出现“存

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学科和导师进行跟踪抽检。学位论文盲审采用第三方电子评阅系统，

盲审论文电子版一律通过研究生系统进行提交，各学科研究生秘书在研究生系统中审

核学生提交的电子论文是否符合盲审要求。

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负责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学位论文指导，

围绕学位论文具体要求，指导学生论文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论文撰写和修改

完善等工作，导师全程跟踪，及时答疑解困，确保金融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论文答辩应从论文选题与综述、研究设计、论文的逻辑性和规范性、工作量等方

面重点考查论文是否使学生受到了系统、完整的研究训练。学位论文答辩组应至

少邀请一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校外实务部门专业人员作为论文答辩委员

会的成员。

2020年金融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及抽查评议

学科方向
评 审

硕士论文盲审数 硕士论文异议篇次

金融专硕 40 0

学科方向
抽 查

抽查论文总数 优秀数 良好数 合格数 不合格数

金融专硕 0 0 0 0 0

说明：论文外审均分：≥90分（或推荐为省市优秀论文）为优秀；75～89

分为良好，60～74分为合格，＜60分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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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保证

金融硕士学位点的研究生培养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要求，组建金融专业硕士管理中心，由研究生处、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和学科教

学方向相关的金融系分工合作，确保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各项工作有序顺利开展。

1.中心负责统筹协调、整合资源，组织指导学科教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各

项工作；学科教学方向相关的金融系担负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学科方向研究生培

养的主体责任，协助中心做好研究生培养各项工作。

2.依据金融学科教学方向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心与金融系统筹构建理论性、

实践性和学术性相整合的课程体系，规范研究生教育教学基本环节；形成课堂教

学、讲座、案例研究、学位论文写作的学术训练体系，形成案例研究、社会实践、

毕业实习的实践训练体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和院系研究生导师共同指导研究

生的金融学和相关学科的学习与实践。

3.中心与研究生处规范导师聘任机制，要求校内学术指导教师为金融学方向

的教授、副教授和博士教师，聘请校外学业导师共同参与指导。采取每年聘任与

评价的方式，综合考虑教师的基本情况、教学经验、科研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

所有导师的教育与专业基础理论扎实，随时关注与了解学术前沿，发表大量优质

学术论文，获批大量省级以上学术研究课题，在各学科相关领域已取得丰硕研究

成果，为研究生实践能力与专业培养奠定扎实理论基础。校外实践指导教师为工

作业绩突出，在相关专业领域有较高声望和较大影响力的企事业单位骨干，更好

满足学科金融领域研究生的实习实践训练需求。

4.中心与系部根据学科发展与研究生培养需求，按时按需聘请金融学或相关

学科专家学者开展实践前沿、学位论文指导和研究生培养相关讲座与交流论坛，

中心集中明确导师职责，规范研究生培养环节，院系自主钻研探讨，助力导师更

好履职，强化导师师德师风和学术能力，创造优秀且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此外，

在每次导师培训报告和交流论坛中，都会强调并引导所有导师关注学生的心理和

学业压力，用导师魅力人文关怀感动学生。

（九）学风建设

2020 年度继续认真执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

范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对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学风和学术道德的教育贯彻整个培

养过程，从课程教育、开题报告和学位论文三个环节来保证研究生的学风学纪。

具体展开情况如下：

1.期末考试：每学期考前进行考场行为规范、作弊处罚条例和考试诚信等内

容的警示教育。2020 年未发生考试作弊等严重考场违纪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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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研究：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贯穿在研究生培养各阶段。培养初期，

由业界专业硕士培养指导委员讲授《金融专业硕士第一课》。组织研究生定期学

习《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和《高等学校预防与处

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法》有关精神，引导和弘扬实事求是学风、遵守学术规范、

摒弃学术不端行为。学院也会组织相关领导和专家专门就相关研究生管理制度、

学位论文撰写的规范性教育等进行讲解.

3.教育教学：一是建立研究生教学质量的保障体系，并持续改进。具体实施

内容包括人才培养方案的扩充和修订、每学期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反馈以及研究生

课堂的听课和督导制度等。从而保证了教学正常运行和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二

是邀请金融学科领域专家开展关于金融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趋势和学术论文撰

写技巧等内容的主题讲座或论坛。

4.师德师风：一是以《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标准和基本依据对师德师

风进行考核，全面覆盖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

为人师表等六个方面。根据学校师德师风考察工作办法，在人才引进工作中，严

格实行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将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

察放在人才引进考核工作的首位。二是开展警示教育，丰富师德师风建设形式。

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通过开展《习近平治国理政》学习、党委理

论中心组会议学习、师德师风文化长廊、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等多样化主题教育活

动，丰富师德师风建设形式，践行师德创先争优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党员教师先

锋模范作用，贯彻为人师表原则，加强教师对相关法律法规、职业认同感带动广

大教师践行师德表率，为学生做好榜样，把“授业”与“育人”有效结合。

综合各方情况，2020 年，本学位点下无学术不端行为、无师德师风问题。

（十）管理服务

1.组织结构：本专业学位点在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学位点负责人及学

科方向带头人的配合下承担相应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同时，配备专职研究生秘书

负责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行政管理工作；配备研究生专职辅导员负责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有严格的研究生管理制度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所有环节。

学院行政、学工、学位评定委员会各司其职，负责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日常管理、

奖优罚劣、学位评定和授予等工作，并接受本学位点研究生申诉与复议，予以仲

裁。

2.制度建设：在学校和研究生院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立足自身，扎实开展制

度建设，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具体包括教务管理制度、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制度、论文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为工作的高效开展

筑牢了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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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管理与服务：树立严格管理和优质服务并重的指导思想，充分保障学

生的相关权益。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在学研究生学习状况和满意度的抽样调查以及

一对一谈话，充分征求学生意见建议，改进相关工作，学生满意度较高，获得感

较强，对自我成长的满意度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十一）就业发展

本院金融专业硕士项目在培养方案设计、专业及实践课程的设置方面，既充

分考虑了金融人才培养的专业性，也融入了我校对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信息化

头脑人才的要求。培养的学生既具备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知识，也具有较强

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符合现阶段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对复合型专

业人才的需求。本院金融专业硕士项目毕业生就业率高、就业结构合理，用人单

位和社会反馈良好。2020 年，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41 人，就业人数为 41

人，就业率为 100%。其中，签订协议 41 人；在政府及事业单位就业 3 人，企

业单位就业 38人。

硕士毕业研究生就业率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41 41 100%

硕士毕业研究生就业形式

毕业生

总计

协

议

合

同

升

学

出

国

其他形式

就业
自主创业

不就业

拟升学

其他

暂不就业
待就业

41 41 0 0 0 0 0 0 0 0

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自己创业 其他单位

2 1 38 0 0

四、服务贡献

金融专业硕士学位点坚持紧跟国家战略，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夯实研究

平台为基础，本专业研究团队充分发挥智力优势，持续提供高质量研究成果，

有效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积极服务于国家与地方经济，推动华中师范大学金融

学科品牌建设。

（一）科研成果转化情况

本学位点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智库服务、学术交流等活动，积极加快科研

成果的转化，在如下方面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1．以华中师范大学为平台，为中国金融发展提供解决方案。2020年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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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完成科研项目和教改项目共计 15项，总经费 191.8万元；出版专著 5 部，

发表学术论文 27篇，有效解决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推动中国经济金

融可持续发展。

2．围绕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积极建言献策。紧密结合房地产风险、影子

银行风险、突发公共事件、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等方面，提供专家智库支持。

本年度共提供政策咨询报告并被教育部等部门采用共 9 篇，有效扩大华中师范

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社会知名度。

(二）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本学位点立足“绿色金融与农村经济”、“金融风险防范”、“聚焦中国财政

金融改革”、“助力中国金融教育”， 积极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

1.以金融创新为抓手，助力环境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全面贯彻党中央碳

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以华中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为平台，创新驱

动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本专业研究团队长

期承担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深入云南省大理州十余年，

致力于洱海流域水污染治理，参与“洱海环湖截污工程 PPP 项目实施方案”制定，

创新污染物排放量量化模型，构建环境风险评估体系等关键技术，制定流域社

会经济结构调整及控污减排规划，有效支撑《云南洱海绿色流域建设与水污染

防治规划》等工程方案。经过科学治理，全方位控制洱海水污染，显著改善流

域水生态环境。此外，本专业研究团队还长期开展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湖北省

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改革调研活动，形成教育部智库成果、调研报告等，为完善

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

2.立足产学研平台，服务地方经济和金融风险防范。坚决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在金稳委统筹下，强化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性，以湖北房地产发

展研究中心为平台，持续打好防控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本专业研究团队提出

健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并针对影子银行对宏观经济冲击，提

交调研报告，获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各部委采纳；化解地方债风险，管控中小

企业供应链风险，研究地方债风险评估技术，举行九州通信用风险专场培训；

应对突发事件对中小企业违约风险冲击，完善供应链传染效应评估和预警体系；

设计农产品供应链机制，并为金融机构提供生猪全链式风险对冲方案。

3.聚焦中国财政金融改革，服务金融安全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国家级文

科综合试验教学中心为平台，有效融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辩证法，创新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财政金融研究新范式。本专业研究团队不仅长期关注

中国印钞史和税收史，发表高质量的财政史研究成果，而且推崇新政治经济学，

拓展金融顶层设计新思路，采用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为中国货币政策设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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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和决策新依据，并荣获第八届金融图书金羊奖，学术观点在主流新闻媒

体刊登，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4.以金融教育为纽带，支持新疆人才培养和实体经济。积极落实金融支持

“一带一路”战略，华师对口支援喀什大学，实施金融学科帮扶计划。本专业团

队成员助力当地经济建设，繁荣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积极开展更新教学

理念，合理设计课程，关心民族学生学习与生活，参加喀什地区行署武专员领

导的贫困村调研与南疆扶贫实践活动，并在中华保险集团 33 周年总裁峰会线

上线下做《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说“再见”，难！》和《中国经济抗疫阻击战》

演讲，社会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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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华中师范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硕士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扎实的

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突出的创新能力，毕业之后能成

为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应用统计专门人才。预期毕业后五

年左右能够成长为相关领域的统计分析骨干。本专业培养方向主要包括数据挖掘

及其应用、金融统计、生物医药统计、教育大数据等四个方向。具体如下:

1）定位准确、特色突出。我校是一所高水平的师范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大学，

统计学是我校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之一，优秀校友众多。学校将应用统计专业硕

士定位为新时代应用型、复合型统计人才。我校统计学科的特色是理论基础扎实、

应用领域广泛。我校统计专业教师在金融统计、生物医药统计、教育大数据等领

域研究成果突出，并能转为实践应用。这四个培养方向的设立与培养目标充分考

虑了我校的特色、定位、优势。

2）面向社会、动态培养。学校与武汉市房产信息中心、上海浦东软件园三

林园等机构、企业建立产学研战略合作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对行业需求进行调研，

对学生培养进行动态调控。当前，行业与企业迫切需要具有信息化、国际化、职

业化，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统计人才。本专业结合社会需求制定培养目标。

1.2 学位标准

1.2.1 办学特色与优势

我校应用统计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总体特色是紧跟时代步伐，面向行业需求，

打造全新统计人才。应用统计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总体优势是统计理论扎实，数

据挖掘及其应用、金融统计、生物医药统计、教育大数据等四个方向的统计应用

迈向一流。具体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包括:

1）生源质量高，研究转化快。我校应用统计专业报考生源充足，竞争激烈，

报考人数呈逐年升高趋势。生源主要为包括 985 院校在内的全国普通高校本科

毕业生。骨干专业教师在纵向提升自我科研、教学水平的同时，带领研究生横向

开拓学科交融研究。

2）校企结合广，质量保障稳。学校建立的上海浦东软件园三林园实习基地

至今已连续四年为 40 余名学生提供实习岗位。有 9 名研究生被上海银行、上汽

集团、新环科技等高新企业留用。利用我校统计学科优势，实施精准化教学、高

校思政育人，打造一流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3）培养成效大，社会影响强。我校应用统计专业硕士毕业后能迅速成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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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骨干，毕业生在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等总舵机构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另

外，我校也有多名应用统计专业硕士成功攻读博士研究生。

1.2.2 学位授予标准及执行情况

1）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应由 5 位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组成。论文评

阅人 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该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应用统计专业人员。

2）学位授予要求：申请应用统计专业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根据华中师范

大学全日制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及必修

环节，取得规定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其中公共课 4学分、专业必修课

16 学分;专业选修课程不低于 10 学分；专业实践 6学分），按规定完成学位论文

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授予国家颁发的应用统计

专业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2018 级目前共有 25 名全日制毕业生符合学位授

予标准，成功毕业。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专业课程设置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包括数据挖掘与大数据、

金融统计、教育统计、卫生医药统计等四个培养方向。每个方向分为学位公共课、

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环节四个模块，不仅重视统计学理论知识讲

授，同时强调统计实践和统计软件的教学。在培养过程中，结合培养方向的背景、

特色与应用场景，侧重对应统计方法的讲解，强化统计软件的操作和对实际数据

的探索分析，通过参与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统计软件的能力。

2.2 师资队伍

本学科不断致力于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目前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国际化

水平较高。不仅如此，在本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我们实施双导师制。校内导师

发挥专业优势，对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进行系统全面的指导。校外兼职导师则负

责专业技能、工程应用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另外还有部分校外兼职导师在应用统

计专业硕士的教学培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点

现有校内专任教师 17 人，其中正高级 4人，副高级 6人，中级 7人，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 15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2人。教师中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或者有

国外高访经历者 6人。此外，本专业还聘有 24 名校外导师参与应用统计专业硕

士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论文指导工作。详细的师资队伍规模、结构等情况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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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计

年龄结构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具有实

务经历

人数

校内

导师

人数
35 岁及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正高级 4 2 1 1 0 4 0 4

副高级 6 1 4 1 0 5 0 6

中 级 7 3 2 2 0 6 1 7

初 级 0 0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17 6 7 4 0 15 1 17

其中代表性校内导师有李波、张晓飞、晏挺、左国新等。

校外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计

单位类型

人均工

作年限

校外

导师

人数党政机关 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

其他机构
高校 其他

正高级 14 2 4 4 4 0 3 14

副高级 9 1 7 0 1 0 3 9

中 级 1 0 1 0 0 0 3 1

初 级 0 0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24 3 12 4 5 0 3 24

其中代表性校外导师有陈敏、孙六全、吴吉华、刘文彬、何恺等。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并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参与

相关研究。以下为部分国家级项目列表：

序

号
课题名称（下达编号） 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万元）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网络数据隐私保护的统

计方法研究（1177117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

2018.01-

2021.12
48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稀疏概率图模型的

多癌症多组学生物网络构建方法研究（1187102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

2019.01-

2022.12
53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数据环境下精准化教

学的数学模型及应用研究（6187702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

2019.01-

2022.1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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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高维图像处理中低

秩张量逼近的优化模型及算法研究（1180120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

会

2019.01-

2021.12
25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表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或通讯）

作者
发表时间 发表刊物名称

1

Asymptotic theory for
differentially private generalized

β-models with parameters
increasing

晏挺 2020 Statistics and Its
Interface

2
Correc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for stochastic block

models
晏挺&胡建伟 202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3
Robust Tensor Completion Using
Transformed Tensor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张雄军 2020

Numerical Linear
Algebra with
Applications

4

scTSSR: gene expression recovery
for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using two-side sparse
self-representation

张晓飞 2020 Bioinformatics

5

Joint re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gene networks by simultaneously

capturing inter-tumor and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张晓飞 2020 Bioinformatics

6

A graph regularized generalized
matrix factorization model for
predicting links in biomedical

bipartite networks

张晓飞 2020 Bioinformatics

7
Sparse regularized low-rank tensor
regress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genomic data analysis
张晓飞 2020 Pattern Recognition

8
Differential network analysis via

weighted fused conditional
Gaussian graphical model

张晓飞 2020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9

Identifying gene network rewiring
using robust differential graphical

model with multivariate
t-distribution

张晓飞 2020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10 Sphere packing design for
experiments with mixtures 宁建辉 2020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11 Weighted symmetrized centered
discrepancy for uniform design 宁建辉 2020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12 Nearly Uniform Design
Construction on Flexible Region 宁建辉 2020

Acta Mathematicae
Applicatae Sinica,
English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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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科研支撑

2.4.1 研究平台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

年度

1 国家工程实验室
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17

2 省级
数学物理湖北省重点实

验室
湖北省科技厅 2002

3 省级
湖北省应用数学中心华

中师范大学分中心
湖北省科技厅 2020

4 省级 湖北省优势学科群 湖北省教育厅 2019

5 校级 统计与大数据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2.4.2 研究生案例教学实践与开发

“依托实际课题、适应社会需要、问题驱动学习、研究促进教学。” 应用

统计授权点根据专业培养方向金融统计、数据挖掘及其应用、生物医药统计、教

育大数据等，以最新项目为支撑，依托本专业研究生全程参与的应用课题，精心

编写案例。课程实践教学特色鲜明，案例丰富、注重应用，充分保证学生动手实

践。案例教学，以讲解统计思想为基础，教授统计方法为核心，使用统计软件为

特色，注重引导学生对实际数据进行探索分析，根据数据特点灵活选择适当统计

方法。模拟训练，现场研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动手

实践能力都得到有效培养和提高。《数据挖掘》课程教学案例 2019 年立项。目

前新增有案例库《自行车赛事经济效益评估》、《某市房屋总量与分类的统计分

析》、《二类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统计报告》、《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学生行为数据

分析报告》、《单细胞测序数据的缺失值填充》等。学生在案例学习实践中，积

极动手完成论文《基于统计预测的湖北省体育场地可持续性发展模型研究》、《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建模与分析》、《基于 XGBoost 算法的武汉市二手房价格预

测模型的实证研究》、《基于相似度改进的 Item-CF 课程推荐系统》、《机器

学习算法在医疗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等。

2.4.3 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

本专业制定了建立校外实践基地的指导原则，采取多种合作模式，建设了多

个涉及教育、文化、体育、金融、政府等行业领域的实践基地，如武汉厚溥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浦东软件园三林园、武汉市房产信息中心等。这些实践基地

具有实践内容专业对口、实践任务明确、接纳能力稳定等特点。实践基地实行双

导师制，校内外双导师联合参与指导实践。实践基地的管理采取项目管理模式和

学生科研模式相结合的形式。根据学院管理的实际情况，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科

学理顺、平稳操作、渐进完善”的原则，科学定编，合理设岗;每年安排若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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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师与实践基地的兼职导师联系，根据专业实践的需要制定实践计划，基于双

向选择的原则选派学生成立实习小组到基地参加实践。实践考核遵循定量与定性

考核相结合的原则，由学院成立实习考核领导小组，制定考核评分标准，按章办

事。这些实践基地自陆续建立以来，累计接收百余名本专业研究生参加实习，总

体上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创新精神，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学

生更好的步入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5 奖助体系

2.5.1 奖助学金

在学校华博计划、优博优创计划等平台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

施办法（试行）》等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学院制定了《数学与统计学学院研究生

指导教师手册》《数统学院奖学金滚动评定办法》《数统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评选实施办法 (试行)》《数学与统计学学院优秀奖学金测评表》等一系列制度

文件，创设数学与统计学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奖励机制，依托德沃奖学金等校友奖

学金，进一步建立完善导师遴选制度，上岗制度和考核制度和研究生各项保障机

制，为加强统计学一流学科建设，全面提升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

为进一步加强统计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升研究生

培养质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学院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试行）》，并在博士研究生中评选研究生科研优

秀奖。切实保障研究生的科研、学习及生活，为我校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

环境。通过科研奖励奖学金体系，激励研究生在读期间进行较深入的科研学习;

通过全面的助学体系，保障困难同学的学生生活条件。

1.评奖评优情况。2020 年，在奖学金方面，本学位点研究生共有 1人获“国

家奖学金”，1 人获余家菊奖二等学金，2 人获研究生三等优秀奖学金，2人获

研究生单项奖，1人获 2020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奖学金，2人获优秀研究生干

部称号。

2.资助情况。在助学金方面，我院研究生共有 3人获“华研自强助学金”。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1）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录取比例、录取人数：报考我校应用统计硕士研

究生的人数逐年增长，远超录取人数。2020 年应用统计专业硕士报名人数 195

人，最终录取人数 34 人，报录比为 17.4%

2）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对于通过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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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获得教育部推荐免试授权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者获得我院夏令营优秀营

员和合格营员的考生，学院还需进行复试考核，考核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方

式开展，包括背景评估、综合面试等部分，其中综合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复试综合成绩、背景评估成绩及综合面试成绩均为百分制。背景评估和综合面试

成绩各占比 50%，最后按照初复试总分排名择优录取。

3.2 思政教育

3.2.1 思政教育特色

本学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围绕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为重要使命，

坚持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遵循教育规律，弘扬优良传统，扎根祖国大地，

努力建设一流学科，培养学科知识扎实、实操水平突出的高层次应用统计专门人

才。在思想政治教育上逐渐形成了“强基础、促改革、落实效、全育人”的学科

思政特色。

加强政治引领，夯实理论基础。理论学习是师生提高政治站位，夯实理论基

础，掌握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水平的必经之路。

学科一直将政治引领放在首位，在坚持党团组织生活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特色党团活动、师生座谈、专题学习竞赛、老区走访帮扶、志愿服务等活动。

统计系党支部成为学校首批样板党支部。

深挖思政素材，推进课程改革。学科深入挖掘贴合专业课程的思政素材，将

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培养相结合，在专业课教学中，讲出价值、讲出精神、讲出

历史、讲出国情，激发学生自觉把实现自身价值与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努力成

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结合疫情数据组织完成的国内外

COVID-19 传染模型比对等案例教学也广受校内外师生好评。

强化应用特色，落实实践效果。学科紧抓应用特色，努力开展实践育人。培

育建设了多个实践育人与创新创业基地。积极组织并保证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

一个导师承担的社会经济研究课题。让学生运用统计的同时，近距离认识祖国经

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值

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思政司委托，学科长期承担全国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

伍数据分析的任务，课题实践有效促进了学科师生学习效果的落实和思想认识的

提升。

完善协同体系，力促全程育人。学科强化思政队伍建设，完善协同联动体系。

建立了一支以专为主、专兼职结合的思政工作队伍，形成了“一专多能，协同联

动，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工作体系。研究生阶段严格实行导师上岗制，确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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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生思政教育的首要责任人。同时，有效利用信息化中心和学生大数据实验

室的平台和技术优势，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政德育情况，保证“预警在前、一对一

沟通、全方位服务”的思政导员体系，严守意识形态阵地。本学科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进“三全育人”“五育并举”有机融合，着力培养具

有家国情怀、教育初心、扎实本领的时代新人。

3.2.2 思政教育主要成效

学院已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2016 年以来，学科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 本学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围绕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

问题，坚持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弘扬优良传统，扎根祖国大地，努力建设

一流学科，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统计人才。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形

成了 “学习强基、课程思政、实践结合、全程育人”的特色。

本学科理论学习活动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在坚持党团组织生活的基础上，

组织了一系列师生座谈、特色党日、专题学习竞赛、老区走访帮扶、志愿者等活

动，涌现出一大批教学标兵，如徐章韬教授、李正帮副教授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李波教授获华师“我心目中的好导师”、“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统计系

党支部入选学校首批样板党支部名单。本学科挖掘思政元素，实施课程思政。

本学科突出应用特色，开展实践育人。培育建设了一批实践育人与创新创业

基地，其中包括全校首个在沪实习基地——上海浦东软件园三林园实习基地。积

极组织并保证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个导师承担的社会经济研究课题，让学生

近距离认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并在鼓励学生在教育、医

疗、住房等课题中贡献专业的力量。特别地，本学科是教育部思政司唯一指定承

担《全国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数据分析》课题的单位。

本学科加强思政队伍建设，完善协同联动体系。建立了一支以专职为主、专

兼职相结合的思 政工作队伍，形成了“一专多能，协同联动，全程全方位育人”

的工作特色。本学科不断完善育人体系，创新育人形式，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协

同联动，开创了思政工作的新局面。学院党委获 评湖北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次、校“先进分党委”2 次，进入学校首批党建工作标杆分党委建设名单。

3.3 课程教学

3.3.1 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应用统计专业学位课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基本原则，以新时代行业发展

需求为依据，凝练了数据挖掘及其应用、教育大数据、金融统计和生物医药统计

等四个主要方向。根据社会行业发展需求，我们动态的不断完善这四个主要方向



482

的课程建设。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充分体现“教、学、做”三位一体的特色，开设

的核心课程以及主讲教师包括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授课教师 学分 学时 教学方式

1 应用数理统计 专业必修课
张雄军

李佩彦
3 54 课程讲授和案例分析

2 统计计算 专业必修课
李正帮

宁建辉
2 36 课程讲授和案例分析

3 应用概率论 专业必修课
曲连强

陈应保
3 54 课程讲授和案例分析

4 数据挖掘理论和方法 专业选修课
左国新

张晓飞
2 36 课程讲授和案例分析

应用统计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主要分为三个系列： (1) 理论课程、夯实基础。

如《应用概率论》和《应用数理统计》等。(2) 强化应用能力和实例分析能力。

如在《数据挖掘理论和方法》课程中，采用武汉市房屋总量及分类案例对相关知

识及应用进行讲解分析。(3) 社会行业发展需求分析。如定期邀请湖北美尔雅期

货经纪有限公司研究中心的何恺等相关专家对学生进行行业发展需求专题讲座。

3.3.2 课程教学质量

我院高度重视应用统计专业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夯实学生

理论课程基础，强化应用能力和实例分析能力，而且根据社会行业发展需求举办

专题讲座：如普渡大学统计系刘传海教授关于统计主成分和深度学习讲座；浙江

财经大学数据科学学院赵晓兵教授关于基于随机快照的半参数动态网络统计讲

座；基于网络模型的癌症致病通路挖掘方法讲座。学生因此硕果颇丰，在“泰迪

杯”数据挖掘挑战赛、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此外，许多优秀毕业生进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电信集团、中国建设

银行、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公司工作。

3.3.3 持续改进机制

学院将继续加强对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的监控，定期收集学生意见反馈，组

织教师与学生联席座谈会。每月组织一次教学研讨班，总结归纳应用统计专业教

学方面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每学期后，对于存在投诉、建议情

况的课程进行积极整改，督促教师对课程进行更新，总结心得体会，不断优化课

程教学。努力打造符合专业期待、学生发展的精品课程。

3.4 导师指导

3.4.1 专业学位导师选聘条件

本学科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学数统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

法》，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的基本条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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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爱教育事业，对培养研究生有高度的责任感，熟悉并严格执行学位条

例及国家和学校和学院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各项规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能认

真履行导师职责，身体健康，每年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内指导硕士生。

2） 原则上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中级职称且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

3） 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专业应用能力，具备

开设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的经验和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指导研究生

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4） 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一个专业指导专业学位硕士生。

5） 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稳定的应用研究方向，所从

事的应用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主持或承担科研项目，有

比较显著的科研成果和一定的科研经费者优先聘用。

本学位点每年对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工作进行选聘、培训、考核。

3.4.2 兼职导师选聘条件

本学科兼职导师选聘条件包括

1） 根据我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和学科、专业建设的实际情况，应该从校外选

聘适量人员作为兼职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

2） 兼职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或技术专长，在业内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

3） 兼职导师必须配备一名院内同专业的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作为副导师，

副导师是兼职导师所招收研究生的校内第一责任人，兼职导师应履行我校导师职

责。

4） 兼职导师原则上应符合导师的聘任条件并按照规定聘任程序进行聘任。

3.4.3 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

在应用统计硕士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我们实施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发挥专业

优势，对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进行系统全面的指导。校外兼职导师则负责专业技

能、工程应用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另外还有部分校外兼职导师在应用统计专业硕

士的教学培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总共聘有 24 名校外导师参与应用

统计专业硕士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论文指导工作。校外兼职导师为本授权点

研究生开展了丰富而着实有效的指导工作，如陈敏研究员每学年来我校做系列专

题讲座；何恺为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开设专业课程《金融市场的统计分析》等 4

次累积 16 学时等。这些兼职导师来到校园向学生传授实践理论的经验有力的促

进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专业兴趣。

3.5 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

3.5.1 学术训练方面



484

本专业要求学生必修案例实务课，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后必须进行不少于 8

周的实习，在导师指导下解决至少一个有意义的实际问题，完成实习报告。通过

学术训练，让学生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方案，解决问题的全流程能力。

3.5.2 实践教学方面

已建立校外多个实践基地，这些实践基地具有实践内容专业对口、实践任务

明确、接纳能力稳定等特点。实践基地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双导师联合参与指

导实践。实践基地的管理采取项目管理模式和学生科研模式相结合的形式。详细

的实践基地包括

3.6 学术交流

2020 年疫情给学术交流带来了诸多不变，本专业研究生依然积极参加线上

线下学术会议与研讨班，学术交流使的研究生聚焦当今研究热点问题与社会实际

需求，起到了促进研究生专业学习与指导就业的双重作用。以下是学术会议交流

情况

序号 参会研究生人数 专业年级 会议名称及地点 时间

1 20 2020

Onlin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Wuhan

202012

3.7 论文质量

3.7.1 学位论文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

1）全日制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行业应用，具

有实际应用价值。在撰写论文之前，须向双导师作开题报告，阐述论文选题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学位论文原则上应紧密联系实践，

运用专业技术解决实际问题，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学术论文、案例分析报

告、调研报告等形式。

2）学位论文评阅与审核：学位论文实行外审评阅制度，须由 3位统计相关

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校外专家评审。

3）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应由 5位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组成。

序

号
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设立

时间

1 华中师范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武汉市房产信息中心 2019

2 武汉厚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厚溥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2017

3 华中师范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
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4 华中师范大学上海汇帜实践基地 上海汇帜实业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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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该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应用统计专业

人员。

3.7.2 论文选题体现应用与实证性

毕业论文既是对学生在学期间学习和能力的检验，也是对学生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技能最有效的一次培养和提高。2020 年共完成 25 篇学位论文，论文抽检

100%合格，其中优秀论文 3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围绕数据挖掘、金融统计、

生物医药统计及教育大数据等方向开展应用和实证分析研究。考虑到专业学位的

特殊性, 在选题上特别要求立项的实际应用属性，注重解决与社会生活、生产紧

密结合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具有重要的行业应用价值的问题，如：Python 和机

器学习算法在地铁安检违禁物识别中的应用研究；机器学习算法在房屋总量及分

类统计中的应用；2020 年代表性学位论文包括

序号 论文题目 论文形式 完成人 导师 研究方向

1
机器学习算法在房屋总量及分类

统计中的应用
研究报告 胡星星 陈应保 机器学习

2
Python 和机器学习算法在地铁安

检违禁物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报告 鲁凯明 胡建伟 机器学习

3
基于 lp 优化的两种正交非负矩阵

分解模型
研究报告 刘可 张雄军 统计学习

3.8 质量保证

3.8.1 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和学位授予条件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

行业应用，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在撰写论文之前，须向双导师作开题报告，阐述

论文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经导师组讨论通过后，

开始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原则上应紧密联系实践，运用专业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学术论文、案例分析报告、调研报告等形式。论文撰

写完成后除了需经双导师写出详细的意见外，还应有 3位本领域的专家评阅（盲

审）。论文答辩委员会应由 5位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组成。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

员会成员中，应该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应用统计专业人员。

3.9 学风教育

3.9.1 科学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

我院在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中明确提出“具备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要求，并按照要求落实在具体培

养过程中。通过举办报告会、研讨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职业道德与职业伦

理教育。不仅如此，利用学校开设的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等课程，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将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理想和追求与国家和社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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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相结合，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行为规范。

3.9.2 思政育人教育

通过课程思政建设，教育引导学生理解和践行统计行业的职业精神及职业规

范，增强职业的责任感，培养守法、敬业、奉献、诚实、公道、创新的职业品格

以及行为习惯。制定了课程思政育人指南，成功立项学校 2020 年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学院研究生会于 2018 年 9 月新设立了职业发展部，开展了职业规划、职

业道德相关活动，经验分享，优秀毕业生分享等活动帮助研究生更好寻求职业发

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毕业生没有发生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本学科

毕业生部分学生励志扎根贵州等西部地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3.9.3 着力加强制度建设

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

设的意见》（学位〔2010〕9 号），我院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研究生学术规范的

基本要求，并制定处罚细则，加大惩治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力度，视情节的轻

重，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罚。同时我院研究生导师定时定期负责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开题，中期检查和答辩，以及抽查研究生论文等内容。

3.10 管理服务

学校本学位点制定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招生流程规范、培养过程科学、

学位授予严格、奖助金评审公开公平公正、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各项规章制度实

施情况良好。根据对在学研究生的调查，学生的满意度逐年提高，在导师和学位

点的培养下，本学位点的同学，毕业时均对本学科表示满意。

3.10.1 专职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情况

学院成立了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培养指导委员会。主要成员包括：

委员会主任左国新教授，委员会委员刘成竹、宁建辉、陈应保、李波、李昶、

张晓飞、吴吉华、周远扬、郭玉劲、晏挺等人，委员会秘书熊瑛老师。

3.10.2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

为维护我院研究生的正当权益，营造青年研究生健康成长的校园环境，正确

引导和帮助青年研究生健康发展，切实为广大研究生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我院

特制定本权益保障制度。我院本着“以生为本，为生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履

行自身职责，及时反映研究生的建议和意见，维护研究生的合法权益，且为学校

的工作和决策提供准确和真实的依据。在学校教学、科研、后勤服务和校园治安

等方面参与研究生和学校的协商，维护研究生的正当合法权益；监督各学生组织

和社团工作，积极解决各学生组织和社团存在的侵犯学生正当合法权益的事件，

预防和避免发生学生组织、社团侵害学生正当合法权益的事件；监督研究生会内

部工作的公开性和公正性，预防和避免发生研究生会侵害学生正当权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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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院研究生提供适当的法律咨询支持；及时收集我院研究生对院系各方面建设

的意见并做好及时反馈，积极做好桥梁纽带作用；维护我院研究生权益，积极开

展维权活动，宣传维权思想，把维权和自律相结合，帮助学生认清自己应有的权

利和应尽的义务；积极的配合学校和其他院系进行研究生权益调研方面的工作。

3.11 就业发展

3.11.1 就业率及就业去向分析

本专业着眼于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

突出的创新能力，毕业之后能成为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应

用统计专门人才。本专业就业实现了多渠道、多类型的就业形式，就业生分布于

多个行业和部门，初次就业率已达到 97%以上。2020 年的 24 名毕业生均已经就

业。

3.11.2 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本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好的职业发展，毕业后五年内已经能够成长为相关领域

的骨干或者负责人，其中的代表性毕业生如下

序号 姓名 学习方式 学位授予时间 工作单位 工作职务

1 胡巍 全日制 201506 武汉市江夏区统计局 工业统计负责人

2 陶杰 全日制 201506 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 三级主任科员

3 张贾宁 全日制 201706 网易云音乐 高级算法工程师

4 靳柯 全日制 201906 华中师范大学 博士生

5 邰金怡 全日制 201806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副主任科员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4.1.1 学术科研成果

全系目前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专业教师的研究方向包括机器

学习，深度学习，应用统计，实验设计，生存分析，网络模型等方向，专业教师

2020 年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达 10 篇以上，其中包括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Bioinformatics，Statistics and Its Interface，

Pattern Recognition 等国际著名期刊。

4.1.2 学科竞赛成果

本专业学生注重参加各类关于统计应用的赛事，有多名学生在全国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全国“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赛中获奖。他们能很好

地合作完成比赛任务，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中，首先充分调研，获取真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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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数据，然后合理采用统计方法做数据分析，最后还结合问题的专业背景，给出

了数据结果的合理解释和对所探讨问题给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他们所探讨的案

例中，有对汽车经销商客户流失预警与回厂的预测，对遗传性疾病的调研，也有

对房地产事业的探讨。从他们获得的成绩来看，都完全具备了将统计专业知识应

用到实际生活和生产中的能力。而且他们严格遵循统计法，合理获取真实有效的

数据，为以后走向工作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学生承担实证研究工作，圆

满完成项目，获得了学校相关部门的肯定。代表性成果如下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获得时间 姓名

1
第八届“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赛

全国二等奖
比赛获奖 2020 张嘉贝

2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

案例大赛二等奖
比赛获奖 2020 陈天舒

3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

案例大赛三等奖
比赛获奖 2020 缪家佳

4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

案例大赛三等奖
比赛获奖 2020 余晴

5
第四届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

案例大赛二等奖
比赛获奖 2020 田方杰

4.2 经济发展

本学科利用统计方法，积极为政府与企业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为新冠疫

情研究建言献策、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统计支撑。学科教师解决应用研究中的关

键问题成效显著，在综合评价、统计预测、教育测量、新冠疫情模型、基因癌症

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等域解决了一批重要应用研究问题：

1）充分利用学科优势，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统计学科为教育部思政司、

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等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单位进行调

查研究、数据分析、提供咨询报告。本学科长期承担全国高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队伍数据分析的任务，发掘了评价高校思政工作的核心指标。

2）利用统计模型，服务新冠疫情研究。为了解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过程以

及直观地看到重要防控措施的防控效果，我院统计学专业教师带领学生比较各类

常见传染病模型并进行统计分析。将传染病流行范围内的人群分为易感者类、暴

露者类、感染者类、康复者类。针对不同的人群研究了 SI 等五种不同的流行病

动力学模型，选取了较合适的 SEIR 模型。设置对照分析，直观地展示了居家隔

离和戴好口罩两种基本的防控手段对于抗击疫情的效果，显示可以有效地削弱疫

情 爆发的强度及推迟疫情爆发的时间。

3）利用机器学习，解决癌症分析关键问题。癌症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复杂

疾病。我们应用概率图模型和结构化稀疏学习，提出了一系列能整合多模态数据

的多癌症亚型基因网络联合构建方法和差异网络分析方法；解析了乳腺癌、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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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及胶质瘤的亚型分类机制。我们应用深度学习和迁移学习，给出了解析肿瘤内

异质性中的缺失数据填充、细胞类型注释、细胞互作网络构建等方法。解析肿瘤

异质性对癌症的诊断、治疗及预后有重要意义。我们已开发了适用于肿瘤异质性

解析的软件包 10 余个，相关软件多次被生物医学专家用于构建基因网络和分析

网络扰动。

4.3 文化建设

我院在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中明确提出“具备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要求，并按照要求落实在具体培

养过程中。此外我院通过举办报告会、研讨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职业道德

与职业伦理教育，同时利用学校开设的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等课程，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将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理想和追求与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需要相结合，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行为规范。

我院还十分重视应用统计专业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训练，在传统课堂教

学中引入案例教学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例如在应用数理统计课程教

学中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和统计推断的基本方法。

通过运用统计学知识进行相关案例分析，进一步培养学生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如此，我院还着力培养学生运用统计软件的能力，通

过 R语言和 Python 语言的学习，使得学生具备较强的数据处理和挖掘能力。

我院也积极鼓励学生参与专业实践技能竞赛等各类竞赛，通过竞赛来让学生

充分感受和理解从背景问题出发，收集整理数据，建立统计模型，到代码编程实

现，并最终进行效果评估的全流程解决实际问题过程。通过这种竞赛的方式，激

发学生兴趣，补齐学生学习短板，培养实际动手能力，并通过在竞赛中和队友分

工合作，促进学生相互交流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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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法律

（类 别） 代码：0351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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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学科建设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悠久，自 1903年创办至今已逾百年，是中国教育部直属

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首批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

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我校自 1988 年开设法学本科专

业，目前在法学和知识产权两个专业招收培养本科生。2004 年，经国务院学位

办批准，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资格，成为全国较早有权培养法律硕士的单

位之一。本学位点于 2005 年开始招收培养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2007 年开始招

收培养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2009 年开始招收培养全日制法律硕

士（法学）研究生。2010 年，法学院获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已

在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等六个

二级学科招收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2013年，我院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增设“公

共政策与法治”二级学科博士点，开始招收培养法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同年，我

院法学一级学科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2019年我院法学专业被评为湖北省一

流本科专业，2020年我院法学专业被评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二）目标与标准

自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授权资格以来，本学位点根据国家法律硕士指导性培养

方案和改革要求，结合法学院实际，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硕士制定了既符合硕士

学位一般要求又体现职业需求差异的培养目标。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适

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实践型、复合型、高层次的法务

人才。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

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培养目

标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

为了保障专业学位的培养质量，本学位点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法律硕士

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并结合本学位点招收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非法学全日制）》、《华中

师范大学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法学全日制）》、《华中师范大学法律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非全日制）》，明确细化不同类型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年限、课程设置、学分分配、社会实践、学位论文和培养方式等（参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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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与特色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更加侧重职业性。非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大多数具

备与法律相关的工作经验和固定的工作岗位。对他们的培养侧重提升法律理论水

平，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达到有关部门中级以上（含中级）专业与管理职位

相应的任职要求。

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更加侧重复合型。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的

培养对象是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缺乏系统的法学知识。对他们的培养目标是掌

握法学基本原理和法律实务技能，实现跨学科专业的复合。

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更加侧重专门型。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的学生

本科都是法学专业，已经经过四年的法学理论学习，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主要

提高实践操作能力，进一步加深对法律理念的领会和加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培养方向。例如，刑法学方向将

经济刑法学、网络刑法学和量刑法学作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突破口。民

商法学方向则重点研究农地改革法律问题、资本市场法律问题、知识产权法律问

题。而经济法学方向非常关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理论问题，如中国海外投资法律

问题、外商投资法律问题、高科技创业投资法律问题、金融体制改革与银行投资

法律问题、财政税收法律问题、劳动就业法律问题、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等。

（二）师资队伍

我院现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名，首届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1名，湖

北省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1名，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 1名，桂苑名师 1名，桂子青

年学者 1名。我院专任教师总数 35名，其中教授 10名，副教授 14名，讲师 11

名。教师中，博士 35名；博士生导师 5名，学术型硕士生导师 19名；具有正高

级职称的教师数量占教师总数的 29%，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占教师总数的

100%，55岁以下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80%，半数以上教师具有海外（境外）半

年以上访学交流的经历。具体情况如下：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表

年龄

结构

35 岁及以下：11 人（31%）；36 至 45 岁：7 人（20%）；

46 至 55 岁：10 人（29%）；56 至 60 岁：7 人（20%）

学历

结构

博士学位：35 人（100%）

注：其中博士后研究经历：5人（31%）

职称

结构

教授：10 人（29%）；

副教授：14 人（40%）；

讲师：11 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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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法律硕士的理论与实践融合水平，本学位点实施双导师制，由法学院

专任教师和行业教师共同指导法律硕士。校内导师为第一导师，负责法律硕士的

全面指导工作。行业教师为第二导师，指导法律硕士的实践课程。根据按需聘任

原则，结合法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的实际需要和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现已聘任

了五十多位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银行和公司法务人员担

任兼职导师。

（三）科学研究

2020年，我院教师结合国家、地方法治建设需求，大力开展学术研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在 CSSCI及扩展版刊物发表论文 17篇，其中包括《中国法学》

《清华法学》《法学家》《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法学论坛》等法

学核心期刊。全年共获立各类项目 11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国

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项，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1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8部，获得武汉市第 1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

奖 1项。此外，依托我院组建有 5个校级科研机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乡基层

法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应用法学与法治社

会研究院，在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教学科研支撑

我院现已组建 5个校级科研机构，为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重要的

平台支撑，主要包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乡基层法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投资法律问题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政策

与法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应用法学与法治社会研究院等。

（五）奖助体系

为了充分保障硕士研究生的权益，本学位授权点除了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

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行方案》《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新

生奖学金评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以及《法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等奖助规定，公平、公开、公正地评定各项奖助学金外，还建立了贫困生资助制

度，正在筹建研究生科研专项培育基金和就业指导制度，力求做到生活、学习、

就业三方面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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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2020年，我院在既有招生选拔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完

善选拔程序，在报考数量降低的情况下，仍保持录取比例相对稳定，并着力于优

化生源结构，招生质量逐年上升。2020 年，我院录取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大部分

为应届本科毕业生，约占全部学生人数的 90%，来自重点高校的录取人数逐年提

高。为完善招生选拔制度，把好硕士研究生的入口关，我院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拓宽选才渠道；改革考试制度。

（二）思政教育

我院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法科思政教

育的华师特色，建立以培养德法兼修法治人才为目标的“三全”思政体系，即“全

员参与”“全程贯穿”与“全方位实施”。其中，“全员参与”即是思政教育的主

体除专职党务工作者、辅导员以外，还包括专业教师、管理干部，甚至还包括校

友；研究生既是思政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思政教育的主体，研究生可以通过党

组织、团组织以及班级、社团等活动，相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全程贯穿”即

是全过程贯穿思想政治教育。从研究生进入学校始，到学生毕业离校止，思政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环节，包括开学典礼、新生教育、课堂教学、实习实

训、校园文化活动、社团与班团活动、组织发展、就业教育、毕业典礼等等，做

到思政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全方位实施”即是在全员参与、全程贯穿基

础上，学院主动对接学校思政教育体系，从多维度全方位进行实施。

我院的思政教育工作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锻造了一支思政好队

伍，更培养了一大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专业优秀的研究生。

他们不仅法学专业特色优，毕业生中每年均有相当比例学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国内一流法科高校攻读博士学位，

或赴海外名校深造，或者进入法院、检察院、律所、企业和政府部门等单位工作，

同时，他们思想政治素养好，社会责任担当强。近年来，学院的研究生积极开展

义务普法宣传，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和暑期社会实践，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大量

研究生积极参与社区抗疫、义务辅导医务人员子女等活动，尽显法科研究生的责

任与担当。

（三）课程教学

课程体系以及课程内容的设置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也是实现高水平高

质量人才培养的关键。为提高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我院对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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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修订，构建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等构成的完善的课程体系（参见附件《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三年基准学制安排，

强化课程体系的基础性和宽广性，体现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前瞻性。在课程数量

方面，法律硕士目前有 13门必修课，有 19门课程可供选修。本学位点将积极鼓

励教师新开课程，为学生选课提供更大空间。

实践课程体系包括：全日制法律硕士（包括法学和非法学）均需修满 15 个

实践教学学分。

课程教学及其支撑体系图

（四）导师指导

2020年，我院共有博士生导师 5人，专业型硕士生导师 28人，研究生培养

采用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我院严格落实导师责任制并

充分发挥集体指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积极探索研究生协同培养方式。对研究生

的综合考核、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答辩等研究生培

养教育的重要环节，由导师组集体讨论。

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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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为全方位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能力，我院积极搭建相应的科研平台，提供

必要的科研条件，让硕士研究生能充分参与学术实践活动，并建立了环境营造与

六大举措相结合的研究生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培养体系。

研究生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培养体系图

为完成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精湛的法律实践操作技能，经过长期摸

索，我院建立起了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全日制法律硕士（包括法学和非法学）

均需修满 15个实践教学学分。其中法律职业规范与伦理 3学分。实践必修环节

6学分，包括法律文书 2学分（含起草合同、公司章程、起诉书、答辩书、仲裁

申请书、公诉书、判决书、裁定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和法官讲授）；模

拟法庭训练 2学分（分刑事、民事、行政三种任选，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类型

任选，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 2学分（包括民

商事调解、商业谈判、刑事谈判等）。实务实习 6学分，学生需在法院、检察院、

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公证处等司法实际单位或政府法制部门、企事业单

位法律工作部门实习不少于 6个月。

为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推进，除了加强行业教师队伍建设外，本学位点一直

致力于拓展法律硕士研究生实践平台，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洪山区人

民法院、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国浩律师（武汉）

事务所、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中建一局、北京

兰台律师事务所、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余家单位签订了共建法律硕士研

究生实践基地协议。

（六）学术交流

我院积极鼓励并支持硕士研究生参与国内与国际学术交流。在国内学术交流

方面，我院积极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会议、夏令营等学术交流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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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交流提供一定的便利与物质支持，同时，对于在学术会议中

获奖的，将在评奖评优中作为加分项。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2020年，我院研

究生有多名同学深度参与到本专业的国际国内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中，同时，我

院也积极组织研究生参与国际模拟商事仲裁比赛等活动，并取得良好成绩。

（七）论文质量

我院专门针对提高硕士研究生论文质量建立了流程化控制体系，严格按照培

养方案的要求开展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答辩等工作，盲评以及抽查合格

率为 100%。

研究生论文质量控制体系图

（八）质量保证

我院一直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项科研活动，

撰写学术论文并踊跃投稿。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为保障培养质量，我院进一步

压实导师责任制，以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切实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与此

同时，我院积极优化、完善硕士研究生评价标准，采用多元化指标，更加直观、

科学地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我院也注重发挥校外专家的作用，在毕业论

文评审的过程中，通过校外评审的方式来提高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2020年，

我院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也撰写了一定数量的高

水平论文，其中一部分已经在 CSSCI刊物公开发表，这也反映了我院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已经具备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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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注重学风教育，从硕士研究生进校之日起，依照《华中师

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要求学生在各项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充分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论文引用他人成

果无论是否发表均应注明出处，严禁剽窃、抄袭，反对一稿多投。目前尚未发现

学生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出现因此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十）管理服务

本学位授权点设置了完善的硕士研究生管理机构，配备了一支稳定、高效、

廉洁的研究生管理队伍，并严格按照《华中师范大学奖励优秀推免生的政策公告》、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请假规定》等规定，

从招生管理、学籍管理、课程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全面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没

有发生一例违规操作的现象，管理工作获得了全体研究生的高度认可。

（十一）就业发展

1.就业基本情况

据校就业处就业系统反馈，截止 2020年 12月 13日，2020届硕士研究生毕

业生共 158人，129人确定了毕业去向，就业率为 81.65%。

表 2 2020届硕士研究生就业形式一览表

升学 协议就业 出国、出境 灵活就业 自主创业

人数 5 96 0 0 0

比例 4.95% 95.05% 0 0 0

表 3 2020届硕士研究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情况表

党政机

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其他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

教育单

位

其他事

业单位

国有企

业

三资企

业

民营企

业

人数 27 4 1 3 31 0 13 22

比例 26.73% 3.96% 0.99% 2.97% 30.69% 0 12.87%
21.78

%

2.毕业生发展质量

第一，就业区域集中在中南地区及经济发达地区。2020届硕士研究生毕业

生协议就业的 101人中，63人在华中地区就业， 8人在华东地区就业，25人在

华北地区就业，1人在西南地区就业，6人在西北地区就业。其中，在长三角地



499

区就业 11人，在珠三角地区就业 14人，在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就业 8人。

第二，职位多与本专业相关，岗位匹配度高。2020届研究生毕业生协议就

业的 101人中，84名同学在各个行业中担任法律专业人员职位，在求职岗位中

占绝大部分。总体来看，岗位匹配度较高。

第三，用人单位意见反馈较好。从目前的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来看，我院毕

业生在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踏实肯干，虚心好学，大胆创新，出色地完成了

单位交办的各项任务，并且能够与同事和睦相处，全面发展，表现出较高的综合

素质。预计这批学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成为各自单位的中坚力量。

（十二）人才培养特色

1.各专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培养方向。例如，刑法学方向将经济刑法学、网

络刑法学和量刑法学作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突破口。民商法学方向则重

点研究农地改革法律问题、资本市场法律问题、知识产权法律问题。而经济法学

方向非常关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理论问题，如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问题、外商投资

法律问题、高科技创业投资法律问题、金融体制改革与银行投资法律问题、财政

税收法律问题、劳动就业法律问题、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等。

2.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第一，严格执行学生限额制度。规定每位

导师指导的一届研究生最多不得超过 6人，确保其有充足的精力指导学生。第二，

切实实行导师淘汰制度。对教学极不认真、没有科研项目或成果、论文抽检不合

格的导师，暂停其招生资格。第三，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设置。增减某些课程，

更加鲜明地体现专业特色。基于培养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的考虑，各专业之间

共享部分课程资源。第四，大力丰富课堂教学方式。鼓励教师根据本学科和课程

特点，采取理论评介、案例讨论、学生报告等多种教学方式授课。合理分配讲授

和讨论的时间，讨论在教师的主导下进行。讨论结束后，教师进行适当的点评和

总结。

3.完善管理服务、评价和激励机制、质量保障体系。第一，重视民主管理。

评奖评优事关研究生的切身利益，每次修订评奖方案前，都会邀请研究生代表参

加，认真听取并适当采纳他们的意见。第二，严肃教学纪律。教师必须高质量地

完成教学任务，确有特殊情况的，提前履行报批手续，不得擅自停课、调课、缺

课。第三，夯实课外指导。导师在课下定期举行读书会，与课堂教学形成有力互

补。吸收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分配其承担文献搜集、实地调研、会议组织、

报告撰写等任务。按照我院学科发展规划的要求，培养学生掌握实证研究方法，

提高学生应用法律的能力，能够独立或在导师带领下开展实地调研。第四，强化

科研激励。每学年定期完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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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普通期刊中较好的期刊和较差的期刊予以合理的区别对

待。探索建立科研专项培育基金，鼓励学生进行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第五，落

实毕业实习。正在完善学院有关毕业实习的管理考核规定，学院和导师共同为毕

业年级研究生搭建实习平台。加大对毕业实习的管理考核力度，力争毕业实习取

得良好效果。

四、服务贡献

（一）社会服务

我院高度重视培养硕士研究生社会服务意识，并积极组织硕士研究生参与社

会服务活动。2020 年，在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面前，我院硕士研究生丝毫没有

退却，而是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基层抗疫活动，在各个村、社区成为抗疫志愿者，

帮助所在基层单位整理防疫信息、登记外来人员信息、进行体温测量等抗疫活动，

积极在所在村、社区宣传防疫知识，提高群众抗疫意识，为早日战胜疫情贡献自

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也大大提高了我院硕士研究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与服务

能力，深受社会各界好评。

（二）经济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院硕士研究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主动适应时代发

展潮流，将所学知识运用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2020届毕业生中，就业协议形

式就业的 101人中有 44人进入各类企业成为一名法务工作人员，有 22人进入各

类金融机构成为一名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为我国各类企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还有 27人成为一名公务员，进入了各级人民政府、法

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单位，他们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营商环境，做好经济发展

服务与保障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法治建设

我院硕士研究生始终保持对法治的高度信仰，致力于投身国家法治建设，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添砖加瓦。2020 届毕业生中，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的 101

人中有 71人从事与法律专业直接相关的就业岗位，有 13人从事与法律专业间接

相关的就业岗位，专业与岗位完全匹配的占 70.29%，基本匹配的占 12.87%，两

者共占约 83.16%。这表明，我院 2020届毕业生中绝大多数人毕业后仍从事与法

律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工作，他们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法治事业，为推动我

国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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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学位授权点培养方案

华中师范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适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

一、培养目标与要求

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

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一）基本要求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

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

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

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二）具体要求

1.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2.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3.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4.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5.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6.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二、培养对象

通过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经培养单位录取的，具有

国民教育序列法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

三、培养年限与方式

（一）培养年限

全日制法律硕士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基本修业年限一般

为 3-5 年。

（二）培养方式

1.把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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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每一门课程教学；

2.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注重实务能力的培养；

3.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导师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

4.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和交流，聘请具有法律实务经验的专家参与教学及

培养工作；

5.必修课采取考核和考查两种方式。

四、培养内容与学分

总学分为 54 学分。

（一）课程设置（34 学分）

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含推荐选修课和特色方向选修课）。

1.必修课（18 学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2）外语（3学分）

（3）法律职业伦理（2学分）

（4）民法原理与实务（2学分）

（5）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2学分）

（6）刑法原理与实务（2学分）

（7）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2学分）

（8）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与实务（3学分）

2.选修课（16 学分）

（1）法理学专题（2学分）

（2）宪法专题（2学分）

（3）刑法各论（2学分）

（4）商法专题（2学分）

（5）经济法专题（2学分）

（6）国际法专题（2学分）

（7）知识产权法专题（2学分）

（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题（2学分）

（9）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2学分）

（10）证据法专题（2学分）

（11）物权法专题（2学分）

（12）债权法专题（2学分）

（13）企业法专题（2学分）

（14）合同法专题（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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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司法专题（2学分）

（16）金融法专题（2学分）

（17）国际经济法专题（2学分）

（18）国际私法专题（2学分）

（19）投资法专题（2学分）

（20）竞争法专题（2学分）

（21）互联网知识产权实证研究（2学分）

（二）实践教学与训练（15 学分）

1.法律写作（2学分）

2.法律检索（2学分）

3.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调解等（3学分）

4.法律谈判（2学分）

以上实践教学与训练可采取案例研习、法律诊所等方式进行。

5.专业实习（6学分）

统一组织学生在第二学年（含第一学年暑期）完成，专业实习时间不少于 6

个月，可以在律师事务所、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或司法机关、政府法制部门等分

阶段进行。

定向研究生实践教学与训练由培养单位与定向单位参照以上要求确定培养、

考核方式。

（三）学位论文（5学分）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

法律实务，反映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理论与知识解决法律实务中理论与实务问题的

能力。

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

项调查等形式。

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规范并达到以下 5个方面的要求：

1.论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2.梳理和归纳同类问题的研究或实践现状；

3.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资料完整；

4.作者具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与统计方

法、规范实证方法等；

5.符合写作规范，字数不少于 2.5 万字。

五、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必须由 3名本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其中至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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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法治工作部门专家；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由 1至 2名法治工作部

门专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简况表

（一）必修课（18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外语 48 3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1

民法原理与实务 32 2 1

刑法原理与实务 32 2 1

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 32 2 1

法律职业伦理 32 2 2

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 32 2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与实务 32 3 3

（二）选修课（选满 16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学

期

法理学专题 32 2 1

宪法专题 32 2 1

互联网知识产权实证研究 32 2 2

刑法各论 32 2 2

物权法专题 32 2 2

债权法专题 32 2 2

知识产权法专题 32 2 2

企业法专题 32 2 2

合同法专题 32 2 3

商法专题 32 2 3

公司法专题 32 2 3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32 2 3

金融法专题 32 2 4

证据法专题 32 2 4

经济法专题 32 2 3

国际法专题 32 2 3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题 32 2 4

国际经济法专题 32 2 4

投资法专题 32 2 3

竞争法专题 32 2 4

国际私法 3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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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与训练（15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法律写作 32 2 2

法律检索 32 2 2

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调解 48 3 3

法律谈判 32 2 3

专业实习 6 4

六、培养目标与要求

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

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

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

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

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二）具体要求

1.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2.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3.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4.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5.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6.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七、培养对象

通过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经培养单位录取的，具有

国民教育序列非法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

八、培养年限与方式

（一）培养年限

全日制法律硕士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基本修业年限一般

为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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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方式

6.把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

融入每一门课程教学；

7.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注重实务能力的培养；

8.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导师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

9.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和交流，聘请具有法律实务经验的专家参与教学及

培养工作；

10.必修课采取考核和考查两种方式。

九、培养内容与学分

总学分为 74 学分。

（一）课程设置（54 学分）

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含推荐选修课和特色方向选修课）。

1.必修课（32 学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2）外语（3学分）

（3）法律职业伦理（2学分）

（4）法理学（2学分）

（5）中国法制史（2学分）

（6）宪法学（2学分）

（7）民法学（4学分）

（8）刑法总论（2学分）

（9）刑法各论（2学分）

（10）民事诉讼法学（2学分）

（11）刑事诉讼法学（2学分）

（1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2学分）

（13）经济法学（3学分）

（14）国际法学（2学分）

2.选修课（22 学分）

（1）商法专题（2学分）

（2）知识产权法专题（2学分）

（3）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题（2学分）

（4）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2学分）

（5）证据法专题（2学分）

（6）物权法专题（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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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债权法专题（2学分）

（8）企业法专题（2学分）

（9）合同法专题（2学分）

（10）公司法专题（2学分）

（11）金融法专题（2学分）

（12）国际经济法专题（2学分）

（13）国际私法专题（2学分）

（14）投资法专题（2学分）

（15）竞争法专题（2学分）

（16）互联网知识产权实证研究（2学分）

（二）实践教学与训练（15 学分）

1.法律写作（2学分）

2.法律检索（2学分）

3.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调解等（3学分）

4.法律谈判（2学分）

以上实践教学与训练可采取案例研习、法律诊所等方式进行。

5.专业实习（6学分）

统一组织学生在第二学年（含第一学年暑期）完成，专业实习时间不少于 6

个月，可以在律师事务所、企事业单位法务部门或司法机关、政府法制部门等分

阶段进行。

定向研究生实践教学与训练由培养单位与定向单位参照以上要求确定培养、

考核方式。

（四）学位论文（5学分）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

法律实务，反映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理论与知识解决法律实务中理论与实务问题的

能力。

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

项调查等形式。

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规范并达到以下 5个方面的要求：

6.论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7.梳理和归纳同类问题的研究或实践现状；

8.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资料完整；

9.作者具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与统计方

法、规范实证方法等；

10.符合写作规范，字数不少于 2.5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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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必须由 3名本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其中至少 1

名为法治工作部门专家；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由 1至 2名法治工作部

门专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简况表

（一）必修课（3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1

外语 48 3 1

法理学 32 2 1

中国法制史 32 2 1

宪法学 32 2 1

民法学 64 4 1

刑法总论 32 2 1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1

刑法各论 32 2 2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2

法律职业伦理 32 2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3

经济法学 48 3 3

国际法学 32 2 3

（二）选修课（选满 2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互联网知识产权实证研究 32 2 2

物权法专题 32 2 2

债权法专题 32 2 2

知识产权法专题 32 2 2

企业法专题 32 2 2

合同法专题 32 2 3

商法专题 32 2 3

公司法专题 32 2 3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32 2 3

金融法专题 32 2 4

证据法专题 32 2 4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题 32 2 4

国际经济法专题 3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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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法专题 32 2 3

竞争法专题 32 2 4

国际私法专题 32 2 4

（三）实践教学与训练（15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法律写作 32 2 2

法律检索 32 2 2

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调解 48 3 3

法律谈判 32 2 3

专业实习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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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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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我院社会工作硕士是 2009 年新增设的硕士专业学位，全国首批开展社会工

作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共有 33 所，我校成为首批社会

工作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Social Work,缩写为 MSW)教育试点单位，首届录

取人数为 71 人，学制两年，其专业设置的特色主要是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出发，

选择急需的社会工作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如社区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妇

女社会工作和医务社会工作等，同时强调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研究和实践的贯通，

注重社会工作的策划、评估和管理能力的培养，致力于打造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

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二）学科建设情况

学科聚焦转型期中国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经济社会学、城乡社会学、社会工

作与社会政策研究三个主要学科方向。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

熟练掌握本学科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水平专门人才。学科生源具有招生范围

广、生源质量高等特点。本学科培养了数千名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高级人才，

其中知名专家学者、企业高管和行业领军人才数十名，多名教师担任中国社会学

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专委会理事长、国际学术刊物主编和编委等职务；学科

发表的 SSCI、SCI 期刊论文连年增长，1篇论文于 2020 年 9 月进入“ESI 高被引

论文”。

（三）研究生基本情况

2020 年录取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78 人。截止 2020 年底，我院在校社会

工作专业硕士 150 人，因为疫情原因，我院通过网络答辩的方式，6月份完成 60

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学位授予工作。

二、培养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

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社会政策，具备

较强的社会福利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能够服务党和国家重

大战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胜任针对不同人群及领域的社会福利服务与社

会福利管理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其定位是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工

作专业学位授权点，强化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和政策实践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



512

创新能力，在临床社会工作实务、城乡社区治理、公益慈善发展、减贫与发展研

究等领域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本专业学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主动融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健康中国、

城乡社会治理、疫情防控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有力回应了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主要社会关切。近年来，本专业学位在临床社会工作方向，形

成了以医务社会工作、儿童与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司法社会工作为

主的特色领域；在社会行政与服务管理方向上，着力培养城乡社区服务与社会治

理人才、社工机构管理人才和公益慈善与社会创新人才；在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

方向上，形成了减贫与发展研究、政策评估等特色领域。

（二）学位标准

本专业学位点严格执行培养的各个环节，制定了《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硕士专

业学位（MSW）培养方案》、《社会学院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条例》、《社会学院学

位论文盲评工作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在课程环节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

学校或学院组织的规定课程的考核，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攻读社

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期间，需获得总学分不低于 35 学分。其中必修课为 17 学分、

选修课为 10 学分、实践环节为 8学分，要求学生至少有 800 小时的专业实习；

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文，本学位点严格执行《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MSW）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学位论文送至少 2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的专家评阅，通过盲评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专家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位具有丰富的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的专家，学位论文经答辩获得通过可按学位申请程序申请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学位。

三、学位点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或特色

本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严格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颁布《社会工作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下简称《指导方案》）制定，紧密结合国

家重大战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以及行业发展前沿，在课程体系、实践

安排和论文授予等方面，既全面规范地回应了《指导方案》的要求，又积极回应

当前社会工作行业缺乏微观实践人才、中观管理人才和宏观政策人才的现状。

形成了四大培养方向。在临床社会工作实务方向上开设“儿童与青少年社会

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习与督导”等选修课程群，与多家医院和

专业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开展合作教学研究。在社会行政与服务管理方向上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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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与社会组织”、“城乡社区治理”、“公益慈善与儿童保护”、“社会工作

评估”等选修课程群。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方向上，开设“减贫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研究”等选修课程群。致力于研究当

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社会服务机构在社会服务传递和行政管理方面遇到

的挑战和机遇，以及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公益慈善方

向上开设“公益慈善导论”、“公益慈善与政策创新”、“公益慈善与可持续发

展”、“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创新实践”等选修课程群。

在学位点特色方面，本专业学位整合校内外资源，落实“双导师”制度，

围绕人才培养和特色领域建设了一批稳定的专业实践基地，与中国扶贫发展中心、

湖北省民政厅、武汉市民政局等政府部门，以及敦和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建立了协

同创新机制。同时，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安普顿大学等国外名校建立了培

养协同机制，邀请王思斌、关信平、AnnamariaCampanini 等名家为师生做报告

或专题教学。注重将高水平成果转化为培养资源，如基于减贫与发展、儿童福利

等优势研究成果开发教学案例，编写实务案例集 2本。质量保证方面，搭建“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整合机制，在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中提

升学生理论与实务能力，在课程教学和学生指导中强化教师科研特色和学术能力，

在政策评估、机构督导和专业培训中提升师生的社会服务质量；聘请资深教师作

为课程督导，加强课程评价成果运用。

（二）师资队伍

学院教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质量和层次进一步提升。优良的师德师风吸引

了更多优秀人才加盟本专业学位点。2016 年以来，先后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

南京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知名学者和应届博士成为为本专业学位点的带头人和

青年教师骨干，如郑广怀、黄君、陈安娜和洪佩等。5年来，本学位点新增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人，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等省市级人才计划 6人，学

校“学者名师计划”桂子学者 1人、桂子青年学者 3人，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 3

人。

（三）科学研究

本专业学位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培养机制驱动下，

学生的理论素养和专业实践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并取得系列成果：

研究咨询报告产生较大影响，学生与导师合作撰写关于全球贫困人口变化情

况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研究成果的咨询报告，获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批示；

学生创新创业成果显著，雷丹创办襄阳乐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积极服务地方社

会发展；邹定参与创办鄂州市鄂城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推动鄂州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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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科研论文成效凸显，马铭子与导师合作的论文发表在在 SSCI 一区刊

物上，多名学生与导师合作发表论文；学生持证率高，专业学位点有多名学生在

学期间取得包括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在内的多种资格证书。

（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专业学位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培养机制，注

重在专业实践中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严格按照全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指导

委员会要求，确保学生必须完成 800 学时的集中实习，且实习内容与社会工作专

业相关。本专业学位成立了实习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统筹协调学生的专业实践，

并制定详细的实习制度，规范专业实践的具体事项，扎实贯彻三位一体的专业培

养方案要求。5 年来，学位点重点建立了 21 家专业实践基地，并与专业实践基

地建立了双向联合培养机制。学校和实习机构双方定期、不定期进行沟通，就专

业实践、业界前沿问题进行研讨，推动师生专业实践能力提升。实践督导采取“研

究生导师+学院督导+机构督导”的形式进行，督导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

同时注重专业实践中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指引，及时回应学生的道德伦理实践

困境，在专业实践中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实践能力。实习结束后，采用汇报会、

专家评价等方式对学生实践进行考核，每年评选 10%的优秀实习生。学位点有多

名学生在校期间创办社工服务机构，学生参与的武昌区社会治理创新服务实践入

选“中国政府创新最佳实践”十大项目；师生在实践中的建言献策成果得到汪洋

等国家领导人批示。

四、培养具体过程

（一）思政教育

本专业学位在培养过程中强化社会工作专业的政治属性，同步推进学生的思

政教育与专业能力发展，突出专业教师的育人作用，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是密切党

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协助党和政府落实民生政策，满足群众个性化、

专业化需求的应用型专业，促使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好“代表谁、为了谁、服务

谁”的问题。

1.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强化立德树人主线引领

依照本学位所在学院出台的《“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建设方案》，把学生的思

想政治修养提升作为文化知识传授和实践训练的出发点；发挥基层党委的作用，

推动院领导讲党课制度化；将“课程思政+专业思政”融入到人才培养全程，比

如教师结合研究，带领学生学习领会习近平扶贫思想；精选思想素质好、专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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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的教师讲授主干课程；抓牢“互联网”思政新阵地，将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

造融入线上线下教学全过程。

2.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构建协同育人环境

将思政教育贯穿于专业学位教育的课程教学、专业实践和学生管理全过程，

系统推进思政育人体系建设，形成“大思政”教育格局。坚持开展“教授午餐会”、

“导师、班主任走访学生宿舍”、“导师访谈周”等活动，及时了解学生的生活状

态和思想动态。利用好课堂、学术讲座、新媒体等意识形态阵地，对学生进行思

想引导。制度上将思政育人职责纳入教师的入职培训和工作评价体系，促使导师

切实履行思想引导、学业指导、生活辅导、心理疏导和就业督导的“五导”职责。

3.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进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

落实“双带头人”培育工程，选拔政治素质好、专业能力强的党员担任支部

书记，加强支部标准化建设，结合学科专业特色，推进党建工作与人才培养同频

共振。注重师德师风建设，在人才引进、岗位聘用、职称评审、导师遴选、教师

培训、评优评奖等环节，推进师德师风考核“一票否决”，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确保立德树人成为每一位教师的使命，推进党建与育人融合发展。

4.突出调研育人和实践育人特色，助推人才培养

落实社会工作贯彻党和国家的政治意志，开展专业化社会服务的使命，注重

为学生提供多平台、多渠道的专业实践机会。例如，本专业累计一千余人次参与

精准扶贫实地调查和贫困县退出评估工作，提升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

感。同时，不断探索“党建+专业建设”的发展模式，发挥民政部专业社会工作

人才培训基地，武汉市洪山区“大学之城”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洪山区基层社会

治理人才培训基地等专业基地的育人作用。

（二）课程教学

为回应社会迫切需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本专业学位严格按照《华

中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并于 2018

年和 2020 年根据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进行了培养方案修订。本专业学位在设置

社会工作专业方向时，紧紧围绕当前社会发展对社会政策、社会服务、社会治理

等方面的人才需求，依托我校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的专业优势,经过多年探

索，形成了临床社会工作实务、社会行政与服务管理、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三大

方向，重点围绕三个方向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课程模块、稳定的校内外教师团队和

长期合作的实习基地，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政策分析和评估工作，凸显专业特色与

优势。例如，在临床社会工作实务方向上，本学位点与多家医院和专业机构签署

合作协议，开展合作教学研究，“心灵成长工作坊”获民政部首届全国优秀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在社会行政与服务管理方向上，贴合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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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的实际，增设“社会组织与公益慈善”、“儿童福利与公益慈善”等课程，

获得敦和基金会菡萏计划的资金支持；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方向上，积极为脱

贫攻坚建言献策，成果多次得到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三）导师指导

在导师聘用及培训上，本专业学位要求导师的学术成果均与社会工作领域密

切相关，且发表在社会工作专业期刊上，并在师德师风、教学方法和实践督导等

领域指定资深教师对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在“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上，本专

业学位以“循证实践”为抓手，积极推进“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要求专业教

师既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同时又能将最新的最佳的证据用于指

导学生的专业实践，并在专业实践中提炼出新的“证据”，促进行业发展。在导

师组制度探索上，本专业学位鼓励教师按照专业方向，形成教授-副教授-讲师（博

士后）团队，形成了儿童与青少年、社会公益与慈善、政策分析与评估等导师组，

与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各方向紧密结合。

不断加强导师队伍制度体系建设，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

法》等文件精神指导下，结合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上岗的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

要求》、《博士生导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等文件，一起构成涵盖导师

遴选、考核、退出等各方面较完善的导师队伍建设制度体系，并在导师队伍建设

各项工作中强化立德树人的核心地位，健全导师师德、学术能力和培养绩效相结

合的考核体系。通过导师上岗审核，2020 年一共完成 30 名硕导、8名博导的上

岗审核，其中新增 5名硕导。坚持常态化导师培训，3名新上岗导师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新晋研究生导师培训，学习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教育政策、制度

规定，师德师风、论文指导、科研与教学关系等内容。

（四）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本专业学位注重将案例教学与实践基地建设相结合，将案例教学与社会工作

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相结合。目前学位点已建立青少年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

医务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等社会工作实践基地，通过实践基地开展案例

教学，结合不同案例情境进行专业方法、技巧实践训练，以能力为本位，培养学

生的关键核心能力，并将知识内化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伦理操守。为深化社会工

作前沿问题研究，教师基于课堂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学规律，基于自身的实践经

历和科研项目，编写教学案例，确保案例开发建设具有典型性、客观性、先进性，

形成了具有本专业本学科特色的案例研究成果。5年来，出版社会政策案例集 2

本，编写社会工作案例集 2 本。其中，学生基于“家庭社会工作”案例的论文

2019 年参加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获得一等奖，学生基于“老年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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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参加 2017 年参加湖北省社会工作案例大赛获得一等奖。《“请还我一个身

份”——疫后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特殊个案干预》入选 2020 年全国社会工作专

业硕士研究生百强案例。本专业学位于 2016 年至 2018 年连续 3年举办湖北省社

会工作案例大赛。

(五)论文质量

总体来看，学位论文选题着力于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迫切需要，与社会

工作专业密切相关，涉及的理论和实务领域主要围绕临床社会工作实务、社会行

政与服务管理、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三个培养方向凝练选题，在基层社会治理、

医务社会工作、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社会组织培育、社会

政策分析、公益慈善等领域展现了良好的应用性。2018 年以来，依据《华中师

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实施办法》，本专业学位点对必要

论文实行全盲评制度，采用双盲评审办法，每名学生送两位专家评审。论文盲评

不通过的学生均须修改论文半年或一年后，重新申请答辩，同时导师相应暂停招

生资格一年。同时在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答辩时严把质量关，切实保证学位

论文的质量，在接受省学位办及校学位办抽检中，通过率 100%。5 年来，共有

22 篇本专业学位论文被评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五、服务贡献

本专业学位点建设过程中主动承担社会服务践行专业使命，积极参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疫后服务，投身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城乡社区治

理等重大战略，促进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融合发展，相关成果对国家政策和地方

实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得到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相关市区县及相关单位

组织高度肯定，赢得了服务对象满意和认可。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主要包括：

（1）勇担社会责任，投身新冠疫情防控。学院师生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

同时，积极开展“服务战疫”和“学术战疫”，多方链接资源、开展陪伴服务、

毕业生直接参与方舱医院医务社工服务，撰写咨政报告和学术论文产生积极影响。

（2）开展政策实践，服务脱贫攻坚战略。为脱贫攻坚建言献策，相关成果

得到汪洋等国家领导人批示，多项成果被国务院扶贫办采纳；参与脱贫攻坚第三

方评估和成效考核；与宣恩县共建社会工作服务工作站，开展直接服务与研究；

连续三年举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论坛。

（3）扎根基层社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湖北省民政厅、武汉市民政局、

武汉市洪山区等单位共建城乡社会治理协同创新基地，开展合作研究和政策服务，

为武汉社区工作者能力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为疫情后社区治理体系完善与优化提

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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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与公益慈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湖北省民政厅、湖北省慈善总

会、湖北省红十字会开展深度合作，编写湖北省慈善发展报告，为湖北省慈善事

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与敦和基金会合作开设慈善与社会组织方向培养专业人才。

（5）领办社工机构，引领行业创新发展。专业教师依托学位点智力资源，

领办武汉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致力于提供优质服务打造社工品牌，连续三年

获评全国百强社工服务机构，今年获评武汉市 5A 级社会组织。

（6）发展医务社工，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与湖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肿瘤

医院、中部战区陆军总院、武汉市儿童医院等医疗单位签署实习实践基地协议，

开展合作研究，参与湖北省医务社会工作专委会建设。



519

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教育

（类 别） 代码：0451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520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

点建设、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担负着国家培养中、

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使命与职能，并于 2017 年 9 月进入国

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

自 1903 年建校至今，学校已走过 105 年的辉煌历程，从上世纪 50 年代即开

始招收研究生，文革期间虽经停止，1978 年便恢复研究生招生，1981 年被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为国家首批硕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96 年成为全

国首批 16 所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之一。经过二十余年的坚实发展，形成

了教育硕士、全日制教育硕士、在职教育硕士、农村教育硕士、免费师范生教育

硕士等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立体式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全校共有

15 个学院承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主要涵盖教育管理、学科

教学(思政、语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音乐、体育、

美术等)、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特殊教育、教育技术、心理健康教育、科学与

技术教育等 20 个专业和专业领域，为国家教育系统、党政机关及其他相关行业

培养了一大批品德高尚、素质优良、专业过硬的教育硕士专业优秀人才。

2018 年 7 月，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实施的全国首次专

业学位水平评估中，我校在符合参评条件且参评的 61 所授权单位中成绩为“A-”

（即 7%～15%，授权单位共计 142 所），全国参评高校并列第 3位。

（二）学科建设情况

教育学科学史悠长、学源绵延，拥有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韦卓民、

王亚南、潘梓年、吴俊升、任钟印、杨葆焜等知名学者求学或任教于此；王道俊、

郭文安先生倡导的主体教育理论在学界享有盛誉，主体教育综合实践改革持续深

入。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技术学等领

域有重要影响力；围绕乡村教育、学校布局、教育立法、教育治理等领域咨政建

言，推动了中国教育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探索信息化时代

教育变革的理论、路径与模式。

教育学科主办《教育与经济》（国家社科资助期刊）和《教育研究与实验》

两个 CSSCI 来源期刊；2020 年组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拥有多个国家

级平台，先后获批“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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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教育学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秉承“一体两翼”

发展战略，充分彰显教育学科优势，探索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以信息

技术为引擎，促进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学科发展形成了三大特色：一是以主体

教育理论为引领，提出制度德育、深度教学等理论；二是以跨学科融合为优势，

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教学创新；三是以教育政策和治理为重要研究领域，

提供高质量政策咨询，致力于建设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智库。

教育学科致力于培养有家国情怀、有使命担当、有扎实理论和实践能力、有

较强国际理解力和全球胜任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一是服务国家基础教育的卓越

教师，二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三是从事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高素质人才，

四是从事教育管理的领导人才。近年来，推免生数量逐年增多，来自双一流高校

生源比例不断提升，生源质量不断提高。

教育学科在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主体教育理论引领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创

新，编写的《教育学》发行 700 多万册，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等多个奖项；

筹建“智能教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 4项省

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制度德育、深度教学、学习中心教学为抓手推动了 1000

多所中小学发展，项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扎根中国，开放发展，招收 27

个国家留学生，举办 50 余次高水平国际会议，邀请 53 位国际知名教授开设英文

课程；教育学科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

（三）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情况

2020 年本教育硕士学位点共有 4436 报考，招收 423 名教育硕士，报录比为

9.53%。截止到 2020 年底，本学位点在读教育硕士 3617。2020 年毕业生总人数

为 729 人，全部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受疫情影响，2020 年教育硕士就业率略微

下降，就业总人数为 559 人，总体就业率接近 80%。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总体来看，我校教育硕士专业门类较为齐全，专业方向涵盖范畴广泛。经过

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学位点拥有一批国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一支结构合理的

高水平学术团队。现有教育硕士专业专职导师 256 人，拥有高级职称 226 人，其

中正高级职称 97 人，占比 37.9%，副高职称 129 人，占比 50.4%；具有博士学位

者 205 人，占比 80.1%。

2020 年，本专业学位点共聘请有校外导师 285 人，均为各重点中学的高级

教师或管理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实务经验丰富，能够胜任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教育的要求。其中正高级 77 人，占比 27.5%，副高级 118 人，占比 41.4%；

具有博士学位 90 人，占比 31.6%。通过多种方式，建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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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结构合理、学缘结构优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校内为主体国内外多元优质资源

为支撑的优质师资队伍。

二、主要内容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本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严格遵照《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

培养方案（2017 年修订）》的要求，结合本校具体实际，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方

向的教育硕士制定了既符合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又坚持应用型培养取向，也体现

职业需求差异的实践型、高层次、复合型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教育管理人才培养

目标。

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主要着眼于服务国家和地方基础教

育，真正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且拥有较高教育

信息化能力和素养的高素质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教育管理人才。

2.学位标准

（1）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①学术道德

严格遵守学术道德，恪守学术规范，保护知识产权，端正学术态度，切忌学

术浮躁；严谨求实，自觉维护学术声誉，坚决反对任何学术不端行为，形成遵守

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以实际行动维护学术尊严和国家学位的严肃性。

②专业素养

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国际化视野、信息化能力、宽广的教育专业基础，具

备较高的人文素质、科学素养和良好的身体及心理素质；熟悉国家教育方针政策，

遵守教育法律法规；掌握基础教育改革的最新进展，了解相关学科及专业的前沿

动态和发展趋势。

③职业精神

具有对教师职业的深刻认识，具有乐于从教和从教光荣的职业情感，热爱基

础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和教学工作；具有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

职业信念，自觉践行师德规范，乐于奉献；具有积极探索、精益求精的进取精神，

树立以学生为本、以教育为本的基本教育理念，承担教师责任与义务，具有使命

感、责任感和爱岗敬业、坚持创新的职业精神。

（2）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教育硕士生在读期间要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掌握丰

富的相关知识，为未来的专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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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础知识

通过学习相关课程，掌握教育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取

得相应的学分。

②专业知识

主要包括与各学科教学、教育管理等专业直接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按专业

知识谱系可分四类：一般教学法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和教育情境知识，

其中学科教学知识为最重要的部分。

（3）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教育硕士生在熟悉基础教育历史及现状的前提下，接受与专业发展需求相适

应的实践训练及案例教学。在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过程中，教育硕士生应积极

参与或配合案例教学及培养院校组织的教学实践活动，加强实践训练，丰富教学

经验；通过认真参与精心设计的核心实践和领悟教育实践过程的策略与技巧，切

实提高教育专业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

（4）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①具有较强的自主获得知识的能力。

②具有突出的教育实践能力。

③具有扎实的教育实践研究能力。

④具有教育信息化素养和心理咨询能力。

（5）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①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教育硕士生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要求，要立足基础教

育实践，注重学以致用，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基础教育领域教学和管理

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

②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基础教育实践问题的传统形态的学位论文，也可以

是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实验报告或教育教学管理案例分析报告等。论文形式须

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合理、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持

之有故，文字表达顺畅，格式和形制符合文体要求，应广泛并有针对性地参考国

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所列文献充分适当，注释规范，论文总字数不少于 2万字，

应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认真撰写专业学位论文。

③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学位论文能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确保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水平，教育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应在论文指导小组的

指导下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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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或特色

（1）小学教育

培养高素质的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具体

要求为：

①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②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

沿和发展趋势。

③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④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⑤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2）学前教育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幼儿教

师和学前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具体要求为：

①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具有良好的

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②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③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学前教育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在现

代教育理论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教育教学

及管理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能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

教育教学工作。

④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⑤能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3）特殊教育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从事特殊教育研究、教学、管理、康复与服务

工作等方面能力的高素质、高层次专门人才。

①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特殊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

表，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②掌握现代特殊教育基本理论，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

解学科前沿和世界发展趋势。

③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及其研究和管理工作。

④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⑤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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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管理

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扎实专业基础、较强教育教学管理实践能力和研究

能力、高素质的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管理人员与教师。具体要求为：

①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②具有广泛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教育管理专业基础，全面理解教育政策法规，

掌握教育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

③具有较强的教育管理实践能力，胜任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熟练运用科学方

法和技术有效解决管理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④具有良好的教育科研素养和较强的实践反思能力，积极开展教育管理实践

研究，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

⑤熟悉基础教育改革改革发展，掌握基础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

法。

⑥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5）学科教学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

小学数学课程专任教师与从事相关工作的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培养掌握现代教育

理念、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全日制教育

硕士（学科教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具体要求为：

①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

德素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

质。

②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本学科

前沿和发展趋势。

③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④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⑤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6）现代教育技术

形成教育技术基础理论、教育系统设计与绩效评估、教育信息化管理与政策、

教育信息资源设计与开发、知识服务&智能教学系统、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化学

习平台技术等研究方向。

①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学内涵、外延及研究范畴；教育技术学研究

方法及方法论；技术、教育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及教育技术哲学思考；教育技术学

发展史与学科发展趋势；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技术引发学习方式

变化与教学模式创新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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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教学设计与绩效技术：本方向主要研究教学系统设计的方法、策略、模式、

评价等基本问题；新媒体支持下的教学系统设计基本方法；绩效技术基本理论及

其在教育、企业或组织中的学习、培训或训练中的应用。

③教育信息化管理与决策：本方向主要进行国内外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比较

研究、教育信息化智能评测与决策系统研究、我国不同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

研究、教育信息资源配置的策略和机制研究、区域教育资源的共享模型和方法学

研究、区域教育信息化中信息资源与组织体系等建设理论研究。

④教育信息资源设计与开发：本方向主要研究信息化（多媒体及网络环境下）

教育教学资源的设计方法，研究信息化教育教学资源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和有

关开发技术，研究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教学资源的应用方法与策略，促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⑤知识服务&智能教学系统：本方向从事智能教育软件的基础理论和软件开

发研究，包括教育信息资源的描述、检索、获取、保护、融合、浓缩和可视化等

理论和方法；面向学科的个性化教学工具、智能教学代理、专家系统等；以及教

育数据挖掘方法及应用。

⑥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本方向主要研究现代远程教育的过程、模式、支

持服务及管理与评价等基本问题，探索新理念、理论指导下的满足学习对象需求

的“资源设计与开发、系统设计与集成、项目规划与指导”等策略和方法。

⑦数字化学习平台技术：本方向主要研究以学习管理系统 LMS 为中心的开放

式技术架构，包括学习内容开发软件、LMS 以及基础网络环境等几个方面。规划

和建设可升级、模块化、有弹性的学习管理系统，并研究以学习管理系统为核心，

集成各种可应用于学习的其他技术手段。

⑧信息技术教育：本方向主要研究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理论、模式、

方法、策略、评价等问题；课程开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教育信息的采集、分析

与处理的理论模型、策略和方法；探索信息技术提升教学质量的方法和途径。

⑨新媒体教育应用：本方向主要研究新媒体教育应用的理论、策略与方法，

跟踪新媒体发展及其教育应用的趋势，探索媒体与认知交互的机制，研究教育媒

体环境与新媒体资源的设计与开发，探讨新媒体支持教育变革与创新的理论与实

践。

2.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

本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学位点拥

有一批国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团队。现有教育硕

士专业专职导师 256 人，拥有中高级职称 226 人，正高级职称 97 人，占比 37.9%，

副高职称 129 人，占比 50.4%；具有博士学位者 205 人，占比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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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校内导师简介

教育硕士

（方向）
导师 主要成就与经历

教育管理
涂艳国

（教授）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承担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重大

项目“学生发展性评价”，其研究成果“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教育管理
雷万鹏

（教授）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

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湖北教育学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分会理事长，发表论文

50 多篇。

教育管理
陈 彬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

长、湖北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教育管理
申国昌

（教授）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中陶会生活·实践教育专

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学科教学

（思政）

胡田庚

（教授）

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师，教育部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教育

部师范专业认证专家，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学科课程与教学研究。

学科教学

（语文）

陈龙海

（教授）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

篆书委员会委员，东湖印社副社长、秘书长，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湖北省优秀文艺人才库人才。

学科教学

（语文）

胡向东

（教授）

曾长期从事高考命题管理、考试研究等方面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研究生导师。2007 年被评为省政府津贴专家。

学科教学

（数学）

胡典顺

（教授）

湖北省中学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鄂教版高中数学教材”副主

编，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第三届“明德教师奖”获得者。

学科教学

（物理）

黄致新

（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全国高等物理教育研究会理事。连

续三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教学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21 项。

学科教学

（化学）

王后雄

（教授）

湖北省特级教师，中国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教育测量学会考试专

业委员会常委。

学科教学

（生物）

崔鸿

（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开设多门教育硕士专业课程。主编《新

理念生物教学论》等书籍。

学科教学

(英语)

闫春梅

（教授）

华中师大外语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英语）相关

项目多项，主要有“新政策背景下师范大学英语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实

践”。

学科教学

（历史）

杜 芳

（教授）

从事学科教学（历史）教育硕士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完整培养过十届，大约

100 多名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生多人获得全国教学比赛一等奖、全国一

师一优课大奖。

学科教学

（地理）

陈 实

（教授）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育学博士后、访问学者，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

育专业中国委员会理事。

学科教学

（音乐）

张业茂

（教授）

世界音乐教育学会会员（ISME），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音乐教育学术

委员会委员、高师乐理与视唱练耳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湖北省音乐教育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常务副主任。

学科教学

（美术）

邱 玲

（教授）

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学会会员，

中国工业陶瓷协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陶瓷艺委会评委。湖北省民间工

艺技能大赛历届裁判。武汉汤湖美术馆“汤湖陶艺双年展”策展人之一。

教育技术
刘三女牙

（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入选者，湖北省

政府专项津贴专家，湖北省科协“科技创新源泉工程”创新创业人才。

教育技术
刘清堂

（教授）

现为 ACM、CCF 组织会员、全国音视频标准组织（AVS）专家、全国信息技术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CELTSC）委员，中国高等教育技

术协会专家组专家，教育部动画、数字媒体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小学教育
罗祖兵

（教授）

获首届全国教育硕士小教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主持省级教学研究

项目“大学研究性教学的常态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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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
周东明

（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教育

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小学教育
岳 伟

（教授）

湖北省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会理事长，湖北省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

理事，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组部、团中央第 11 批博士服务团

成员。

小学教育
田友谊

（教授）

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涉及教育

基本理论、基础教育、学校变革、教师教育、创造教育、教育评价等。

小学教育
王 帅

（教授）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近年来主持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 1 项，国家社

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 1 项。

小学教育
但武刚

（教授）

担任湖北省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2018

年 11 月，获得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案例教学大赛三等奖。2018 年 11 月，获得全国教育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颁发的第三届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小教专业教学技能

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心理健康

教育

周宗奎

（教授）

全国应用心理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

教育心理学分会副会长。

心理健康

教育

马红宇

（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第三批认定的心理学家，国家首批运动心理咨询专家，员工援

助师国家职业培训教程编审专家与培训专家，国培计划、中南地区中小学校

长、湖北省公务员系统培训专家，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

心理健康

教育

孙晓军

（教授）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儿童发展心理学、人格与社会性发

展、同伴交往、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等。

学前教育
蔡迎旗

（教授）

全国教指委专家工作小组“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成员、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专委会副主任等。

学前教育
张 莉

（副教授）

湖北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常务理事，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武汉市学前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学前教育
吴航

（副教授）

中国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

要从事家庭教育、学前儿童游戏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学前教育
王雯

（副教授）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教育专委会委员、湖北省学前教育专业委员

会理事和学术委员。

特殊教育
雷江华

（教授）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特殊教育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副会长。

特殊教育
程三银

（副教授）
主要领域包括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智力风格、特殊儿童的心理与教育等。

特殊教育
孙玉梅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特殊教育基本理论、自闭症儿童的教育以及特殊儿童行为干

预等。主讲课程包括智力障碍儿童心理与教育、特殊儿童积极行为支持、残

疾儿童康复理论、自闭症儿童心理与教育等课程。

特殊教育
徐添喜

（副教授）

学校“信息化进程中残疾学生职业教育研究”人文社科青年学术创新团队负

责人；兼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健康科学学院残

疾研究与政策中心荣誉高级研究员

（2）校外行业教师

2020 年，本专业学位点共有校外导师 285 人，均为各重点中学的高级教师

或管理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实务经验丰富，能够胜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的要求。其中正高级 77 人，占比 27.5%，副高级 118 人，占比 41.4%具有博

士学位 90 人，占比 31.6%。（如表 2所示）其中部分代表性的校外导师信息与实

践经验如表 3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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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外行业教师基本情况

表 3 部分代表性校外导师信息

专业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教育管理 范俊明 宜昌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书记

教育管理 姚敬华 江苏省震泽中学 校长

教育管理 水菊芳 吴江区教育局 副局长兼区教研室主任

学科教学（思政） 伍代雁 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心 副校长、政治高级教师

学科教学（思政） 王忠文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政治教研组长、特级教师

学科教学（思政） 华林飞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研室副主任、政治特级教师

学科教学（语文） 梅晴 武汉市教科院 初中语文教研员

学科教学（语文） 唐静 硚口区教研室 小学语文教研员

学科教学（语文） 邹勤 汉阳区教研室 初中语文教研员

学科教学（数学） 桂文通 武汉市教科院 初中数学教研员

学科教学（物理） 伏森泉 武汉市教科院 高中物理教研员

学科教学（物理） 鲁志祥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物理奥赛主教练

学科教学（化学） 万长江 武汉市武钢三中 副校长、化学特级教师

学科教学（化学 陈荔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校长、化学教师

学科教学（生物） 张婧 苏州华中师大研究院 研究员

学科教学（生物） 艾 燕 武汉二中 生物教研组长

学科教学（英语） 王劲松 华中科技大学附中 教务处副主任

学科教学（英语） 龚源来 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 高级教师

学科教学（英语） 江兴隆 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 副校长，高级教师

学科教学（历史） 周鹏程 华师一附中 校长、历史特级教师

学科教学（历史） 陶涛 华师一附中 历史高级教师

学科教学（地理） 胡龙成 武汉市外国语学校 中学地理特级教师

学科教学（地理） 冯长运 湖北省教学研究室 地理研究员

学科教学（地理） 陈征 孝感市教科院 中学地理特级教师

教育技术 张强 湖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纪委书记

教育技术 蒋立浤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校长

教育技术 张婧 苏州华中师大研究院 研究员

小学教育 沈爱华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中学高级教师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计 35 岁及

以下

36-40岁 41-50岁 50-60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位

教师

正高级 77 0 5 31 35 6 32

副高级 118 6 18 64 26 4 38

中 级 62 27 17 16 2 0 19

其 他 28 11 9 6 1 1 1

总 计 285 44 49 117 64 11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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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 李怡 武汉市鲁巷实验小学 高级教师

小学教育 李桂玲 洪山区教育局 中学高级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 耿喜玲 武昌实验中学 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 张红梅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院长

学前教育 张敏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学高级

学前教育 刘玉平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小学高级

学前教育 张国华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幼儿园 小学高级

特殊教育 曹艳 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 中学高级教师

特殊教育 曾红 成都市锦江区特殊教育中心 中小学二级教师

特殊教育 陈莎茵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中小学高级教师

3.科学研究

完成项目：

第一，完成了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信息技术环境下高效研讨课堂教学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第二，完成了华中师范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主科研项目“基于大

数据平台 WWT 的科学数据可视化及其教育科普应用”。

第三，完成湖北省科技馆委托项目：《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第 3 部分：

展陈台》、《科技馆展览教育通用要求第 3部分：说明牌》地方标准的研制项目。

第四，完成 2018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高中教

师教学诊断能力发展机制研究（CCNUTE2018-05）2020 年 9 月结项）。

第五，完成 2019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公费师

范生教师资格考试公平监测体系构建及实施研究（CCNUTE2019-10B）2020 年 10

月结项）。

第六，完成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项目：乡村新机制教师招聘考试项目评价。

（2020 年 10 月结项）。

表 4 在研项目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课题名称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我国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学生信息素养的内涵、标准与评价体系研究

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课堂观察工具：研究与实践

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成本测算与财政支持政策

研究

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

6 教育部 委托项目 5G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化教学模式研究

7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

委托项目 面向时域天文学的虚拟天文台核心能力建设与

科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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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

融合发展（武汉）重

点实验室

委托项目 物理学科教学资源需求指标体系及分年级呈现

体例研制

9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

目

一般项目 基于双轨数字学校的农村教学点课堂教学行为

模型建构研究

10 教育部-中国移动科

研项目

委托项目 5G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化教学模式的类型、模式

建构、教育实验等

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

后期资助

项目

高考改革的挑战——高中教育特色化发展的路

径与策略研究

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武侠网络游戏超文本叙事研究

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冷门绝学”项目之文字学研究

14 国家语委 重点课题 大学书法研究

15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 委托项目 全国体育单招考试监督评估标准研究

16 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委托项目 植物科技馆展品内容策划研究

17 中国科普研究所 委托项目 西部地区小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情况调查

18 教育部 一般项目 国际青少年科技教育政策、理念与发展趋势研

究

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基于量化学习的在线教学视频评价模型与方法

研究

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在线学习社区中学习情感演化机理及其预测方

法研究

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面向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学习者协作会话能力评

估模型及干预机制研究

4.教学科研支撑

学院在研究生教学培养中为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提供丰富的学术交流平

台和实践平台，提升其科研及实践能力。

（1）学术交流平台，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

第一，学院定期举办“博导论坛”“学术午餐”“学在田楼”等学术活动，邀

请海内外专家为硕士生做与研究方法相关的学术报告。

第二，形成“U-G-B-S”特色模式，为研究生教学、学生实践提供平台，设

立专业数据库、“实证研究工作坊”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2）实践平台，提升研究生实践能力

第一，为了培养研究生实践能力，除了开展实习、见习、社会实践等活动外，

倡导让硕士生担任导师的本科教学助教，协助导师备课、讲课；让研究生在本校

职业与技术教育学院兼课，以培养与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

第二，每年启动“起航调研计划”项目，让研究生申请项目，开展课题研究，

为其提供学术实践机会，推进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藉助湖北省内和省外的科

研基地和研究生实习基地，锻炼研究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实证研究能力。

https://www.so.com/link?m=bPrwoxAY3LHxTe394J69prJab3fGwDHgPDE+lBzQ0BDgSWq8noK6Y/zYXfSK2nKkK1kc4+FXpXENZuODFNDyYMkbR/UG/7uhhnMJvqfHnbijg5tD5mZaUyIV/6e9BFeQ5szjEVAVmJyGghs7fKeopJnKH/qpi8JqSebgziofDBYh3e0XIzVi7LW+q2mwAhoIy2y5gwjtEnckF/bLe6px7lQM3xQxkmbb7MErmKNNKLjY5/zHXrO882NcIrvoJ67nal/10A6STMzUTDzMZUV78FuQnh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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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研究生开办“桂苑论坛”，由研究生牵头承办论坛活动，每学期举

办数次，主要由研究生报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考察见闻，同学之间展开热烈

讨论，最后由导师组成员做点评，激发思想火花，产生思想碰撞。

表 5 教学科研支撑平台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1 国家工程实验室
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

国家发展改

革委员
2017

2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科技部 2009

3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

心

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 2019

4
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

新实验基地
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 教育部 2020

5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
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

湖北省教育

厅
2016

6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育

厅
2007

7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
学校德育研究中心

湖北省教育

厅
2014

5.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为研究生设置了力度打、覆盖面广、金额高的奖助体系，确保研究

生能更好的投入学习和科研，深入创新实践锻炼，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的活力，

促进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试

行）》的指导下，教育学院依据自身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

突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突出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成果的培养目标，并实

现奖助学金 100%覆盖。本专业学位点专为教育硕士专业管理制定了多项规章制

度，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等申请、评审制度。

其中单项奖学金的评定更是制定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

细则，以突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成果，会

综合学生的学习成绩、科研能力和所得荣誉进行综合的量化进行考评。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教育硕士招生考试工作被统一纳入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招生管理流程，采取

初试加复试的形式。在笔试基础上，学院组织相关专家从专业基础、科研能力、

综合素质和外语水平四个环节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考核，同时对申请人的思想政治

表现、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最终择优进行招录。学位点教育硕士生源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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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应届本课剩，也有基础教育领域有相当成就的校长和骨干教师，还有已毕业

的公费师范生。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点在 2020 年招生过程中，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

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要求进行管理。2020 年本教育硕士学位点共有 4436 人报考，

招收 423 名教育硕士，报录比为 9.53%。

2.思政教育

（1）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

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抓紧党建，融合优势学科和师范育人特色，强化

思想引领。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综合革，探索在实验室、课题组建立研究生党

支部的新模式。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利用“阅来客栈”等党建学习平台开展理论研讨、调研考察等专题活动，强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抓强队伍，协同思政育人与课程思政，落实教育职责。下·一是着力落实导

师首要负责制。将导师育人责任和成效作为导师遴选、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的先

决条件。二是要求任课教师挖掘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打造思政示范课

程。为教育硕士开设公共必修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

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等思政课程，始终以马克思主

义思想为引领，揭示中国化探索和当代发展。同时，遵循育人规律，用好全过程

育人“三课堂”。畅通主渠道，用好学科思政、课程思政“第一课堂”。其中教育

学院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纳入专业硕士研究生必修课，1由 3

位党员教师、博导授课；选树课程思政示范课、优秀教师，以点带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守好主阵地，用好学生思政“第二课堂”。创建学在田楼、德育课堂、

博导论坛、新年诗歌朗诵会、师生红歌会等思政品牌。种好责任田，用好环境思

政“第三课堂”。

（2）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学位点建立研究生工作负责人每周例会制度，在辅导员的专业与技能方面提

出更高要求，积极组织辅导员参加校内外的线上线下培训，全方位为辅导员的工

作提供条件保障，切实保证辅导员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着力提升研究生辅

导员政治素养与工作水平，充分发挥其在学生成长成才方面的重要作用。四是组

建理论宣讲团，开展“形势与政策”等主题教育。五是着力激发学生骨干自主参

与意识，着力加强对研究生社团的建设和指导，充分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的表率作用。

3.课程教学

（1）完善课程设置，出版系列精品教材

在课程设置方面着重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重教育研究方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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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设，促进学生更好地研究教育实际问题。此外，我校以课程建设为抓手，组

织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精品教材，依托学校教育信息化的资源，针对所有教育硕

士学位课程建设网络课程，为教育硕士的教学技能训练提供平台。

（2）搭上“互联网+”快车，探索现代化教学模式

大力推行实践型教学，不断优化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把课堂教学、观摩见习、

实践学习紧密联系起来。探索并建立“模拟小课堂”“微格技能小组”“见习研修

班”“实习学校基地班”等小班化教学与实践制度，促进教育硕士针对基础教育

改革发展的问题开展研究和实践。

（3）建立“双导师制”，科学管理教育实习

依托“双导师制”和“教育硕士专家指导团”等制度，通过强化教育见习、

增设教育研习、实施执教技能质量控制，构建教育硕士教育实习信息化、网络化

管理方式，提高教育实习管理功能。

（4）学位论文全程指导，提升论文撰写质量

论文指导小组由校内指导教师与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共同组成，对学位论文的

选题、开题、中期检查、论文答辩等进行全程指导和把关，确保学位论文质量。

课程开设情况

教育专业硕士生基准学制为 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3年。总学分 36 学分（16

学时/1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28 学分，实践环节 8学分。提前修满学分、完成

学位论文并达到学校和本学科规定条件的硕士生，可申请提前答辩和毕业。

课程设置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分为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四个模块（见表 6）。

表 6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设置简表

课程类型 课程数量 学分

公共学位基础

课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12

外语

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研究方法

心理发展与教育

专业必修课 5-7 门 10

专业选修课 3 门 6

实践教学
校内实训

8
校外实践

合计 36

为进一步加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工作，完善研究生教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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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服务体系，本学位点制定了一系列教学管理规定，涵盖招生复试标准与录取

环节、学生考勤制度、课程与教学环节考核、学位授予、师资选聘、任课教师管

理规定、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学位论文指导、评审与答辩制度、改进教育质量和

激励机制等各环节。这些教学管理制度和规定以书面文件形式向教师和学生正式

公布公开，较好保证了项目质量，确保了培养体系的完整与科学及教育专业硕士

研究生的教学管理质量和教学培养效果。

4.导师指导

（1）导师队伍的选聘

聘任原则

第一，有利于加强学科建设和调整学科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

量，更好地培养满足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

第二，按需设岗，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

第三，坚持严格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聘任条件

第一，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治学态度和学术品格，熟

悉并认真执行国家和学校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政策和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和指导能力，为研究生培养提供必要的条件，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身体健康，

每年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第二，申请硕士生导师原则上为正高级职务并具有硕士学位，或业绩突出的

具有硕士学位的副高级职务，或为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正高级职务人员。

第三，首次聘任上岗的硕士生导师，应已完整培养过一届及以上硕士研究生

(首次上岗的教育硕士专业导师应培养过两届及以上教育硕士研究生)，或参加过

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工作并完整地协助培养过一届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较好，

具备承担过至少一门较高水平的研究生课程的经历和能力。

第四，申请教育硕士专业导师，必须从事教育专业学位领域的教学、研究与

管理等工作并具有较为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申请学校课程与教学方向的导师需

要有实质性参与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申请教育领导与管理方向

的导师需要有基础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申请学生发展与教

育方向的导师需要有从事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管理的研究和

实践经验；申请汉语国际教育方向需要有从事对外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第五，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近五年来发表的论文、学术专著(教材)及所获成

果成绩显著，学术水平在本学科领域居国内前沿或领先地位，某些方面接近或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从事应用型学科专业研究的，应有重要的科技成果或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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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专利或研究成果被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采纳，并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

益。主持有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可供培养研究生。

第六，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导师的聘任条件中的学术水平、科研成果要求由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教育学分会制定，其他导师聘任条件中的学术水平、科研成果要

求由各培养单位分别制定，由所属学科门类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报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备案。

第七，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千人计划、

国家特支计划(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国百优论文

指导教师、湖北省百人计划和桂岳卓越教授等如因工作需要，可直接列入当年导

师上岗名单。

导师聘任程序

第一，学院(中心、所、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各学院(中心、所、

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结合学位点建设、研究生培养需要和当年招生计划，对

符合聘任条件的人员进行审定。

第二，公示和聘任。各培养单位对学院(中心、所、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定通过的聘任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三天，如无异议，报研究生院(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备案后方可聘任。

兼职导师聘任

第一，根据研究生教育工作和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确有必要的，可从本校

的兼职教师中选聘少量人员作为兼职导师。兼职教师的聘任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兼职硕士生导师要重点选聘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应与培养单位签

订联合培养硕士生的协议，落实课题及科研经费等问题。

第三，兼职导师原则上必须配备一名校内导师(须担任过导师)作为副导师，

副导师是兼职导师所招收研究生的校内第一责任人，兼职导师应履行我校导师职

责。

第四，申请我校兼职导师者，应符合我校导师的聘任条件并按照规定聘任程

序进行聘任。

第五，研究生培养单位所聘任的兼职硕士生导师人数不得超过其当年聘任的

硕士生导师总人数的 10%。

（2）导师培训与考核

（1）所有导师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的导师培训。培

养单位应积极创造条件安排落实导师培训计划，并将培训情况列入导师工作考核，

与导师上岗挂钩。

（2）学校每年组织开展新聘任导师上岗培训，使新增导师了解研究生教育

的形势和任务，明确导师职责，掌握有关政策、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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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流程等。未参加上岗培训的新聘任上岗导师不得招生。

（3）培训方式主要有上级部门组织的短期培训，学校组织的专家讲座、现

场观摩，培养单位的教研活动，访学和高级研修等。

（4）学校和各培养单位定期组织导师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情况汇报会、教

书育人工作经验交流活动等，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导师学术交流、合作研究访学和

参与行业企业实践。

（5）培养单位每年结合学校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组织开展导师的考评工作。

（6）建立导师自评、单位评价和学生评价相结合的导师考核评价机制。根

据师德表现、业务水平、科研支撑条件、教育指导工作开展情况、研究生学位论

文质量和毕业就业状况等，对导师工作进行全面考核评价，为导师评优、奖惩、

晋职、岗聘等提供客观依据。

（7）学校每两年组织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上学校“我心目中的好

导师”的人员，直接入选学校“三育人”候选人，不占学院当年的“三育人”推

荐指标。

（8）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导师，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

评、限制招生数量、暂停招生、取消导师上岗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有违反师德行

为的，实行一票否决，并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

（9）若导师长时间(半年以上)离校或调离单位等无法有效指导研究生，培

养单位应及时为研究生调整或更换导师，并按照相关流程报研究生院(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审批。

（3）教育硕士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教育硕士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

第一，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立德树人是首要职责，对研究生培

养全过程负有指导、示范和监督职责。

第二，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应定期与研究生面谈，

了解掌握研究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帮助他们解

决思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第三，应根据学校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学院、中心、所、研究院等，以

下简称培养单位)的工作安排，积极参与研究生招生宣传、命题评卷、初试监考

及复试考核等招生工作，坚持择优录取，确保生源质量。

第四，应参与制定或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并结合研究生个人实际，与研究

生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严格督促研究生认真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各项学

习小科研和实践任务。帮助研究生确定研究方向，定期听取研究生的阶段性学习

或研究进展汇报并形成制度。

第五，认真审阅研究生的学术和学位论文，坚持标准，严把质量关。指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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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制订切实可行的论文工作计划，做好论文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

辩和答辩等有关工作。根据所申请学位的要求和条件，把握学位论文学术标准，

审阅学位论文并指导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对学位论文做出学术评价，给出是否

同意送审、预答辩和答辩等意见。协助做好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送审、复制比检测、

抽检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第六，应指导研究生系统了解和掌握本学科学术发展动态，加强科研训练，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活动，促进研究生与

国内外同行专家的交流与沟通；鼓励研究生参加必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研究

生社会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等。

第七，重视引导和教育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养成良好的学术作风，杜绝剽

窃、抄袭、编造数据、谎报成果等违背学术规范的行为，并起到表率作用。

第八，尊重和保护研究生的合法权益，认真处理好与研究生合作研究成果(如

专利、论文、著作与科研鉴定成果等)的相关知识产权界定。

第九，积极参与研究生教学和课程建设。为研究生开设高水平的课程或专题

讲座，夯实研究生的学科和专业基础，编写高质量研究生教材。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落实实践教学环节。注意总结研究生培养工作经验，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的教育教学成果。

第十，应安排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并为研究生开展科研和实践活动提供必

要的经费支持。

第十一，不得安排研究生承担属于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事务，不得安排研

究生在与自已有利益关联的单位从事与学业无关的活动。

第十二，因公、因事出差或出国，应遵守学校有关规定。在出差、出国期间，

应妥善安排并落实本人离校期间的研究生指导工作。

第十三，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教师义务和华中师范大学教

师聘任合同规定的义务。

教育硕士导师岗位管理落实情况

第一，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力量凝聚到“培

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伟大教育事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始终

以“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和“四个相统一”为标准，引导教师以德立

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守教书初心，担育人使命。

第二，突出政治引领，固本强基铸师魂。坚持党委领导和统一部署，将师德

师风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思政教育、文化创建和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

坚持理论强基，骨干引领，打造“学习共同体”，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三进”落地。坚持多平台、多渠道、多形式，推动师德师风学习走

心、走深、走实。



539

第三，聚焦机制建设，务实抓牢阵地。以学科优势为支撑，提升建设水平。

依托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学校德育研究中心”筹建校新时代师德

师风研究中心，深化对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内涵的认识，建构新时代高校师德师

风评价标准和长效培育机制。以教师党支部建设为中心，抓牢党建阵地，推动辐

射引领。以全国标杆院系、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建设为契机，大力推动教师

党支部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党员教师弘扬师德师风的模范作用。以课程思

政建设为抓手，抓牢课堂阵地，强化育人责任。抓好课程教学渠道，打造思政金

课，推动课程育人与师德建设同向同行。

第四，强化文化涵养，风清气正塑生态。推进制度建设，立规矩。建立“分

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党员”三级师德责任链；“聘用组—党委书记、纪检委员

—各二级单位负责人—全体师生”四级师德监督机制，严把关口，守牢师德底线。

加强典型选树，弘正气。抓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抗击疫情故事展映会等契机，

挖掘先进典型。以“师德宣传月”为契机，集中宣传优秀教师典型事迹，营造崇

尚师德氛围。坚持价值引领，引共鸣。创办“新年诗歌朗诵会”“研究生德育课

堂”“教授午餐会”“青年教师沙龙”等平台，开展“廊道文化”“电梯文化”建

设，营造温馨工作环境，增强文化认同感。

5.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

学术训练

为了提高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在培养中需要引导和促进学

生夯实理论基础、掌握研究方法、增强问题意识和提升创新能力。

（1）夯实理论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扎实的理论功底是进行任何研究

都必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系统掌握教育学基础知识，

建构完整的教育学理论体系；通过名著阅读，深化学生的对各种教育学理论的认

识；通过参与学术活动，如学术会议、专家讲座等，激发学生的教育学理论思维；

通过论文写作，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准和表达能力。

（2）掌握研究方法。掌握有效的研究方法，能够使研究工作事半功倍。通

过开设专门的教育研究方法课程，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各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通

过参与导师课题研究，在导师的示范下，了解教育研究的基本流程和研究方法的

具体运用；通过撰写论文或申请研究生科研项目，来锻炼学生实际运用研究方法

的能力。

（3）增强问题意识。做好学术研究，首先要找到好的选题。通过课堂讨论

和课程论文的写作，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通过文献阅读和学术讨论，引导学生

发现学术热点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来确定教育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学位

论文开题，保障每一篇学位论文选题的价值性和规范性。

（4）提升创新能力。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推陈出新。通过学术训练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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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范，来树立学术的创新意识；通过研究生科研立项，来激发学生学术创新热情；

通过讨论和竞赛，来锻炼学生的学术创新能力；通过科研活动和论文撰写，来检

验学生学术创新的成果。

除了本院教师以外，还广泛邀请全国知名的外校专家学者为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授课或进行专门的主题演讲，介绍学术界最新的理论和研究发展成果，

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

实践教学

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点，特别强化了学术训练与教育实践的结

合，开展实地调研、行动研究、教育实验等研究活动。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该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因此教育实践环节

是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在培养模式中，教育实践环节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实践环节活动的情况须记入《华中师范大学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活动考核表》，由导师或学科组进行考核并认定学分，

合格与否将作为其能否学位论文答辩的资格审核条件之一。

根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点和需求，鼓励学生参与“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双创”）活动，学校将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助。

教育学硕士学位获得者应该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因此教育实践环节是

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在培养模式中，教育实践环节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实践教

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年。实践教学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等实践形式，其中

到中小学实习或者企业实习进行实践活动的时间不少于半年（见表 7）。本学位

点为帮助教育硕士开展校外实践，积极与中小学开展合作，建设了数十个教育硕

士实践基地，武汉市的华师附属幼儿园、武汉理工附属幼儿园、街道口幼儿园、

洪山实验幼儿园华科附属幼儿园；鲁巷小学、华师附小、育才小学、光谷七小、

洪山三小等学校都是教育硕士的实习基地。

表 7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实践课程设置简表

课程名称 内容 时间

校内实训 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 第一学期

课例分析 第一学期

校外实践

教育见习 第二学期

教育实习 第三学期

教育研习 第三学期

6.学术交流

学校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机会，主要有参与学

术会议、参加竞赛活动、参加交换生项目。

（1）参与学术会议。在前述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环节中，建



541

议导师至少带领学生参加一次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学术组织会议或专题会议。学校

组织的各项学术会议，一般也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放，学生可以参与大

会主题演讲以及各分会场讨论。2020 年因为疫情，学术会议数量较少，多为线

上会议形式，但学生参与规模更大。3位教育硕士参加了 2020 年天文信息学及

虚拟天文年会，并做了学术报告：宇宙漫游制作大赛的数据分析（左晓楠，华中

师范大学）；基于 EP 的教育科普资源设计与思考（罗澜铟，华中师范大学）；基

于引力波的教育科普绘画制作（秦瑶，华中师范大学）。地理学科教学方向的研

究生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 2020 年综合学术年会、2020 年第

十九届教育技术国际论坛等会议并做了分会报告。心理健康教育方向两名研究生

参与线上国际学术交流，并在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发言。

表 8 2020 年举办的学术会议举例

时间 地点 主题

2月25日至

3月 6日
线上

《学术写作——逻辑思维与基本技能》（李睿主讲）、《生物

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崔鸿 刘家武主讲）、《生物学

科教育测量与评价》（李娟、崔鸿、刘家武、张秀红主讲）、

《生物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崔鸿、张秀红主讲）

4月 5日 线上 崔鸿教授公益直播：信息化环境下的生物学教学

10 月 10 日 雄楚国际大酒店 中外重大历史事件资料库建设项目推进会

11 月 7 日 北京、线上
第五届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50 人圆桌论坛“后疫情时代的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11 月 7 日 线上 “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发展：教师教育与在线教育”

11 月 13 日 图书馆风雅斋 “后疫情时代教育发展路向”

11 月 18 日
学校行政楼一楼

会议室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历史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暨中外

重大历史事件资料库建设项目调研会

（2）参加竞赛活动。多年来，我校教育硕士积极参加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

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技能大赛等教学

技能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2020 年由于疫情原因，这些赛事停办。

（3）参加交换生项目。我校的交换生项目也已经向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开放。有意参加的学生可能被交换到港澳台或者海外的学校。

7.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规范

本学位点出台了专门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对博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术标准、内容规范、文献引述、格式排版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规范。

基本要求：

研究生应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历史与现状，熟悉本研究领域的前沿和国内外

学术动态；论文选题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论文具有创造性，研究成果

对学科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贡献；能够表明作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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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

本人独立完成。

内容及学术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十三个部分，依次为封面、中文扉页、英文扉页、

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摘要、Abstract、关键词（中英文）、目录、

正文、参考文献、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致谢。每部分都有相应

的具体规范和要求。

评阅规则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核定稿后，还必须提交同行专家评阅。经同

行专家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人由指导教师提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并聘请。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为１至２名，由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担任，至少有

１人是校外的专家；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为７名，由硕士生指导教师、具有教授

及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４名；导师不能担任论文评阅人。

对送审的学位论文，论文评阅人中若有一人不同意进行论文答辩，可再请一

位专家评阅。如有两位评阅人不同意进行答辩，则该论文的答辩不能进行，此次

学位申请无效。重新申请必须在半年以后。

论文评阅人的姓名应对作者保密，论文的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硕士学位论文的送审一般应提前 20 天，硕士学位论文的送审一般应提前 30

天，以保证论文评阅人有足够的评阅时间。

盲评

本学位点硕士学位论文抽查评审采用双盲评审办法（简称“盲评”），即评审

时将评阅人姓名和单位对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进行隐匿，并且将论文作者及其

指导教师姓名对评阅人进行隐匿。

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安排在答辩前进行，凡列入盲评名单的学位申请者，

必须通过学位论文盲评，才能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工作由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和研究生院共同组织开展。

研究生院负责盲评的学位论文由学位办组织进行评审，学院负责盲评的学位论文

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论文评审平台或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评审。

凡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均属盲评抽查范围。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学

位论文，抽查盲评比例 2020 年不低于 50%。

对上一年度盲评结果中有未通过人员和省级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中有“存在问

题学位论文”的学科和指导教师，适当增加抽查比例。

硕士学位论文盲评的评议指标按照《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意见表》

执行。每篇盲评论文送 2位同行专家评审，专家按照评议指标逐项评议打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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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同意答辩”、“修改后直接答辩”或“不同意答辩”意见。硕士学位论文

的评审专家应为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一般应为硕士生导师。

研究生院盲评的学位论文评阅结果按如下办法进行处理：

（一）评阅结果均为“同意答辩”意见的，准予进入论文答辩环节。

（二）评阅结果中有“修改后直接答辩”，且没有“不同意答辩”意见的，

须修改论文，经指导教师审阅通过，准予进入论文答辩环节。

（三）评阅结果中有 1份“不同意答辩”意见的，分两类情况进行处理：

1.评阅结果中有1份“不同意答辩”意见，且另1份评阅成绩为良好以上（80

分及以上），如导师认为该论文达到学位论文基本要求，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聘请 1位同行专家进行增评。增评结果若无“不同意答辩”意见，准予进入论文

答辩环节。答辩通过后，填写《华中师范大学学位申请审核特殊问题处理表》，

作为特殊问题提请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2.评阅结果中有 1份“不同意答辩”意见，另一份评审结果为合格，或者两

份“不同意答辩”意见，则论文不得进入答辩环节，须修改论文，半年后重新申

请学位论文答辩。

（四）凡评审专家认为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且证据确凿的，实行一票否决，

并按相关文件进行处理。

8.质量保证

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

等情况。

（1）培养全过程质量保证

第一，培养方式。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

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恰

当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采取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小

组合作学习等方式；注重课内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创新学

习；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

第二，课程设置。课程分为学位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教

学。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分。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入学后，应至少补修 3 门教师

教育课程（如“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哲学”

等）。师范类跨专业毕业生入学后，至少补修 2门学科专业基础课，不计学分。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但作为硕士毕业申请的前提条件。

明确实践教学的目标和具体内容，建立完整的管理与评价制度，并有序组织

实施实践；保障实践实训所需要的设施，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切实保障实

践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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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内实训：包括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课例分析等。

2.校外实践：包括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教育调查等。

（2）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第一，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基

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实际问题。

第二，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规范并凸显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

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究报告、实验研究报告和案例研究报告等。论文正文部

分字数不少于 2万字。

第三，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基础

教育学校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

第四，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核，授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位点出台了专门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分别从岗位职责、岗

位权力、岗位管理、培训、考核与奖惩等多个方面对研究生导师进行了详细全面

的规范管理。

导师管理实行学校和培养单位两级管理。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是

学校导师管理的主管部门，培养单位是导师管理的主体。导师上岗聘任工作每年

进行一次。

导师聘任原则：

（一）有利于加强学科建设和调整学科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

量，更好地培养满足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

（二）按需设岗，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

（三）坚持严格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所有导师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学校和培养单位组织的导师培训。培养单位

应积极创造条件安排落实导师培训计划，并将培训情况列入导师工作考核，与导

师上岗挂钩。

学校每年组织开展新聘任导师上岗培训，使新增导师了解研究生教育的形势

和任务，明确导师职责，掌握有关政策、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具体内容及流

程等。未参加上岗培训的新聘任上岗导师不得招生。

学校聘请研究生督导员，定期深入了解导师培养研究生情况，进行有针对性

的专项检查评定，检查结果与研究生导师的年终考评、“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

选、导师上岗等直接挂钩。

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导师，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限

制招生数量、暂停招生、取消导师上岗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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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一票否决，并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

（1）管理人员建设

为促进专业硕士研究生成长，学院建设了一支工作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工

作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队伍，包括分党委副书记张扬、专职辅导员许家瑞，行政

人员兼任辅导员甘安虹。

（2）管理制度建设。为进一步加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工

作，完善研究生教学管理与服务体系，学校层面、学院层面及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参考教指委的相关指引和规章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教学

管理规定，涵盖招生复试标准与录取环节、学生考勤制度、课程与教学环节考核、

学位授予、师资选聘、任课教师管理规定、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学位论文指导、

评审与答辩制度、改进教育质量和激励机制等各环节。这些教学管理制度和规定

以书面文件形式向教师和学生正式公布公开，较好保证了项目质量，确保了培养

体系的完整与科学。教育专业硕士管理主要的制度与规定有：《华中师范大学普

通学生管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转专业

管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规定细则》《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

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

这一系列规章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管理质量和教学

培养效果。

（3）满意度调查工作

研究生满意度是反映、监测和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指标。

学院组织了多次问卷和访谈调查，从而对研究生的满意度有较为精准的把握。一

是学习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课程的安排比较满意，能

够积极主动学习，少数学生认为课程设置不合理，实践性课程较少，难以积累教

学经验、锻炼教学技能。二是对导师满意度调查。研究生对导师的品行、科研能

力以及指导方式都有较高满意度，极个别学生指出导师较忙，希望有更多互动。

三是对培养单位综合服务满意度调查。大部分学生满意度较高，少数同学提出食

堂饭菜价格偏高、宿舍没有独立卫浴、图书馆座位难预定等问题。

9.学风建设

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是贯彻落实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要求的重要举措。

加强学风建设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保证。2020

年，华中师范大学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

要讲话和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的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全覆盖、制度化、

重实效”要求，整合校内资源，采用多种形式积极推进教育学院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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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为本，构建长效机制

第一，规范落实，注重监督，建章立制保障优良学风。教育学院制定并实施

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条例，其中包括多个与学风建设直接有关的文件，以及关于

科研经费使用规范、论文及成果署名规范等规则，倡导优良学风。

第二，科学评价，强化激励，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学院不断建全研究

生评价体系。一方面，倡导论文质量优先，杜绝数量取胜。实施学位论文质量创

新与达标工程。针对不同类型的学位论文，实现分类管理，制定基本的达标要求。

另一方面，变“刚性”规定为“柔性”激励，学校取消了对硕士生毕业资格的论

文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开展优秀论文评比、规范课程论文展示、开题论文等活动，

培养研究生学术道德自律的自觉性。并通过实施培养机制改革，实施学业奖学金

滚动制，提高研究生生活待遇，使其专心学业与科研工作。

第三，长效预防，典型示范，构筑有力的监控保障体系。在研究生入学教育

中，通过组织专门的培训课程、专家报告会、典型案例的讨论、研究生心得体会

认识的讨论与交流强化学术道德教育，普及学术规范知识。对所有论文进行“学

术不端行为检测”，杜绝学位论文中抄袭、剽窃、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加大对硕士学位实行“双盲”评审的比例。

（2）多渠道营造良好氛围，倡导学术诚信

第一，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2020 年 4 月，教育学院研究生开展

了以“弘扬学术道德，创建优良学风”为主题的学风建设月系列活动。此外，还

开展了以专题讲座、学术沙龙、网络签名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其中，面向研

究生开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为主题，由著名火炸药学家、工程院院士王泽山以《牢记

使命，忠诚奉献》，军委科技委顾问、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防护工程学家、工程

院院士钱七虎以《让生命在科技报国中闪光》，南开大学校长、工程院院士曹雪

涛以《弘扬科学家精神，打造新时代中国学派》为题先后作宣讲报告。师生专心

致志聆听报告会，收获颇丰。不仅更加深入了解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的内涵，

并将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为推动学校科学

道德和学风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发挥导师作用，形成师生良好互动。通过定期的教学抽查、座谈等多

种形式大力开展各类督察工作强化和落实导师责任。学校购置《学术道德与学术

规范》系列读本发放给指导教师和研究生，普及强化相关知识，充分发挥指导教

师的榜样示范、专业把关以及教育引导作用。

第三，加强宣传力度。校内研究生媒体，如《研究生报》、研究生处网站、

论坛等开辟专版专刊弘扬学术道德，倡导优良学风，教育学院开展的“学术诚信

与学术道德”主题讲座等活动，都达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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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管”齐下，全员参与，形成合力，注重实效

第一，学院高度重视，全员参与。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工树立“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立体育人理念，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学风建设。学院领导

多次主持和参与研究生学风建设的相关工作，并数次主持学风建设专题讲座，校

内外反响大、效果好。

第二，实行教育管理联动机制，发挥合力作用，注重实效。教育学院研究生

处积极做好学术道德建设的宏观管理工作，包括学术道德建设的工作计划、规范

的宣传、知识培训、走访调研、认定处理。教育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加强道德建设

状况的巡查与监督，提出研究生学术道德的培养建议，组织多样性的学术活动，

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学术环境；研究生辅导员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凸显

学术道德教育，及时了解研究生的学风状况和思想动态，组织开展了多次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充分发挥纽带沟通作用，做好研究生管理机构和专业导师之间的协

调工作，对学术道德教育做到警钟长鸣。

（4）严惩学术不端，维护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

2021 年，教育学院将在党委领导下，继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将学风和师德师风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对学术道德风险的防控。各部

门将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联合行动，在学风建设工作上形成合力，共同

防治学术不端行为，构建良好的学术风气，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10.管理服务

（1）管理队伍建设

为促进教育硕士发展，本学位点建设了一支工作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工作

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队伍。本教育硕士学位点对教育硕士研究生的管理采取学校

研究生院与各学院共同管理的体制。研究生院制定管理教育硕士研究生的规范，

宏观管理与督导教育硕士的培养，日常管理、招生、教学及考核等具体工作由各

学院的教学管理人员组织完成。学校研究生院培养处专门设立专业学位研究生管

理办公室，管理教育硕士培养过程的相关事宜，各学院设有专职的教育硕士教学

秘书和辅导员，服务教育硕士学习与日常生活。

（2）管理制度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型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工作，完善研究生教学管理与服务体

系，学校层面、学院层面及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参考全国教指委

的相关指引和规章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教学管理规定，涵盖招生复试标准与录取

环节、学生考勤制度、课程与教学环节考核、学位授予、师资选聘、任课教师管

理规定、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学位论文指导、评审与答辩制度、改进教育质量和

激励机制等各环节。这些教学管理制度和规定以书面文件形式向教师和学生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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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公开，较好保证了项目质量，确保了培养体系的完整与科学。

（3）管理过程建设

学位点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相结合的学制。针对教育硕士兼顾学习与工作

的实际情况，学制设置为 2～3年；为确保教育硕士研究生有充分的学习时间，

系统学习教育专业知识，学院要求所有教育硕士生第一年必须校脱产学习。这一

举措有效保障了博士生有效学习时间和培养质量，相较其他兄弟院校，我校教育

硕士生按时毕业率位居前列。

中期考核要求学生围绕相关研究议题，在理论运用、文献述评、实践研究三

方面各完成一篇不研究报告。考核委员会根据教育硕士生课程学习、报告撰写质

量及现场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判，以决定教育硕士生是否具备博士候选人资格。

中期考核一次考试未获通过者，可补考一次；补考不合格且无特殊理由者将终止

学业。

为保障教育硕士培养质量，本学位点教育硕士论文答辩前的所有程序均纳入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信息化管理平台实施统一管理。为凸显教育硕士培养特色，

保障学位论文质量，学校专门制定了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评审标准和办法，统一

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进行双盲评审。通过盲审和复制比检测（不超

过 15%）者方可进入答辩环节。在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包括相关实践领域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且其他条件

合格者，由学校授予教育硕士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这一系列规章制度、管理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硕士的教学管理质量

和教学培养效果。

11.就业发展

（1）就业率

2020 年，本教育硕士学位点毕业生总人数为 729 人，已就业总人数为 559

人，2020 年疫情影响，就业率略微下降，总体就业率接近 80%。

（2）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第一，用人单位对本院学生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评价。用人单位对本院应届

毕业生的个人综合素质表现整体较满意，没有差评。用人单位表示本院专业型硕

士应届毕业生在道德素养、自主学习能力、与人沟通、交流与合作能力方面表现

出突出优势，同时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高尚的人文素养。

第二，用人单位对本院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表现评价。用人单位对本

院应届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表现整体较满意，没有差评。用人单位表示

本院应届毕业生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很强的自主

创新能力与意识。

（3）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549

从毕业生就业去向，本学位点专业型教育硕士主要再基础教育教育单位（幼

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担任教学人员。毕业生一般在入职的前几年担任某门

课程的任课教师或者是基础的教育行政岗位人员。入职时间达到所在工作单位的

要求年限并取得一定的工作业绩后，在职位、薪酬、荣誉等方面均有很好的发展。

（四）服务贡献

1.科技进步

建立教育信息化政策与战略制定的高端智库，为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提供人

才支撑。建成目前全国唯一的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参与起草联合国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袁贵仁部长主题报告等多项重大咨政材料，多篇政策建议获

高层领导批示；开展全国发展状况调研，出版全国教育信息化年度发展报告。通

过开展了信息化环境下数字教师培养和教学应用创新实践，使一线教师的信息化

教学能力不断增强；通过跨校联合培养和国际化联合培养，教育技术学专业研究

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建立教育信息化实验示范体系，汇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率先提出信息化环境下“三空间、三结合、四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开展“三阶

式翻转课堂”“1+N”“1+M+N”“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等混合教学实践，构

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师范生培养新生态，形成“人工智能+教师教育”与“职前

职后教师培养一体化”相结合的新路径，不断优化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教育创新

体系，实现了规模化教学和个性化学习有机整合，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显著提高，

育人水平明显提升。围绕大规模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资源规模化供给下的个性

化服务、资源内容质量监管和应用效果评估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和应用实践，攻

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获得国内外标准 7 项、专利 80 余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

等奖 4项；先后申报并成功组建科技部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

发改委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国家级平台与一系列省部级平

台。

2.经济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贯彻习总书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思想，密切联系“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通过“一对一助学”“六大行动计划”定向输送优质教

育资源，助力地方打好脱贫攻坚战。战疫期间，为国家教育云、教育部华中师大

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武汉教育云等提供技术支撑，惠及全国数百万学子。爱心助

学活动彰显了华师教育学人的责任担当，助学活动得到《人民日报》《中国教育

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教育部官网、人民网和光明网广泛报道，产生了积极社

会影响。

抗击新冠疫情。面对 2020 年疫情，教育学人众志成城，齐心抗疫，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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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为引领，以信息技术为引擎，联合中央电教馆开设“云上讲堂”，建设“武

汉教育云”，支持浏览 8824 万次、资源下载 2.4 亿次、资源共享 3.24 亿次，为

重疫区 140 万用户提供 22 亿次访问，为北京、湖北等 14 个省市提供教育学习平

台和资源，有力保障了“停课不停学”。为抗击疫情。随着教育援助的深入推进，

爱心助学团义务为藏区孩子提供免费辅导。疫情防控期间，承担教育部重点课题

《战疫背景下基础教育在线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和《在线教育发展战略》，

对 1000 万师生进行大规模在线调查，为在线教育发展提供可行方案。为谋划疫

后教育变革，组织 30 多位学者发表系列专栏文章，出版《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变

革》等 2本著作。先后提交 30 余份教育政策咨询报告，有 4份获全国人大副委

员长蔡达峰批示，1份获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批示。

扎根中国大地，推动实践变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

中国大地、立足时代需求，以理论与实践交融的方式，通过“U-G-B-S”特色模

式孵化教育相关产业，实现了面向社会大众的泛在教育服务；成立信息化与基础

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发挥教育信息技

术优势，搭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平台，推动中小学补齐短板弱

项，推进教育实践的整体变革。深度参与、指导国家和地方重大教育信息化工程，

打造了“高校-政府-企业-学校”（UGBS）协同建设新机制，促进了行业技术进

步，带动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166.18 亿、利润 32.7 亿。

3.文化建设

推动经典进校园，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中小学德育、课程与教学等

研究团队，在全国 1000 余所中小学开展了“阳光教育”“生活教育”“真教育”

“能力生根”“文化经典传承”等原创性的教育改革实验，为基础教育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

积极建言献策，发挥高端智库作用。团队围绕乡村小规模学校、留守儿童、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持续开展实证调查，向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提交多份

教育政策咨询报告，10 余份获孙春兰副总理和蔡达峰副委员长批示。出版《教

育黄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建议书》，举办“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 50 人论坛”，

上述活动已成为教育智库建设领域的重要品牌，得到广泛认可；牵头研制《中国

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开展

全国教育信息化评估，发布《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推动信息化时代的教

育发展。

举办高端论坛，促进学术繁荣。立足本土、面向全球，以“整体的德育路径”

“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发展”“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等为主题，成功举办数次有重

要影响力的国际会议；主办两本 CSSCI 期刊《教育与经济》《教育研究与实验》，

推动了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助推学术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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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院早在 1985 年依托我校历史学、教育学、地理学等学科开始体育学研究

生教育。2009 年获得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在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两个专业

领域开始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

（一）研究生招生情况

2020 年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共计 61 人，其中体育教学 39 人，运动训练

22 人。

（二）研究生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2020 年共有 64 人毕业并授予学位。体育教学专业毕业并授予学位 39 人，

运动训练专业毕业并授予学位 25 人。

2020 年就业基本情况：一次性就业率约为 65%，年终就业率约为 85%，受疫

情形势影响，就业率较往年有所下滑。学生就业去向主要为高等院校教师和中小

学教师，就业职位与学生专业匹配度较高。

（三）研究生导师状况

2020 年体育学院上岗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共计 40 人。

二、主要内容

（一）对标情况

1. 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在体育领域中，掌握坚实的体育基础理论、

宽广的体育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够独立承担体育专业技

术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特色及社会需求结合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学位点紧

扣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定位于创新性体育应用型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以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纲，更新培养模式；（2）构建一体化高水平应用人才

培养体系，其中体育教学领域向下对接学校国家特色专业、国家一流专业“体育

教育”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向上对接专业学位“教育博士——学校课程与教学（体

育）”人才培养体系；（3）充分利用区域社会经济有力条件并结合学校优势学科

特色，突出重点，保证人才质量，其中体育教学领域充分利用学校高水平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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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多学科综合优势和体育学一级学科建设优势资源，重点面向全国大中小学体

育与健康教师、体育管理等岗位，而运动训练领域则面向青少年业余训练教练、

中小学运动训练教练、各类体育俱乐部教练以及相关管理等岗位。

1.2学位标准

为适应社会对高层次体育人才的需求，突出体育工作的应用特色，本授权点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结合我

校实际，于 2010年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方案》，并先后于 2014年、2020年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了修订。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基准学制为 2年，最长学习年限是 5/4年。其中课程学习

1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第一学年主要用于基础课和专业课的

学习。第二学年开始做毕业论文，并在一年内完成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实行学

分制，总学分 36-39学分（16学时/学分）。少数优秀硕士研究生申请直接攻读博

士学位的基本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2. 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或特色

华中师范大学体育硕士授权点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业领域

（见表 1-1）。

表 1-12020年体育硕士专业领域一览表

序号 专业领域 简介

1 体育教学

体育教学专业领域主要为培养从事学校体育教学、研究、管理等工作

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体育与健康教育人才。其充分利用学校高水

平师范大学的多学科综合优势和体育学一级学科建设优势资源，专业

面向全国大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师、体育管理等岗位。

2 运动训练

运动训练专业领域主要为培养从事学校运动训练指导、研究、管理等

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运动训练指导与竞赛管理人才。其充分

利用学校高水平师范大学的多学科综合优势和体育学一级学科建设优

势资源，专业面向青少年业余训练教练、中小学运动训练教练、各类

体育俱乐部教练以及相关管理岗位。

2.2师资队伍

本学科点已形成结构优化、专业互补、年富力强、团结奋进的师资队伍（表

1-2），可以充分满足体育学一级学科点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指导、教育实

践和就业指导等研究生培养环节的需要。我院现有专任教师 64人（表 1-2，学术

骨干与团队见附件），包括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国家“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 1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创新人才计划入选者

4人、湖北省“楚天学者”讲座教授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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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师资队伍与资源

专业

技术

职务

专任教师人

数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1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

上

具有

博士

学位

人数

具有海

外经历

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 19 0 3 3 5 3 3 2 13 10 12 18

副高 27 2 2 3 5 10 5 0 9 3 0 19

中级 14 6 7 0 0 1 0 0 4 1 0 4

初级 4 0 0 0 0 1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总计 64 8 12 6 10 15 0 2 26 14 12 41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 上海体育学院

人数及比例 33/55.00% 9/15.00% 4/6.67%

部分教

师队伍

指标

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所占比例

正高级专任教师人数

所占比例

具有海外经历教

师人数所占比例

研究生导师人数所

占比例

数值 40.6% 30.0% 21.8% 64.1%

2.3科学研究

2020年，我院精心谋划、广泛动员和积极组织教师申报国家级和省部级各

类科研项目，最终我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2项、中央军委科技委前沿创新项目 2项。此外，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体育总局、湖北省等部省级项目多项，全院科研立项经费 674.15万元。全院教

师在 CSSCI期刊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 21篇，在校内外开展理论宣讲、学术报告

等学术普及推广活动 15次。学院还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2项。

2.4教学科研支撑

体育学院体育硕士授权点具有充裕的培养经费，培养所需的教室、实验室、

图书资料室和体育场馆能够满足办学需求。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稳定的体育文化

研究基地、体育与健康测评中心，硕士研究生设有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或专业实

践场所。教学资源能够满足现有体育研究生的科研、教学、训练和实践需要。

2.5奖助体系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提供的奖学金资助主要包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及单项奖学金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四大类，其中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覆盖率是 100%。

3. 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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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选拔工作，近年的招生录取情况如下（表 1-3）。

表 1-3 研究生生源总体结构表

表 1-3

年份
研究生报考

数量
录取比例

录取人

数

211 重点院校

及以上

一本院校及体

育重点院校
其他院校

2020 年 386 14% 56 15 35 6

3.2思政教育

学院研究生思政教育稳步发展，三全育人改革成效显著。学院坚持以人为本，

积极构建全员育人网络工作格局，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更加巩固，全体教

师立德树人意识更加自觉，我院教师先后获得第七届湖北省辅导员技能大赛一等

奖、湖北省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校三育人先进个人、十佳政工干部等荣

誉，胡庆山、陈元欣、郭敏等教授先后获得中组部拔尖人才、校十佳青年、桂苑

名师等荣誉称号。

其次，研究生思政育人活力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显著提升，教工第

二党支部作为“双带头人”示范党支部获得校优秀党支部荣誉称号。学院先后获得

2018年校优秀团委、第 25届科学文化节、第 31届艺术文化节优秀组织单位，

挂牌建立 2个社会实践基地，极大激发了基层育人活力。《柔力球》入选中国大

学MOOC建设，3门课程列入校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建设项目，7名教师在国家级、

校级教学竞赛中获得佳绩。举行同上一堂思政课，累计开展学术沙龙、名师讲座

等 10余场，举办各类主题教育 32次，参与学生 840余人，实现了专业教育与思

想教育同向同行。

最后，学生综合能力全面发展。李茵晖获得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羽毛球女

双冠军，我院有 30多人次在羽毛球、健美操、田径等项目的国家级、国际级赛

场上获得佳绩。王祉怡、何燃燃等学生获校长奖学金。筑梦实践队连续三年被评

为省级优秀社会实践队，中国青年网、湖北日报等媒体相继报道。涌现出一批优

秀学生典型，如湖北省崇义友善好青年李华松、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何燃

燃。

3.3课程教学

（1）在课程建设方面

学位点根据《体育学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华中师大体育学科特色，

制定了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的体育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制定了完善

的课程教学大纲，每门课程按照学院统一模式设置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要求、考核方式、参考书目等内容。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6学分，分为公共课、专业领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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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选修课和教学实践课。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从事体育教学、运动训练、

竞赛组织及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能。

公共课为必修课，包括自然辩证法、逻辑学、外语和计算机。专业领域核心

课是各专业领域的必修课，每个专业领域的学生须学习本专业领域的核心课程不

少于 4～5门课程，每门课程 3学分。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提高本专业领域的

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选修课是所有领域学生的任意选修课，通过课程学习使学

生发展个性，进一步强化和提高在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2）在教研教改项目及教学成果获奖方面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我院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

与改革活动。

3.4导师指导

为了加强我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根据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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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

导教师管理办法》，健全了我院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制度。

3.5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为了提高本学科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学院采取了如下措施：

（1）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资助优秀研究生科研创新。学院制定相关政策、设立专项经费，从政策上、

经费上支持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

设立研究生学术论坛。研究生学术论坛以研究生自主开展学术交流和研究活

动为主，促进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营造浓厚的创新研究学术氛围；同时，

积极发挥导师和著名专家的指导作用，达到开阔视野，启迪智慧，提高创新能力

的目的。

评选优秀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通过评选

优秀学位论文，激励和引导研究生培养单位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2） 重视发挥“三助一辅”对研究生能力培养的重要作用。

坚持把助研作为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提升助教对研究生能力培

养和知识掌握的有效作用，重视通过助管工作加强研究生管理能力锻炼，有力推

进研究生担任学生辅导员工作。学院为研究生提供“助教”、“助研”、“助管”等

各种岗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3.6学术交流

学位点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为研究生举办多次学术讲座，年均学术

讲座 18次。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与讲座，每位硕士在读期间至少参加 1次。

3.7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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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制度的执行

学位论文均按照《体育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文答辩的管理办法》进

行选题、开题、中检、预答辩及答辩。要求论文选题在入学第三学期完成，并提

交开题报告；论文评阅、答辩均由学院统一安排，导师不得参加所指导研究生的

答辩会。每篇论文均进行盲评，盲评不合格者不得申请答辩。已完成答辩的学位

论文，若抽检为不合格 1次的，导师则取消下一年度研究生指导资格，若不合格

2次的，将终身取消指导资格。

（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2020年学位论文抽检全部合格，无扣分。

3.8质量保证

学位点严格执行各级文件，全年无抽检不合格论文以及研究生重大违规现象。

3.9学风建设

体育学科非常注重本学科研究生的学风建设，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培养他们勤

奋求实、崇尚学术、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研究生院也制定有专门的

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管理条例，对学生不端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3.10管理服务

（1）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

我院体育学一级学科授权点管理机构健全，除配备完整的常设性及临时性研

究生管理机构或委员会，专门设立体育学学术委员会、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指导委员会，配备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专人管理，职责明确。体育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实行每年选聘上岗。

（2）各项管理规章落实情况：

授权点管理制度健全，针对体育学研究生在学术研究、招生、培养、实习实

践及学位授予等各个环节建立文件 20份，保证了学位点的有效运转。

（3）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研究生招生录取、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等重要环节均成

立由学院主管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和申诉委员会，全部环节对外公示，保证了

研究生的权益保障。

在学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情况：通过对研究生学习满意度的调查情况表明，

在学研究生学习满意度 2020年达到 92%以上。

3.11就业发展

从学位点近年的研究生就业情况来看，总体上保持在良好水平。硕士研究生

就业保持在 89%左右，并有一部分研究生在全国各岗位上成为骨干人才。2020

年体育硕士研究生就业达到 88.3%（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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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20 年体育硕士专业研究生毕业生质量统计表

11.2.1 毕业生就业情况

①就业情况统计

学位

类别

毕业生

总数

就业情况（人数及比例）

未就业签就业协议、

劳动合同

升学
自主创业 其他形式就业

国内 国（境）外

硕士 60
53

（88.3%）
0 0

1

（1.7%）
0

6

（10%）

②签约单位类型分布（人数及比例）

单位

类别

党政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教

育

单位

科研设计

单位

医疗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三资

企业

民营

企业

部

队
其他

硕士

签约
0

5

（9.4%）

46

（86.8%）
0 0

1

（1.9%）
0 0

1

（1.9%）
0 0

③签约单位地域分布（人数及比例）

单位地域 本省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境外

硕士签约
16

（30.2%）

19

（35.8%）

15

（28.3%）

3

（5.7%）
0

4. 服务贡献

学科主动对接建设“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和疫情防控等国

家战略需要，致力于教学科研成果转化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团队建设、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深度融合发展，重点在提升体育教师职业能力、为

体育政策法规和战略规划制定建言献策、服务科技兴军战略工程、体育战“疫”

行动、服务武汉军运会等五大领域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履行社会责任，贡献体

育力量。

4.1 服务体育教师职业能力提升工程

借助部属师范院校、“国培计划”、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湖北分会主席单位等

平台和资源优势，为中小学体育教师、校长、教育管理干部开展培训项目 30 余

项，培训人数超过 1万人，覆盖全国 10 多个省份。2020 年起，携手姚基金助力

乡村体育师资培养星空计划，服务乡村体育教师培养。

4.2 发挥智库作用建言献策

学科团队参与起草的国家级、省级政策文件 10 余件，向各级主管部门或领

导提交咨询报告 20 多份，得到领导批示及主管部门的应用。

4.3 服务科技兴军战略工程

深入驻鄂一线部队，为 500 余官兵开展军事体能训练及理论授课 1000 多学

时，助力提升军队战斗力；成立特殊领域人才选拔与训练研究中心、主办首届“现

代竞技体育与军事训练发展”学术论坛，主持军事前沿创新重大专项，一个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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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心理、信息技术等学科领域的体育学科新方向正在形成。

4.4 体育战“疫”行动

作为身处武汉疫区的体育人，充分发挥学科团队优势，广泛开展以冠军示范、

科技攻关、线上教学、全员参与的抗“疫”行动，在主流媒体发布科学健身视频

430 条，播放量超过 200 万次；开发“体育微课堂”10 期，受益学生 2万余人；

刊发理论文章、报送政策建议 20 余篇。

（二）建设特色

学校充分利用本校学科资源优势，营造了一个有利于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具体表现在：（1）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宣传，

通过灵活就业、工学结合、本科推免优先推荐等特点或举措吸引优质生源；（2）

充分利用我校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点以及

国家特色专业“体育教育”完整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突出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高水平综合素质”和“体育教育教学优势”；（3）突出与专业岗位的无缝对接，

探索双导师指导有效配合；（4）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

重点发展国际化课程与实务课程，根据研究生实际需求开设小型化、实践性、灵

活性的针对性课程。

毕业生普遍受到实践单位良好评价，毕业生为实践单位均做出了较大贡献，

或自主创业情况良好。根据院级委托项目《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研究生就业质

量分析报告》的调研结果，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的素质评价在思想道德修养、

敬业奉献精神、团结协助精神、职业道德、身心健康五项指标的评价是好和较好

的比例均占 95％以上，专业能力的评价是“好”和“较好”等级的比例占 88％，

其中“发挥作用”、“创新能力”两项指标，评价好的和较好的占 8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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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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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于 2007年获得学位授权，本专业学习年限为 2年，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其中，课程学习一年，教育实习和论文写作一年。本专业

具有以下特色和优势：

第一，生源充分且质量较好。本专业硕士生第一志愿录取率为 100%。2020

级该专业录取分数线高出国家 A 类线十几分，推免生及来自高水平大学的考生

较多。

第二，任课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能快速转化为本专业的高质量

教学资源。2020年期间，本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国家语委课题、国家汉办课题等纵向项目十余项。

第三，为学生提供充裕的教学科研资源及类型多样的教学实践机会。本专业

的全部核心课程均建设了数字化教学资源库，部分资源在“云上中文”教学科研

资源平台共享。广泛联络校外专家、行业导师、实习基地参与办学，为学生提供

类型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已建成实习基地 9所，能提供拥有多类教学环

境和教学对象的实习岗位，确保本专业的全部学生都按照规范从事国际汉语教学

实践。

第四，注重拔尖人才培养，专业影响力不断扩大。本专业的学生连续三年参

加唐风汉语全国研究生微课大赛，并于 2020年获得团体赛一等奖、个人赛二等

奖的好成绩。2020年本专业的学位论文实施全盲评。

2020年，本学位点有硕士生导师 48人，博士生导师 5人，其中教授 20人，

副教授 15人，讲师 13人，均具有博士学位，均具有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有 44

人具有境外经历，校内导师 41人，校外导师 7人。

2020年本专业招硕士生 64人，博士生 5人，在读硕士生 117人，博士生 8

人，毕业硕士生 55人。本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较高。2020届毕业生中，有 1人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 2人进入高校工作，1人出国担任孔子学院教师志愿者，

绝大部分去中小学工作，其余分布在传媒、科技等行业公司。2020届毕业生工

作地域主要分布在华中和华南地区。

二、主要内容按以下要求撰写，同时也可根据本学位点

的特点增减相应内容。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

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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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

位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

情况。

2.4 教学科研支

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

面等情况。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

源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3.2 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

设、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

持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3.4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

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

落实情况。

3.5 学术训练或

实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

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3.7 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

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

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3.8 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

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

况。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

行为处理情况。

3.10 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

况，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

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通过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使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格和职业道德，扎实的

汉语言、汉文化和外语基础，熟练的汉语对外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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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成为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高层次、应用性、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

才。

2．学位标准

制定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标准》，严格按照标准的内容培养和指

导学生。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自 2007年获批以来，经过多年的建设，形成了 3个稳定而富

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方向一“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方向二“对外汉语教学与

教材编写”，方向三“国际汉语教学网络资源及远程教育研究”。

本学位点以“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为“本”，是基础；以“对外汉语教学

与教材编写”“国际汉语教学网络资源及远程教育研究”为“用”，是导向。“本”

“用”结合，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协调发展。3个方向的建设，对于我校语言

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彰显了我校的汉语学科的优势，提升了我校

的学术影响力；同时对于汉语的国际传播，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

2．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以专任教师为骨干，以行业教师为辅助，以校内和校外导师相结合，

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较高、“老＜中＜青”相结合的金字塔式的

学术团队。2020年，本学位点有硕士生导师 48人，博士生导师 5人，其中教授

20人，副教授 15人，讲师 13人，均具有博士学位，均具有对外汉语教学经验，

有 44人具有境外经历，校内导师 41人，校外导师 7人。

3．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立足于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以本体研究支撑应用研究。

2020年，本专业的教师获批及在研纵向课题共 1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重点项目 1项，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专项任务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6项，教育部语合中心科研项目 1项，

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云上中文”平台中关于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数

字教学科研资源在持续更新，得到了来华留学生和国外汉语学习者的高度关注和

好评。2020年姚双云教授的著作《关联标记的语体差异性研究》荣获第十二届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另外，多项国家和教育部项目顺利通过结项鉴

定，获准结项，包括 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 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

4．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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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完善，主要由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及单

项奖学金、专项奖学金构成。国家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 2万元/生·年，覆盖面

5%。学业奖学金按照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表，每年滚动评选，详情如表 1所示。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是 100%。

表 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

等级 奖励标准 比例（%）

一 1.2 万元 20%

二 0.8 万元 40%

三 0.4 万元 40%

优秀及单项奖学金按照学生个人申报、学院评审、择优奖励的方式进行，详

情如表 2所示。研究生还能申报学校的章开沅奖学金、余家菊奖学金等研究生专

项奖学金，以及学院的“益利乐生”专项奖学金（优秀学生奖 5000元/人，优秀

进步奖 2500元/人）。

表 2 优秀及单项奖学金标准

等级 奖励标准 比例（%）

一 0.2 万元

15%—20%二 0.15 万元

三 0.1 万元

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助教助研助管（三助）、特殊困难救助金、

华研自强奖学金等和助学贷款等。研究生国家助学金面向全体研究生，标准为硕

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元，覆盖面是 100%。研究生“三助”岗位助学金，每月

500元。研究生特殊困难救助金每年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华研自强奖学金、

特困研究生生活补助、少数民族研究生困难补助，标准为 A等 1000元/人，B等

800元/人，C等 500 元/人，D等 300元/人。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为了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本学位点对招生规模进行了适当的控制。2020

年本专业招硕士生 64人，博士生 5人，在读硕士生 117人，博士生 8人。

2．思政教育

本专业积极探索实践面向新时代的“三全育人”、“五育并举”新举措，全面

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打造与汉语国际教育深度契合的“课程

思政”品牌，主要举措有：

第一，成立“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保障和经费投入。与

文学院统筹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工作。设立专项经费，

保障“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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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定推进“课程思政”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办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标准

化建设。先后制定《文学院推进“课程思政”工作的实施意见（实行）》和《文

学院推进“课程思政”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建设原则、建设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深入挖掘汉

硕专业课“课程思政”元素、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制定示范课程验收标准、完善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监控体系等。

第三，建设勇于担当、坚守责任的专业教师思政队伍。始终聚焦根本任务，

坚持以上率下、贯穿结合，班子成员、党委委员、支部书记通过“五领”的方式

带领党员学原著、听报告、看视频、讲党课，学深悟透理论知识，始终不忘初心，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3．课程教学

本专业既严格依据《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

案》，又充分考虑本校的师资力量和学情，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国际汉语教师

的职业需求为目标，围绕汉语教学能力、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形成以核心课程为主导、模块拓展为补充、实践训练为重点的课程体系。其中核

心课程 16个学分，包括政治、英语等 2门学位公共课，中华文化与传播、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第二语言习得等 5

门学位核心课。拓展课程 8学分，包括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类、中华文化传播与跨

文化交际类和教育与教育管理类三大类课程。训练课程 4学分，包括教学调查与

分析、教学测试与评估、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等课程。

专业课教学运用案例教学、合作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专业投入大量经费，支持任课教师建设数

字化案例资源。现已建成“国外汉语课堂教学视频案例库”、“跨文化交际案例库”、

“汉外语言对比案例库”、“汉语国际教育新手汉语教师问题型案例库”等十余个

与专业学位核心课程配套的信息化教学资源。目前，部分案例库已在“云上中文”

平台免费共享。

4．导师指导

研究生导师队伍选聘、培训、考核制度健全，依规进行年度选拔。导师指导

职责履行到位，导师定期与研究生见面，并开展相关指导工作；导师组集体指导

的培养方式落实较好；导师分配实施师生双向选择；选题、开题和答辩都通过集

体讨论的方式完成。本专业始终把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倡导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求真务实的实干精

神、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本专业的教师坚持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在科研方面严守学术道德底线，未出现学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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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行为，同时潜心钻研教学和指导学生。例如，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

者陈蓓老师坚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认真对待每一堂课，精心打磨每一个课件，

不断转变教学理念，提升专业能力和水平，其教学深受学生喜爱。

5．学术训练与实践教学

本专业开设“教学调查与分析”、“教育研究方法与实践”等课程，给予学生

科研方法训练，提高论文写作能力。以上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 SPSS，NVIVO等

软件的使用方法，以提高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硕士生发表学术论文，在学业奖

学金滚动评定时有加分奖励。本专业常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开设学术讲座。

2020年因疫情影响，虽未邀请专家到校内现场讲学，但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

等地的多位知名专家在线讲座。这些线上讲座，均有数百名国内外师生参加，取

得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效果。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强调“两个结合”：第一，课程学习和教学实践相结合。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系统掌握汉语言、中华文化、二语教学、跨文化交际等理论

知识。通过教学实践，提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技能及师生交流技巧。本专

业高度强调“在做中学”，实习基地较多，能为学生提供多种类型的实习岗位和

不同年龄段的教学对象。本专业的教师定期联系实习基地，调研用人单位的用人

需求，然后及时调整、改进课程教学内容。第二，校内指导和校外指导相结合。

学生一入学就会配备一名校内导师；实习时，会配备一名实习指导老师。本专业

邀请的校外专家，都具有突出的研究成果或长期的国际汉语教学经验，能给学生

带来最新的学术观点、国际汉语教育行业发展趋势或切实可行的教学实操经验。

6．学术交流

全球疫情大爆发对本专业 2020年度的国际合作交流造成了很大冲击。研究

生暑期出国交流、美国大学生暑期来华汉语学习项目等均被暂停，外派志愿者工

作也有所调整。2020年本专业虽未邀请校外专家来学院实地交流，但通过网络

视频的方式，举办了首届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云论坛。此外，邀请了新加坡、英国

等海内外专家在线做学术报告。另外，2020年还组织了本专业研究生对加拿大

的大学生开展一对一的在线辅导。

7．论文质量

2020年，本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实施全盲评，无抽检不合格事件发生。

8．培养质量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高层次、应用性、复合型、国

际化专门人才，努力打造未来的卓越国际汉语教师和行业领军人才。本专业定期

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对毕业生发展进行跟踪调查，主动根据社会需求和毕业生

反馈意见，调整、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突出三大特色：

第一，汉语国际教育与汉语本体研究相融合。本专业在现代汉语语法、词汇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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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因此主动将汉语语法、词汇等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帮

助学生夯实汉语本体知识，提高汉语分析与运用能力。第二，汉语教学技能与信

息化素养相结合。除了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中华文化传播和

跨文化交际素养之外，注重提升学生的信息化教学技能，培养学生熟练运用现代

教育技术进行汉语教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 TPACK核心素养。第三，课程内容

与行业需求紧密契合。针对海外汉语教学国别化差异明显、学生低龄化趋势突出

等特点，本专业的课程加强对未成年人课堂教学管理、汉外语言对比、跨文化交

际等方面的训练，让学生出国后能尽快开展课堂汉语教学。

9．学风建设

制订了《研究生论文写作规范指导手册》。在新生入学时开展科学道德与学

风建设的宣讲。导师向学生告知学术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2020 年 4

月中旬，学院统一进行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未出现不合格情况。

10．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成立由领导、分管领导、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

等共同组成的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生培养的日常工作由分管领导和研究生

秘书、研究生辅导员负责；开题、预答辩、答辩等工作由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秘

书负责；学位审核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心理健康状

况等由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辅导员共同负责。严格遵守研究生院制定的各项管理

规章制度，覆盖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阅卷、复试、日常指导、答辩申请、论

文评优等各个环节，研究生的权益能得到有效保障。建有研究生会，另有专业负

责人、专业支部书记共同组成学生干部队伍，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每年均

进行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改进管理、教学工作。

11．就业发展

本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较高。2020届毕业生中，有 1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有 2人进入高校工作，1人出国担任孔子学院教师志愿者，绝大部分去中小学工

作，其余分布在传媒、科技等行业公司。2020届毕业生工作地域主要分布在华

中和华南地区。

（四）服务贡献

本专业学位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汉语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孔子学院

建设、中外人文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潜心学术研究，为汉语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及师资培训提供理论基础

和实践模式。邢福义、汪国胜教授等长期从事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其科研成果为

国际汉语语法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语法事实和扎实的理论基础。李向龙教授等组织

了 2期“对外汉语师资 AR可视化数字技术”培训，为信息化技术与国际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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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度融合模式提供了技术方案。多位任课教师建设了案例库，并在“云上中文”

平台发布，主动与国内外同行共享资源。

第二，立足“一带一路”倡议，服务汉语和中华文化传播。作为全国首批

22所“华文教育基地”单位之一，积极承担各类海外华文教师的学历教育及短

期培训，为海外华文教育、师资培养做出了较大贡献。万莹、左双菊、余一骄、

陆方喆等教师受国务院侨办或统战部委派，作为华文教育海外名师巡讲团的成员，

分赴法国、西班牙、瑞士、荷兰、泰国等国培训当地华文教师。他们认真准备培

训报告，主动为当地华文教师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赢得了海外华文教育界

的好评，被荷兰等国的报纸专门报道。陆方喆老师撰写的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

文国际传播的咨询报告受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采纳和批示。

第三，积极参与孔子学院建设，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我校目前有三所共建孔

子学院，分别是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孔子学院、印度尼西亚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孔子学院。向平、肖任飞两位老师分别担任卡尔顿大学

孔子学院和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虽然 2020年受疫情影响，未直接

派出学生赴海外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但仍然选拔了部分学生进行线上授课。他

们克服了诸多困难，不仅兢兢业业地开展汉语教学，还为孔子学院承担了许多中

华文化推广工作，为孔子学院的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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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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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士

☑ 硕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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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我校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心理学院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924

年成立的华中大学时期，至今已有逾 90年的历史。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奠定了扎

实的学科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心理学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4年开

始招收基础心理学专业硕士生。1985年设置本科心理学专业并设立心理咨询机

构。1993年成立心理学系。2001年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3年 9月获得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 年 4月，学校成

立心理学院。同年湖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湖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

“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同年还获得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2006 年 10 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被增列为湖北省重点学科。2007 年 8

月心理学本科专业获批为湖北省高校本科品牌专业，同年 9月成立“华中师范大

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10月获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心理学一级学科被

增列为湖北省重点学科。2009年 8月获批立项建设“湖北省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2010年 7月心理学专业获批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工程”之“高等

学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同年 12月获批立项建设“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2012年 9月获批立项建设“国家级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4年 1月获批立项建设“心理与行为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016年

1月获批成立中国心理学会网络心理学分会，成为挂靠单位。根据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学科评估结果，2012 年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以及

2016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均位居全国心理学一级学科第 6名，2012年名列第

七，位列前 30%；2016年评估为 B+，位列前 20%。

学院现有教职工 73人，其中教授 19人，副教授 24人，讲师 11人，分别来

自国内外 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大部分中青年教师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

学院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其中，国家“千

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1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第一层次人选)”入选者 1

人，“四个一批人才”1人，国家“万人计划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工程”入选者 3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楚天学子”等人才项目入选多人。同时，现

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2位、理事 5位。通过多年学科平台建设，聚才纳贤，

吸引了包括美国双院院士Shiffrin在内的10余位国内外兼职教授以及湖北省特级

教师耿喜玲、武汉市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张汉强、诺姆四达集团董事长苏永华等

36位校外兼职导师协同建设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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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获批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并在 2011年招收首届应用心

理专业硕士，截止 2020年底，已经招收了 10届应用心理专业硕士。2020年招

生应用心理专业硕士（非全日制）研究生 100人，其中临床与咨询心理方向 50

人，人才测评与管理方向 28人，儿童发展与教育方向 22人，在读应用心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 280人。2020年共毕业和授予学位 76名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其中全

日制 52人，非全日制 24人，协议和合同就业有 61人，就业率为 80.26%。

二、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响应新时期国家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对应用心理学

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结合“数字化环境下人的发展

与心理健康”的心理学科特色，以培养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与道德修养，具有较

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熟练地将所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应用于临床与心理健

康领域、儿童发展与教育领域以及组织人才发展与管理领域，能胜任在中小学、

高等院校、咨询机构、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等从事教学、心理学应用和服务相

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过

程中实施了一系列的深度改革与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2学位标准

本学位根据《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标准》的规定，从基本知识、基本素质、

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和论文要求五个方面制定了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的标准要求。

本学位本年度从实习实践、论文开题、送审、答辩等各个过程环节，按照该学位

标准的要求培养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

本专业学位立足于国家需求，结合“数字化环境下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的

学科特色，以培养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心理学相关

工作的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设置了三个培养方向。

（1）临床与咨询心理

该方向响应新时期国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对于心理健

康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职业胜任力，能够熟练地将

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临床与心理健康领域实践的高层次临床与咨询心理

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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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测评与管理

该方向响应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与管理需求，培养掌握人才测评

与人才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熟练地应用于人才评价问题的解决和管理实

践目标的达成，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高层次人才测评与人才管理的应用型人才。

（3）儿童发展与教育

该方向响应国家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需求，培养系统

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基本理论与促进儿童发展的实践技能，能够熟练开展儿童教

育实践，具备儿童发展与教育领域的实践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2师资队伍

本专业学位实行双导师制，采取校内遴选、校外选聘，构建了一支校内为主、

校外为辅、内外结合的导师队伍。具体如下：

（1）全面推行双导师制。实施分类评价，固化一支稳定的专业学位导师队

伍；定期邀请知名行业导师开展实践经验讲座；不定期开展校内外导师交流培训，

在交流碰撞中提高育人实效。（2）全面加强“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引导校内

导师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促进理论与实践双融合；鼓励导师获取相关行业

资格证书，积极承接横向科研项目，切实提升导师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指导能

力。（3）全面实行导师组集体指导。将导师组指导贯穿培养方案、课堂教学、实

习见习、论文开题、毕业答辩全过程，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如表 1所示，本专业学位培养师资结构合理，师资数量充足，导师总人数为

76人，其中校内导师 40人，校外导师 36人，平均每师每年指导专业学位研究

生人数≤3人。年龄结构合理，校内师资中年龄 45岁以上导师 20人，36-45岁

导师 24人，35岁以下导师 9人。专业技术职称结构合理，其中校外导师中教授

15人、副教授 18人，校外导师中正高级 13人，副高级 18人。最后，生师比情

况合理。

表 1 本专业学位师资队伍总体情况

校内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计

年龄结构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具有实

务经历

人数

校内导

师人数
35 岁及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正高级 20 0 4 15 1 20 7 15

副高级 24 4 17 3 0 24 9 18

中 级 10 5 3 2 0 9 6 7

初 级 0 0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54 9 24 20 1 53 22 40

校外师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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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计

单位类型
人均工

作年限

校外导

师人数党政机关 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

其他机构
高校 其他

正高级 13 1 7 0 5 0 18 13

副高级 18 0 1 8 9 0 19 18

中 级 5 0 0 2 3 0 12 5

初 级 0 0 0 0 0 0 0 0

无

总 计 36 1 8 10 17 0 17.7 36

生师比情况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数 42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数 238

校内师资生师比 5.19 校外师资生师比 7.78

校内导师生师比 7.0 校外导师生师比 7.78

2.3科学研究

2020年度，学院获批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发表 SSCI/SCI/EI论文共 60篇，发表 CSSCI论文 65篇，出版著作 1部，发明专

利 1部，智库成果 1部。

2.4教学科研支撑

本专业学位依托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人的发展与心理

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心理与行为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湖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在儿童

青少年发展与教育、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学校心理健康、人才发展与人才管

理等研究方向已形成鲜明的特色。

2.5奖助体系

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我校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推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学校、学院、导师

多渠道筹集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学院制定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的相关评选办法，每年均按规定进行评选。这进一步完善学校奖助激

励机制，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研究生奖助学金类别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助学金、研究生教学助理（简称助教）岗位津贴、

研究生管理助理（简称助管）岗位津贴和研究生科研助理（简称助研）津贴。2020

年，本专业学位点奖学金覆盖人数 42人，总额 32.55万元，助学金覆盖人数 42

人，总额 3.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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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本专业学位 2020 年研究生报考人数是 825人，录取人数是 100，录取比例

是 19%。为保证生源质量，在研究生的报考阶段，本授权点每年向全国几十所大

学投递了招生宣传册，生源质量得到了有力保证。同时严格按疫情防控要求，安

排严格的研究生线上复试，综合考核报考学生的能力，以保证录取综合能力强的

学生。

3.2思政教育

本专业学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立德树人作为根

本任务，立足心理学科特点，健全和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工作格局，全

面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思政教育成效显著，心理学院党委荣获湖北 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标志性荣誉，具体表现如下：

（1）党建领航，把牢办学方向。获评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1人，全国第二

批“双带头人” 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1个，全省 “支部好案例”一等奖 1项、“党

员好故事”二等奖 1项； 荣获学校先进分党委 2次、文明单位 1次等综合奖励，

党建年度考核优秀 3次。获建首批校级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 1个（全校仅 5个）、

样本党支部 1个；“特色党日”活动二等奖 1项。学院党 委的工作被中组部共产

党员网、教育部高校思政网等媒体报道。扎实有力的党建工作为学院各项 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2）精准思政，筑牢育人体系。张微教授获评学校 2019年课程思政优秀教

师，2门课程获 评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社会服务与实践育人融合推进，先

后承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省 教育厅、团省委等心理志愿服务项目 4项，

在校生参与率达 92%。以学生为主体的春雨服务队先 后荣获团省委青年志愿服

务大赛银奖等省级表彰 6 次，获评“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 1人。系统 完备的思

政工作体系推动铸魂育人落地生根。

（3）心理战“疫”，固牢家国情怀。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全院教师带领以

研究生为主体的 242名学生参与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的一线

咨询和运营保障；31名学生与医护人员 子女“一对一”结对开展线上帮扶；300

余名学生先后面向大众连续开展社会心态调研、心理科 普，调查结果被人民网

等 20余家媒体报道；26名学生第一时间到家乡的社区、村委会报到，参 与测

量体温、维持秩序、排查登记等一线志愿服务。师生心理战“疫”故事被收入教育

部战 “疫”示范微党课，320余万客户端观看。学院获评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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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1人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师生的战“疫”

表现，带动学院上下形成了爱国 力行、担当奉献的良好风尚。

3.3课程教学

本专业学位课程结构由公共学位课、专业基础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实践教学四

个模块组成，并根据三个培养方向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其中临床与咨询心理方向

总学分不少于 44 个学分，人才测评与管理、儿童发展与教育两个培养方向的总学分不

少于36个学分。下面主要呈现公共学位课、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内容，实践

教学部分在后文详述。

（1）临床与咨询心理方向课程模块

公共学位课程（4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00000000001202 外语 32 2 1

00000000001201 政治理论 32 2 1

专业基础课（20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53000454001630 心理学科学研究方法 48 3 1

53000454001631 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 48 3 1

53000454001632 临床与咨询心理专业伦理 32 2 1

53000454001633 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与方法 48 3 2

53000454001634 心理评估与诊断理论 32 2 2

53000454001635 变态心理专题 32 2 2

53000454001636 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导论 32 2 2

53000454001637 心理学研究进展 48 3 3

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53000454001638 行为矫正与治疗 32 2 2

53000454001639 心理服务的组织与管理 16 1 2

53000454001640 多元文化心理咨询 32 2 2

53000454001641 优势资源取向的心理咨询 32 2 3

53000454001642 家庭心理治疗 32 2 3

53000454001643 学校心理学 32 2 3

53000454001644 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 32 2 3

53000454001645 特定障碍的循证心理治疗 32 2 3

53000454001646 团体咨询与治疗实务 32 2 3

53000454001647 心理咨询实习与督导 3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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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测评与管理方向课程模块

基础课程（共11个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任课教师 开课学期

00000000001202 研究生英语 32 2 1

00000000001201 研究生政治 32 2 1

53000454001295 心理学基础 32 2 1

53000454001204 管理心理学 32 2 1

53000454001294 心理学研究方法 48 3 1

必修主干课程（共13 个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师 开课学期

53000454001292 现代企业管理 32 2 1

53000454001291 现代人才测评 32 2 1

53000454001290 全面人才管理 32 2 1

53000451001301
职业心理健康与压

力管理
16 1 2

53000454001288 人力资源服务概论 16 1 2

53000454001287 人力资源信息管理 32 2 2

53000454001262 毕业论文设计与写作 16 1 2

53000454001261 实习指导 32 2 3

技能实训课程（工作坊）（7学分，至少选修 5个）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师 开课学期

53000454001305 胜任力模型构建工作坊 16 1 行业导师 2

53000454001220 评价中心 AC 技术工作坊 16 1 行业导师 2

53000454001219 心理测评技术工作坊 16 1 行业导师 2

53000454001218 领导力开发与提升工作坊 16 1 行业导师 2

53000454001217 人才大数据分析技术工作坊 16 1 2

53000454001306 企业人才盘点工作坊 16 1 行业导师 2

53000454001307 企业人才梯队建设工作坊 16 1 行业导师 2

选修课程（2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师 开课学期

53000454001308 自我探索与成长 8 0.5 校外老师 1

53000454001309 正念与专注力 8 0.5 校外老师 1

53000454001310 幸福力与创造力 8 0.5 校外老师 2

53000454001311 中国文化与中国式管理 8 0.5 2

53000454001312 卓越领导力 8 0.5 行业导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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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发展与教育方向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类型 开课学期

00000000001202 研究生英语 32 2 通识必修 1

00000000001201 研究生政治 32 2 通识必修 1

53000454001601 儿童发展与教育 48 3 专业必修 1

53000454001294 心理学研究方法 48 3 专业必修 1

53000454001603 儿童发展异常与矫正 48 3 专业必修 1

53000454001604 儿童脑智发育 48 3 专业必修 1

53000454001605 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48 3 专业必修 2

53000454001606 毕业论文设计与写作 16 1 专业必修 2

53000454001608 儿童养育指导 32 2 专业选修 3

53000454001276 家庭与婚姻指导 32 2 专业选修 2

53000454001610 数字化生态与教育 32 2 专业选修 2

53000454001612 游戏与活动设计 32 2 专业选修 3

53000454001613 儿童发展与教育实践 32 2 专业选修 3

53000454001636 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导论 32 2 专业选修 2

53000454001634 心理评估与诊断理论 32 2 专业选修 3

53000451001301 职业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 16 1 专业选修 2

53000454001614 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 32 2 专业选修 3

本专业学位人才立足于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及心理学科的特色优势，以培养

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高层次心理学应用复合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立足国情，对标国

际，基于胜任力模型，对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实习实践、学位论文等培养环节

进行了系统、规范的设计。特别是课程体系设计，明确针对心理学各相关行业的

发展需求，联合国内知名心理健康行业专家、心理服务机构，共同设计人才培养

方案和课程体系，积极回应社会各行各业（如学校、医院、政府和企事业单位）

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保障课程与行业实践紧密对接，切实提升人才培养目标

和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

此外，本专业学位聚焦学科特色，依托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虚拟仿真心理学教学实验中心等

平台，将一批高水平研究与社会服务成果转化为实践实训项目、教学案例及实训

课程。例如，将网络心理研究成果转化为“儿童青少年网络素养”课程、“儿童

虚拟养育”实验课程，“心理健康教育行政”“心理咨询督导”等课程也整合了这

类转化成果。

3.4导师指导

本专业学位有规范的导师选聘程序。申请人向本人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填写

当年的《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审批表》，然后报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院学位

评定委员会依据本办法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并根据当年招生指标，提出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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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在选聘中有特殊情况，提请

上一级学位评定委员会裁决。

本学科有严格规范的考核制度。学院已制定了详细的教师考核标准，每年将

导师的科研项目、科(教)研成果奖励和知识产权，以及发表学术论著等科研情况

折算成工作量，进行科研总量的考核。该考核制度连续实施多年，2020年所有导

师考核合格。

本学科导师指导尽职尽责。按照学位标准等相关规定，采用导师组集体指导

的培养方式，以指导经验丰富的老师作为导师组组长，提供细致的导师组集体指

导。导师认真履行指导职责，2020年没有发生过学术不端行为，没有出现过论文

抽检不合格的情况。

3.5实践教学

心理健康研究生人才培养强调夯实专业基础，突出“实践应用”原则，课程

体系由学位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实践实训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等模块构成，

包括实习、见习和毕业论文等环节，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6学分。课程设置侧重

实践性课程（不少于三分之一），聘请行业专家以及校外导师作为课程主讲教师，

努力实现应用技能和职业能力训练与课程教学的高度融合。例如，采用“集体培

养+导师指导+专业督导”的职业胜任力提升模式，学生在第二、三学期进行专业

见习，在第四、五、六学期进行专业实习。临床与咨询心理方向的专业实习学分

为 8个学分，人才测评与管理、儿童发展与教育方向的专业实习要求 6个学分，

实习时长不少于 3个月。例如临床与咨询心理方向的课程实践包括了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实习、医疗系统的临床实习和非医疗系统的咨询实习，其中变态心理见

习（精神病院或精神科见习）不少于 60 学时、心理咨询/治疗见习不少于 40学

时、心理咨询实习（督导下的个体和团体辅导）不少于 100学时以及中小学实习

不少于 2个月。

基于高层次高质量定位，围绕心理健康服务打造应用心理实践教学资源体系。

近年来，先后合作建设了腾讯合作研究中心、诺姆四达、京师乐学、武汉市精神

卫生中心、湖北省人民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等实力雄厚的实践基地 15家。同

时，与华师一附中、武汉二中、武汉外国语学校、省实验中学、49中等 10余家

省内重点中学建立了联合人才培养实践基地。2020年新增 1 个校外实践基地。

通过与实践基地的合作共建机制，保障心理健康研究生学有用武之地，强化应用

和实践能力。此外，还建立了一套实习实践考核管理机制，突出过程管理与结果

管理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实习动员、实习安排、实习指

导、实习回访（每两周一次）、实习督导、总结交流、实习考评等工作制度，有

力保障了实践训练的高质量运行。

3.6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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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搭建实践技能竞赛平台，通过组织学院、校级和省级应用心理实践技能

竞赛和心理辅导课程教学技能比赛，以赛促训，促进师生共同成长，案例开发水

平也得到显著提升。2020年，学院举办了首届应用心理专业学位实践技能大赛，

经过初赛和复赛程序，邀请了行业专家担当评委，取得了良好的反响。2020 年，

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库 1 项，在首届全国应用心理实践技能竞赛中

获二、三等奖各 1项，在湖北省首届心理辅导课程教学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此外，在 2020年的“心理战疫”过程中，师生团队积累和凝练了一批心理援助成

功案例，它们发挥了生动鲜活的教学示范作用。

3.7学位论文

本专业学位论文聚焦临床与咨询心理、人才测评与管理、儿童发展与教育三

个方向，论文选题来自应用心理实践领域，以突出职业背景和行业应用价值导向，

鼓励学生结合见习实习确定论文选题。论文采取教育实验报告、调研报告、案例

分析、方案设计、课程开发等多种形式，充分体现实践型和应用性特点。2020

年学位论文中，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论文约占 19%，心理咨询实践论文占 18%，

儿童青少年发展与学校教育类实践论文占 18%，团体辅导实践论文占 15%，心

理健康调查占 15%，职业辅导实践占 6%， 其他应用型论文占 9%，体现了学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专业学位 2020年毕业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全部双盲评审方法，每篇论文送

审 3位校外专家。该方法是评审时将评阅人姓名和单位对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

进行隐匿，并且将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姓名对评阅人进行隐匿。盲评结论中有

“不同意答辩”的意见，此论文作者将不得参加论文答辩。2020年共 76篇专业学

位论文参加双盲评审，未有评审不通过论文。2019年还产出了首届全国优秀应

用心理硕士学位论文 1篇。

3.8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学位论文质量，本专业学位本单位制定了科学规范的学位论文规章

制度，涵盖论文选题、开题、盲审、答辩、数据与论文存档等过程。依托应用心

理专业学位培养指导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建立了学位论文指导、抽检、激

励、监督、问责工作机制，确保了学位论文的整体质量。研究生的开题工作要求

在毕业前一年完成，研究生会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开题。在毕业答辩前半年，导师

会检查学生的论文工作进度情况。在组织论文答辩时，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

会委员要求 4人，其中校外专家/行业导师至少 1人，且指导教师不得担任答辩

委员会成员。而且，整个论文流程中的开题报告、论文送审结果、论文答辩意见

等相关材料均有存档。近年来在教育部应用心理专业学位教指委的论文抽检中合

格率达 100%，20%以上的论文达到校级以上优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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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2020年本专业学位对所有学位论文采

用双盲审方法进行论文送审。同时本学科执行研究生的分流淘汰机制，严格控制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2020年有 1名硕士生被分流淘汰。

3.9学风建设

本专业学位强化学习教育，提升思想认识。健全师德师风培训机制，多渠道、

分层次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坚持全过程、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性教育相结合，重点

加强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和学术规范教育等教育培训。

本专业学位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

（试行）》、《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

范暂行条例》等相关制度，明确了教师指导中的“十不得”行为，以及教师和学生

在各项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必须遵守学术规范，来督促师生维护良好的学术道

德和规范的学术行为。2020年度本专专业学位无师德失范行为发生,也未出现有

学术不端行为。

在 2020年心理抗疫工作中，本专业研究生踊跃参加“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

理援助热线平台”的应急心理援助工作。100 余名专硕研究生参与平台援助资料

整理、热线值班协助、服务数据分析、科普文章写作等工作，22人被评为优秀

志愿者。

3.10管理服务

学院党委书记直接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并有分管研究生培养教学的副

院长，成立应用心理硕士MAP教育中心和管理办公室，配备研究生教学管理人

员和专职辅导员、兼职助教多人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各项事务。聘任 3位不同领

域的教授担任临床与咨询心理、人才测评与管理、儿童发展与教育三个方向的专

业硕士培养负责人，具体负责三个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修订、课程设置、

外聘导师、联合办学、实习实践等环节的工作。聘任了 3名专任教师担任三个培

养方向的班主任工作。

学院坚持实行“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育人方针，保障实现全方位育人，

将研究生权益保护工作贯穿研究生科研、生活全过程。设有学院研究生会，成立

权益管理团队，该团队主要由研究生会主席团、生活权益部及各部门联络员共同

组成。团队由院党委领导，院研究生会生活权益部具体负责。旨在全心全意为研

究生服务，及时反映研究生生活、学习、科研等各方面权益诉求，充分发挥好学

校与广大研究生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合理有序地表达和维护研究生正当权益，

助推研究生成长成才。学院定期召开学代会，学生代表收集学生意见和满意度调

查问卷，形成书面的研究生权益维护报告，上报有关职能单位并开展座谈会。学

院一直秉承“做对学生最好的院系”的指导思想，服务于学生学习、生活，在校

研究生对学校、学院整体满意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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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本专业方向（MAP）培养管理办公室组织专班初步构建和完善

了全套MAP管理制度文件，制定了《应用心理专硕实践基地管理运行机制》文

件。

3.11就业发展

本学科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推出了一系

列促进就业的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例如通过多渠道推送实习招募信息，对学生

去向进行调查，更好地指导学生找工作、升学、出国等，并定期举办就业交流会，

让往届优秀学生介绍相关经验，让学生对毕业后的生活进行初步规划。同时认真、

细致地做好每届毕业生生源信息编报、录入工作，做好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新建

学院就业群、微信就业专栏等平台宣传推介用人单位信息，实现网络招聘服务平

台全覆盖，确保线上招聘活动顺利开展。

本专业学位 2020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88.46%，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70.83%，2019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76.74%，比去年略有增长。应用心理专硕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是企业单位，主要

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工作，例如京东物流、华润电力、中智管理咨询、华中

数控等。其次是高等教育单位，主要在学工处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从事学

生管理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工作，例如武汉纺织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再次，毕业生去各类中学（初中和高中）

当心理健康教师，例如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武汉二中、合肥九中等。

2020年本专业学位还组织问卷调查，了解用人单位反馈意见和毕业生发展

质量的调查，用人单位对我院学生素质认可度较高。

4服务贡献

按照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点充分发挥“数字化环境

下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学科特色优势，积极开展以学术创新支撑的社会服务工

作，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响应社会重大需求

等方面，践行了责任使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1）对接国家需求，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提高站位，担当作为，2020年积极承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第七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志愿者心理支持等工作。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组织搭建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本专业学位点的大批师生参与到平台的

心理援助、心态调研、公众引导、科普宣传、公益讲座、团体辅导等系列活动，

为抚慰人们心灵、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受到

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以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孙春兰副总理的高度肯定。

（2）积极资政建言，为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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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平台优

势，为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言献策。近几年尤其是 2020年，本专业学位

点先后提交各类调研报告近 50篇，被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等国家领导人或机构采纳和批示 18篇，对全国心理抗疫和将武汉纳入“全国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3）创新服务模式，催化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积极探索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深度融合的模式创新，打造了一系列以专业学

位点为平台、以专业学位导师为指导、以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主体的社会服务新模

式。2020年连续开展“温馨行动”心理志愿服务，继续巩固百步亭社区服务品牌；

基于 1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春雨服务队形成了“心理学+”的社会群体服务模式；

构建了“心理健康教育数字化平台”，开发了“微助教智慧教学系统”，开创了信息

化背景下心理学服务教育实践的典范；2019-2020年，开辟了以研究生为讲授主

体，面向社会大众的湖北省广播电视台心理访谈专栏，对于心理科普尤其是疫后

的社会心态引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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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我院于2006年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7年获批外国

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我院2009年获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下设

英语笔译、英语口译、日语笔译三个方向，学制2年。2020年在校生共126人，其

中毕业年级66人，一年级60人。2020年66名毕业生全部获翻译硕士学位。我院翻

译硕士点特色鲜明，职业性强，就业形势比较看好。5年来总体就业情况如下（2020

年就业情况详下）。

本专业共有导师28人，其中20人具有博士学位，教授6人，副教授8人，讲师14

人，所有导师都具有实务经历。校外导师24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8人，讲师10

人。

二、分项总结

1 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我院翻译硕士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方针，培养具

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过硬的综合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创新能力、熟练的翻

译技能，立足湖北省、武汉市，面向中南地区，辐射全国，彰显师范特色，能胜任人

文社科及相关领域所需的“专业化、应用型、高层次、职业化”的翻译人才、语言服

务业人才和翻译教师；突出人文社科和师范教育特色定位、满足地方需求。

（1）凭借我校人文社科研究的雄厚实力和高水平师范教育的优势，我院翻译硕

士定位突出人文社科英汉、日汉互译口笔译实践，重点面向文学、文化、历史、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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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等领域翻译活动；凭借我校教育学科（包括英语学科教育）平台，突出翻译师资

培养，为社会各层次教育机构输送高素质的翻译师资。

（2）为满足湖北省暨武汉市、中南地区社会发展中的文化产业、文化交流、政

治、学术研究、长江经济带经贸活动的需要，我院翻译硕士的课程设置、校内外师资

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招生规模、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为围绕这个主线展开。

特色与优势：

1）专业方向规划特色

突出文化、经贸和人文社科学术翻译特色，翻译职业教育与翻译师资培养相结合，

本地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培养环节力图体现实用性、产业化、专业性、时代性和规范

性。

2）生源优势与培养资源转化能力和影响力

生源质量逐年提高，英语口笔译每年报考人数约300人，录取比例约为6:1至7:1。

日语笔译每年报考约90-100人，录取比例约8:1至9:1，“双一流”高校和专业的生源

人数不断增加。

我院部分MTI学生承担和参与的文化、科技发展史、满铁历史文献翻译和中华学

术外译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经过有效组织和指导，成果转化为学生翻译项目

和毕业论文写作的素材或教学案例。常年聘请国内外业界知名人士担任校外导师，壮

大了导师队伍。教育质量稳步提高，获得人事部口笔译二级资格证的学生比例远高于

全国翻译硕士二级通过率，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受到用人单位好评。

1.2 学位标准：

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起草了“华中师范大学翻译专业硕士教学大纲”，规定了培

养目标、培养方式、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课程设置等。并定期更新。最新的大纲为2020

年修订。见附件。

2 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

一）英语口译、英语笔译

我院2009年获得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是全国第二批25所MTI授权点之一，

拥有笔译和口译两个专业，从2010年开始招生。英语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借鉴、吸收国

内外高层次翻译专门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紧密结合我国国情，特别是结合我国翻译

实践领域和语言服务行业的需求和发展，培养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人文素养

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较强的双语能力、跨文化能力、口笔译能力、从事翻译教学

的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和语言服务人才。

我院翻译硕士以汉语与英语组成不同的互译语对，以人文社科（教育、文学、文化、

外事、商务等）为主，兼顾科技行业的翻译活动领域，主要方向为人文社科英汉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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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译和口译。

二）日语笔译：

日语笔译)专业于 2015 年开始招生。本专业学科拥有一支研究实力强、特色明

显、学术梯队配置合理的研究队伍。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并通过国内

外的交流与横向联系，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具有时代特征,其中包括文学翻译、科

技翻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外交翻译等学习。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笔译水平，

能够熟练掌握翻译基本方法，具备扎实笔译功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笔译专业人才，以适

应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提高国家在国际的竞争力。

2.2 师资队伍：

本专业共有导师28人，其中20人具有博士学位，教授6人，副教授8人，讲师14

人，所有导师都具有实务经历。校外导师24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8人，讲师10

人。

代表性校内导师：

苏艳，45岁，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指导方向包括英语笔译、

新闻翻译，曾执导学生获湖北省翻译大赛一等奖；参译《真情地久天长》和《英语励

志美文精华》。社会兼职包括：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 2.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文化研究会理事；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

院兼职研究员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青

年项目、湖北省社科项目和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在权威

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要教授包括新闻翻译在内的应用文翻译课程，曾经获

得华中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魏家海，55岁，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指导方向包括英语笔译、翻译研究，

擅长人文社科英汉翻译，出版译著《文化政策》。社会兼职包括：湖北省翻译工作者

协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湖北省社科基金2项，

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专著《汉译英比较诗学研究》获”十二届湖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现任《外国语文研究》副主编以及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

理事。

熊兵，53 岁，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指导方向：翻译研究；语言学研究，

英语笔译、应用翻译研究、应用文体翻译；曾执导学生或湖北省翻译大赛专业英语组

笔译“特等奖”获。出版译著Narra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pular Fiction.

任湖北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库成员。出版学术专著：《应用文汉英平行语料库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C刊论文多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一项，曾获湖北省翻译协

会第九届优秀学术成果（译著类）一等奖。

李俄宪, 58岁，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指导方向：日语笔译、文学翻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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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成果：主编《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日本在华农村调查资料翻译翻译实践

中的问题与策略”等。任日本国立新泻大学海外特聘教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

长、中国日本学学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研究》、《日语学习

与研究》编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

研究（13&ZD128）子课题《日本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海内外农村调查资料整理、翻译与研究。

2.3科学研究：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

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起讫

时间
经费

1.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一般项

目

唐诗翻译在当代美国的

接受和影响研究
16BWW019 魏家海 201606

201607-

202012
20

2.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青年项

目

日本神话与中国古代文

学关系研究
17CWW004 占才成 201706

201707-

202112
20

3.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中华学

术外译

项目

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17WSS002 吕卫青 201712

201607-

202112
45

5.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一般项

目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英

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接

受研究

19BYY119 熊兵 201907
201907-

202306
20

6.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

中华学

术外译

项目

城乡差别的中国政治

都市と農村における中

国政治の異相

19BYY158 张成 201912
201907-

202306
25

7.
湖北省社科基

金

一般项

目

汉学家的《楚辞》译介及

跨文化想象
魏家海 2016 2.50

8.
湖北省一般社

科项目

一般项

目

中西方翻译标准认识比

较研究
谭华 2017 1.00

9.
湖北省社科基

金项目

一般项

目

中西方翻译标准认识比

较研究
2017068 谭华

2018年 1

月
3.5

10.
湖北省社科基

金项目

后期资

助项目
中日比较神话研究 2018064 占才成

2018 年

11 月
3

2.4 教学科研支撑

定期举办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语思研究生论坛”，学院设有翻译研究

中心，外国语学院口译队，以及其他语言服务组织。

2.5 奖助体系：

翻译硕士设立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社会类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设“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研究生（含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干”

等荣誉称号评选，每年可覆盖翻译类研究生2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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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近年来，生源质量逐步提高，英语口笔译每年报考人数约300人，录取比例约为

6:1至7:1。日语笔译每年报考约90-100人，录取比例约8:1至9:1，“双一流”高校和

专业的生源人数不断增加。

近7年来，学院每年暑期举行“优秀大学生夏令营”面向全国各地营员宣传本学

位点，每年定期对我院本科生进行宣讲，吸引本院本科生生源。借助学院专用的微信

公众号，外院官网等宣传招生信息，吸引优秀生源。

3.2 思政教育：

学院研究生工作坚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讲话和指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构建“三全育人”工作体系。

（1）突出“思政+党建”，亮明育人底色。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选优配

强党支部书记，组建导师与研究生“语思”联合党支部，由博导担任支部书记；

扎实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研究生党支部“红色十月、礼敬中国”主题活动，

组织研究生党支部成员参观“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主

题展览和长征胜利84周年展览、“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

展览等；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加强教材遴选审查，严格课堂教学要求和外籍

教师管理，执行学术讲座审核制。

（2）突出“思政+导学”，构建育人平台。强化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深入推进“语思”研究生教育培养项目实施，打造“语思先锋”党建与思想政治

教育项目、“语思学子”优秀研究生典型选树项目、“语思研途”研究生志愿服

务与社会实践项目、“语思启程计划”研究生新生主题教育项目和“语思圆梦计

划”毕业研究生主题教育项目等活动。策划实施“语思汇”导学关系建设系列项

目，举办导学关系建设系列活动，如阳光下午茶暨教授午餐会新生专场、翻译硕

士专场，增强导学交流，增进导学关系。

（3）突出“思政+课程”，发挥育人实效。深入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元

素，打造课程思政“金课”，与MTI有关的《创新英语阅读》、《英语文学》获

评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在对MTI的翻译实践类课程中，以《政府工作报告》

和《习近平治国理政》及十九大报告英译作为课程材料进行讲解和练习，增强学

生政治修养。在《日本海外文化摄取史》等文化类课程中，以中国文化对日本文

化的影响为主线来设计课程，树立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及自信心。在《中国

文化英译》课程中，以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为主要教学目标和内容，提升爱国主

义情操，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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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突出“思政+实践”，强化育人成效。积极对接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工

作，组织140余位研究生参与“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世界脑力锦标赛”“华

人华侨创新发展洽谈会”“第二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

游部长会议”“‘一带一路’诗歌之灯点亮世界国际诗歌节”“菲律宾旅游局与

武汉企业洽谈会”“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赛”“国际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

年会”等国内外大型赛会翻译和语言服务志愿者工作。

3.3 课程教学

一）课程体系设置基本情况

课程设置充分考虑翻译实践和语言服务行业发展需要，同时凸现自己的专业

特色，课程涵盖人文社英汉和汉英翻译、文学翻译、新闻翻译、文体翻译、字幕

翻译、交替传译、同声传译、视译和信息技术翻译等类型和方面，其中包括若干

国家化课程，由国际知名的行业专家主讲；同时将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开设的外语

教育类课程列为选修课。在中国文化翻译和翻译批评等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体

现对社会主语中国的政治自信和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

二）培养特色与成效

（1）课程体系设置注重实用性，以人文社科翻译为特色，重视培养学生的

专业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应用型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2）开设了大量翻译技能训练和翻译案例分析的口笔译实践课程，强化翻

译技能训练。课堂教学以实践为导向，以任务为依托，充分利用各种新技

术手段。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网络媒体自主学习相结合；扩大信

息技术翻译教学运用范围，模拟练习充分体现实际翻译项目的特征，翻译实习和

实践相结合，以质量为根本。

（3）主动服务本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实现了翻译实践与翻译师

范教育的产学教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

代表性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适用方向 课程类型

1 人文社科英汉翻译 魏家海 英语口译、英语笔译 专业必修

2 应用文体翻译 熊兵 英语口译、英语笔译 专业选修

3 文学翻译 胡德香 英语口译、英语笔译 专业选修

4 日汉互译技巧与理论 娜仁图雅 日语笔译 专业必修

5 政治理论 赵伟 所有方向 公共基础课

3.4 导师指导：

导师的遴选和上岗中引入竞争和淘汰制度。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实习、论

文写作负有监督和指导责任。学院每年对导师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指导工作进

行考核，鼓励教师在国内外脱产或攻读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参加各种形式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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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专业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训，拥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教

师中有6人参加过全国MTI教指委或其他机构组织的师资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每名翻译硕士配备两名导师，共同对学生的专业学习、翻译实践以及实习见习予

以指导和帮助。实行导师组指导，由数位有扎实专业理论基础和翻译实践能力的

导师组成导师团队，对翻译专业学生的有关课程进行集体授课教学，对学生的翻

译实践进行集体指导。

加强导师管理，以及导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于2020-11-30开展了导师培训

会（3504），学习了《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教

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并向导师反馈研究生午餐会的意见和建议，对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工作提出

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要求。

3.5 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本专业学位学生在学期间应用性成果丰硕，类型多样，充分体现了人文社科

翻译的基本特色。

（1）在笔译实践方面尤其是文学翻译领域取得了较好成绩。其中英语专业

学生共出版署名译著3部，发表署名译文多篇，日语笔译硕士近三年来独立完成

并出版译著5部；参与《湖北招商指南》《武汉市新版地图》等应用文本翻译任

务多项。

（2）在口译实践方面，2020MTI学生共承担10多次口译任务。其中大部分为

联络陪同口译，其次为交替传译，个别优秀的学生还承担过同声传译的任务。学

生从中积累了大规模体育赛事、学术会议、商务推介等不同类型口译活动的实践

经验，为个人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在学术能力方面，发表案例分析型研究论文2篇，加深了翻译理论学习，

提升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4）竞赛方面，获得了“《人民中国》杯”日语国际翻译大赛二等奖、湖

北省翻译大赛决赛特等奖等好成绩。

3.6 学术交流：

2020 MTI研究生51人次参加国内会议。会议信息如下：“第三届桂子山翻译

高层论坛暨翻译史研讨会”，时间：2020年11月14日

3.7 论文质量：

基于培养“专业化、应用型、高层次、职业化”口笔译人才的理念，本学位

点学位论文呈现四个特征。

（1）选题突出实践性和人文社科翻译特色。鼓励学生结合自身能力和兴趣，

从真实的口译、笔译项目或语言服务实践中确定选题。大部分论文关注旅游、文

学、历史、外交、军事、法律、商务、科技等特定领域的笔译和各类会议口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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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有学生在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外农村调查

资料整理、翻译与研究”后撰写了研究报告。

（2）选题注重解决翻译实践问题的成效。论文能紧密结合翻译实践和行业

现实，选择合适的翻译理论为指导，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和策略，解决由语言、

思维、文化差异和专业知识造成的翻译实践难题。

（3）选题关注行业发展。部分学生能就口译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湖北省

翻译市场现状等与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话题书写调研报告，给出具体建议。

（4）学位论文整体上体现出学生运用翻译理论进行翻译实践研究的能力，

能熟练运用目标外语撰写论文，语言通顺流畅、表达清晰、论证有力，符合学术

规范。研究结果对翻译实践、人才培养和行业发展有实际指导意义和较好应用价

值。

本年度有3篇论文获评校级优秀论文，比例为6%左右，教育部抽检情况良好

近两年无不合格，得到了专家肯定。

3.8 质量保证：

除了依照培养方案规定研究生完成课程、实习等任务外，按学校要求参加学

位论文盲审外，学院在论文开题，论文初审等环节加强了管理，认定为不达标的

论文或修改在提交，会暂缓提交，直至初审合格。

学院还出台了“外国语学院盲评结果处理及答辩结果处理办法”，对盲审结

果对要求高于学校的要求。

3.9 学风建设：

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情况

本学位点经常邀请校内外专家（如黄友义、修刚）为学生开展职业道德与伦

理方面的讲座，从理论和实践上帮助学生了解翻译职业行为准则，先后组织实习

生赴传神语联网公司等翻译公司接受翻译行业规范培训，让他们在翻译实践和语

言服务中树立牢固的道德伦理意识。

英语MTI研究生作为2019武汉军运会志愿者，为各国代表团提供语言服务，

在实践中学习和体会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获得主办方和各国运动队高度评价，

胡后震等同学收到大会组委会的感谢信。

我院培养了一大批严谨求实，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的职业化高级翻

译人才。英语笔译学生吴静怡出版译著《寂静的春天》，被列为教育部新语文课

外指定读本；日语笔译学生汪媛媛、郑格、王乐、李阳和王莹分别出版译著《超

一流创意力》《商学院里学不到的管理学》《大村智物语》《如何从新技术中获

得商业驱动力》和《手偶侦探团》。此外日语笔译方向部分同学参与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海内外农村调查资料整理翻译与研究”

其中的《满铁农村调查》翻译工作，师生合译，导师耐心对翻译规范、译者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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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等方面进行讲解和指导，学生在实践中认真领会落实，译作顺利出版，无学

术规范、学术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和争议。

3.10 管理服务

学院分派一名副院长分管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导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2名研究生秘书分别按上述工作做了分工；1名党委副书记分管研究生学生工作，

2名研究生辅导员。

把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为主线，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

之风，以“阳光下午茶”、“三进三深（进课堂、进寝室、进教研室、深入教师、

深入学生、深入校友）”等活动为载体，多层次、全方位地了解实际情况，做到

尊重客观现实，更好指导工作。

举行研究生午餐会/座谈会（2020-11-25），了解研究生在学习、研究、生

活的现状、期望、困惑和问题，并听取他们对研究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随后

召开导师会议及其他专题会，集中研究解决研究生提出的问题。

3.11 就业发展

我院2020届翻译类研究生毕业生66人，包括英语笔译，英语口译和日语笔译

三个方向。其中签约56人，签约率为81.82%，其中协议就业人数54人，升学2人。

协议就业中签约中小学42人，教育机构1人，公务员2人，企业9人。

优秀毕业生案例：

付逸峰，2020届 全日制英语口译方向硕士，获得catti二级笔译、二级口译

（交传）现任职于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翻译/项目经理，主要从事军贸项

目管理、资料翻译、外宾来访口译、境外出访口译、商务会议谈判口译等工作。

胡俊，2020届英语笔译硕士，全日制，就职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

翻译与情报部，主要从事军贸项目管理、资料翻译、外宾来访口译、境外出访口

译、商务会议谈判口译等工作，为推动军品技术革新、促进军贸创收、以贸易促

进国防实力提升的国家军事战略实施策略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王梦丽，2020届日语笔译全日制硕士，现任职于日本八千代工业（武汉）有

限公司，任总经理翻译，属于公司高层管理岗位。作为总经理日程管理助理，处

理日常会议翻译，文件翻译以及陪同日方出差等事务。同时还会担任其他比较重

要的事务性工作，比如施策预算的跟踪等。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实战经验，，能较

好克服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的差异，充分融入日企的工作环境。

4 服务贡献

本专业学位点深刻领会国家关于专业学位改革的政策精神，充分运用学校优

势，汇聚学院资源，组织和指导翻译专业硕士开展翻译实践活动，鼓励和带领师

生通过口笔译服务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和科技建设、文化和学术交流、翻译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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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建设，取得良好社会声誉。

结合武汉市的定位、发展趋势及特点，我院师生依托专业技能，发挥专业优

势，打造了一支优良精干的口笔译队伍，为在汉举办的国际会议、商贸洽谈、体

育赛事等国际化活动提供专业优质的语言服务，助力地方经济和科技社会发展，

成为彰显武汉国际化形象的一面旗帜。

学位点师资的翻译实践能力和研究水平过硬，并注重加强与校内优势学科的

联系与合作，通过承担高级别翻译项目以及在境内外出版译著，促进学术成果的

内引和外推，实现专业知识的社会成果转化。结合我校师范院校的特色，我们不

仅着力培养高水平的口笔译人才，也注重培养高素质的，向社会输送了一批优秀

的翻译教学和研究人才，他们或在高校和中学教授翻译，或在翻译公司和翻译培

训机构担任讲师，或在国内外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翻译研究，为我国翻译

质量的持续提升贡献力量。

配合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本学位点坚持服务“三农”初心，多途径助力国

家脱贫攻坚战。一些翻译专业硕士加入了学校的青禾实践服务队，每年深入湖北

英山等地乡村，为农民子弟提供英语教学和辅导，也有一些毕业生献身农村外语

教育。同时，本学位点英语系教师和翻译硕士承担了本校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口笔译任务，日语系教师和翻译硕士承担了教育部重大项

目”海内外农村调查资料整理、翻译与研究“，为三农问题研究充当学术桥梁。

以下为本学位点服务社会的几个典型案例：

一、国际会议翻译，助力地方发展

（1）为华人华侨创业发展洽谈会、中国中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企业对接

洽谈会、菲律宾湖北商会成立大会、菲律宾旅游局与武汉企业洽谈会、

GoforIsreal第16届中以投资高峰论坛、湖北省网络安全法实施国际商务合规论

坛、中国-非洲现代农业合作项目交流会、中国-巴西食品贸易洽谈会、 “日本

关西地区对话湖北”等双边经济交流活动提供语言服务。一些项目现场达成合作

意向，译员真正成为中外两国企业跨境合作的桥梁。

（2）夏澍雨在莫迪总理武汉之行期间，为印方飞行安全团队提供语言服务，

其专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给印方留下深刻印象，印度使馆特意发来感谢信。

（3）2019年10月，我院谭华和陈晨老师及部分优秀翻译硕士为第七届世界

军动会完成了大量口笔译工作，为保障军运会顺利举行贡献了力量。曾瑛、付逸

峰等同学在军运会期间加入了官方信息服务团队，提供了比赛进程、比赛回顾、

综合新闻、媒体通告等各类稿件，对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军队与

军人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收到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新华社电视台）的感谢信。

二、内引外推并举，促进文化交流

本学位点承担了一批高级别的翻译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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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内外农村调查资

料整理、翻译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法治社会的基本

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和《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这些项目有效促进了国家社会和法制建设以及历史研究。

（2）出版译著Narra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pular Fiction:

Comparison andInterpretation （2018，Springer）、 Keywords in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a （2020，Routledge，中文原著

曾入选国家社科文库）。

（3）主持研究中国文学作品海外翻译和传播的国家社科项目。如熊兵教授

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魏家海教授的“唐

诗翻译在当代美国的接受和影响研究”、等等。

（4）翻译硕士出版译著多部，如吴静怡的《寂静的春天》、汪媛媛的《超

一流创意力》、郑格的《商学院里学不到的管理学》、王乐的《大村智物语——

长成诺贝尔奖得主》、李阳的《如何从新技术中获得商业驱动力》、王莹的《手

偶侦探团》等。

三、彰显师范特色，培养专业人才

本专业学位点秉承深化培养模式、全方位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宗旨，借助师

范教育特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翻译教学人才。

（1）翻译方向教师除完成教学科研任务，还协助湖北省其他院校翻译专业

建设，如MTI学位点申报、课程设置等，每年参加各种国家与省级翻译大赛的指

导、出题、改卷与评奖，十几人次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2）翻译硕士毕业生也在不同岗位从事着与翻译人才培养相关的工作，院

友遍布全国的大专院校、职业培训及中小学各级各类学校，因其扎实的语言功底

及良好的职业素养，在业界口碑极好，每年均有大批用人单位专程来华师招聘教

师，如厦门市教育局、 深圳市教育局等。

（3）蒋海军、付诗惟等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成为翻译或相关行业的高层

次人才；李亚男在江苏省舜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华为翻译中心约60人专利团

队的管理与培训工作；李思思在译国译民翻译公司担任译员和翻译讲师；代红二

指导学生参加外研社杯写作比赛获得重庆市特等奖、国赛二等奖，她主持翻译的

《餐饮服务与管理》在线课程已被认定为国家级精品课。本专业培养的翻译硕士

以诚恳踏实的作风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可，为湖北乃至全国的翻译人才培养做

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本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一大亮点。

四、外语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1）英语笔译专业学生承担了本校中国农村研究院系列学术讲座和国际研

讨会的口译任务。日语笔译专业学生自入学开始就积极参与到教育部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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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翻译项目介绍了其他国家农村发展的进程和特点，也为当下中国农村调查提供

了具体的方法指导，丰富了相关领域的资料和研究，为落实中央的脱贫攻坚战略

提供了理论支持。

（2）王丹、马文清等英语笔译毕业生自愿到恩施、甘肃等少数民族和西部

地区从事英语教学，服务地方发展。

（3）每年暑假都有翻译硕士加入青禾实践队，进入英山等农村山区，开展

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问题，丰富

了他们的假期生活。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得到了省主要领导的批示和肯定。

（4）近两年，日语笔译硕士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服务县乡基层，为外语

教育的多元化开辟了新道路。她们在高中开展日语教学工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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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与新闻传播事业的渊源肇始于著名校友、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

英于 1920 年代创办的利群书社与《中国青年》；学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发轫于 1994

年，历二十余年发展，形成“昭德明理、立言树人”的传统。2010 年新闻传播

学获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下设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位授权点）；2013 年

获批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同年获批“湖北高校省级示范实习实训基地”；2017

年获批“湖北省新闻传播卓越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本学位点拥有“媒介伦理与媒介管理研究中心”“大数据传播与应急

管理研究中心”“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三个校级研究机构，并参与国家级研究中

心“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

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省新型智库“湖北社会建设研究院”等机构的

建设。

本学位点报考录取率为 9%～16%；生源结构多元，“211”和“985”高校生

源达 20%以上。本学位点学生就业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学院研究生共有 252 人，

4 名博士，248 名硕士研究生。2013～2017 年共毕业 234 人，一次性就业率达

90.59%，连续五年位居全校非师范专业前列。

学院已逐步建立起一支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年富力强

的师资队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学院拥有专任教师 36 人，外聘教师 4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7人，副教授 20 人，讲师 9人，高级职称教师占总数的 75%；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 35 人，博士化率 97.22%。教师中“长江韬奋奖”获

得者 1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1

名、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1名、全国“金话筒”百优主持人 1名、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评审专家 3名、湖北省政府应急管理专家 1名。

二、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熟练掌握新闻传播

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应具备以下素养和能力：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崇高的新闻理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新闻传

播事业，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

2、熟练掌握新闻传播专业技能，拥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能够适应新技

术变革对新闻传播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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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拥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

社会活动能力和科研能力。本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新闻传播实务、新闻传播

管理、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以及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策划等方面的

工作。

（二）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依据国家学位授予标准，规定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应包括以下五个方

面的基本要求：

（1）课业学习。硕士研究生必须修完规定课程并获得不少于 36 个学分，同

时必须完成新闻传播实践和学术实践并通过相应考核。

（2）发表论文。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毕业必须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

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在 CSSCI 及以上级别期刊上发表 1篇本专业学术论

文。

（3）外语学习。硕士研究生必须掌握一门外语，达到能够熟练阅读专业外

语文献的水平。

（4）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需严格遵守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在导师指导

下完成一篇不低于 1.5 万字的学位论文并通过抽检和答辩。

（5）学习时限。硕士研究生实行 2～4年的弹性学制，在提前修满学分、完

成学位论文并达到本学位点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可申请提前答辩和毕业。

三、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专业学位点是全国 47 所首批获得授权的大学之一。经过多年建设，形成

了如下特色和优势： 1、办学条件优越，平台资源丰富。本学院既是部校共建单

位，也是湖北省新闻传播卓越人才培 养基地；“新闻传播学”获批湖北省一级

重点学科。依托国家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本专业建 立了 13 个新闻传播类

实验室。 2、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面向社会，培养能手”的办学理念，

形成了以理论为基石、 以实践为导向的特色，积极打造了“创意实践工作坊”

“新闻传媒中心”“恽代英采访团”等多 个实践平台，为学生开展创作实践提

供了良好条件。 3、采取开门办学、校媒合作的办学模式。本专业在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师资聘请等方面积极 寻求与传媒业界的深度合作。目前，学院建有

“中央在鄂媒体省级实习实训示范基地”，并与湖 北日报等二十多家媒体机构

建立了长期的、稳定的、实质性的联合培养机制，共同致力于培养 “能用、实

用、好用”的媒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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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

学院已逐步建立起一支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年富力强

的师资队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学院拥有专任教师 36 人，外聘教师 4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7人，副教授 20 人，讲师 9人，高级职称教师占总数的 75%；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 35 人，博士化率 97.22%。教师中“长江韬奋奖”获

得者 1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1

名、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1名、全国“金话筒”百优主持人 1名、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评审专家 3名、湖北省政府应急管理专家 1名。

（三）科学研究

在课题研究方面，2020 年共承担科研项目 11 项，其中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2项，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1项，总科研经费达 100 余万元。

在学术型科研成果方面，学院教师公开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5 篇（sci、

cssci 收录），其中权威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1篇（“层累地”形成的“时

事新闻”——基于美国版权史判例的分析：许永超; 陈俊峰）。我院喻发胜教授

的论文《普遍联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哲学基石及其时间价值》被评为《新

闻与传播研究》第八届（2019 年）年度优秀论文。

在应用型科研成果方面，2020 年，我院教师撰写研究咨询报告 9 篇，其中

多篇被中央指导组、湖北省政府等决策机关采纳。

在科研成果获奖方面，本学位点获 2项省社科成果奖。其中张继木老师获第

九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孟君教授获第十届湖北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院教师主持课题项目共 6项，其

中国家社科基金 4项（喻发胜：基于国家安全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构研究；

辛静：日常生活视域下中国文化形象建构与对外传播研究；张继木：百年南海危

机舆论研究；陈欧阳：中美贸易博弈背景下我国主要经贸合作中的“中国经济形

象”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项（黄怡宁：新时代网络表达及互动关系研

究）、湖北省高校青年工作研究会项目 1项（黄怡宁）；

本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学生参加一定数量的校内外

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学术会议等可计 2 学分。2020 年本学位点举办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 2次，举办“观影沙龙”16 期。

我院于 2020 年 11 月，开展申报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位点申报工作，成功被

列入湖北省 2020 年拟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推荐名单之中。

我院继续稳步推进华中师范大学“部校共建”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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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注重跨学科的平台建设，设立“媒介伦理与媒介管理研究中心”“大

数据传播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 “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三个校级研究中心，并

参与建设国家级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省级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和湖北省新型智库“湖北社会

建设研究院”。同时还建设有“新闻伦理案例库”“中国突发事件数据库”“纪录

片案例库”等数据平台，供研究生教学、科研使用。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建立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实现了“该奖则奖、当助则助”的

目标。

表 1：本学位点研究生主要奖助表

奖助名称 资助水平 资助对象 覆盖比率

国家奖学金 20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5%

学业助学金

12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20%

8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40%

4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40%

优秀奖学金

2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15%～20%15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1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新生奖学金 5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3.5%～9.7%

国家助学金 6000 元/人/学年（按 10 个月发放） 全日制研究生 100%

“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 5000 元/人/学年（按 10 个月发放） 全日制研究生 15%

大江奖学金 3000 元/人/学年 全日制研究生 0.8%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近五年来，本学位点报考生源结构多元，“211”和“985”高校生源达 20%

以上。今后将加大对重点本科高校的宣传力度，利用“学术夏令营”等方式进一

步优化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

我院 2020 年共录取硕士研究生 103 人，其中包括学硕 44 人，专硕 59 人。

（二）思政教育

一是加强研究生爱国主义信念教育。新闻传播学院厚植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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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联系研究生实际，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本年度，

研究生共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共计 10 余次。搭建讲述平台，通过纪念抗美援

朝胜利 100 周年活动，组织开展“我的老兵爷爷”故事讲述活动，邀请研究生上

台讲述祖辈抗战的故事，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热情；组织学生观看纪念辛亥革命胜

利 110 周年习近平讲话直播，分享学习感悟，加深研究生对国家历史变迁的认识，

知史爱国；强化实践育人，组织研究生特色党日活动，赴中共五大遗址、毛泽东

故居、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辛亥革命纪念馆、红安将军县走访参观 150 余人

次；组织开展武汉抗疫纪念馆走访学习活动 40 余人次，带动学生理解“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的国家主义理念。

二是加强研究生科学道德学风教育，严抓科学道德学风。本年度连续组织学

生参加科学的道德学风宣讲报告会，上下学期集中观看现场直播讲座各一次；9

月，邀请学院退休教授刘九洲老师为研究生新生开展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一次；

研究生辅导员多次在研究生集体教育中开展学术道德教育。

严格要求研究生学术规范。学院导师发挥导师育人作用，严把学生论文关，

2020 年研究生学位论文全部盲审通过，圆满完成任务，2020 年学院往届研究生、

博士生论文被教育抽中复审，论文全部过关；学院研究生提供奖助学金申请所需

论文支撑材料，均要求不超过 15%复制比，提供权威论文复制检测比，且全部签

订论文学术道德与规范承诺书。

加强研究生学术规范制度建设。学院奖助学金评定细则将研究生学术规范纳

入重要内容，正在出台学院研究生学术论文规范要求等文件，进一步强化研究生

学术规范教育。

三是加强研究生党史学习与实践教育。研究生群体以党建带团建，自 2021

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学院研究生实行“关键少数集中学、群体组织学、党

员创新学”方式，开展了系列卓有成效的学习。

1、发挥头雁效应，研究生支部书记、委员集中学，2020 年以来，研究生支

部书记加入学院党史学习培训班，参加院党委中心组学习，发表学习体会；参加

学校专题培训 11 人次，通过线上学习、线下培训方式，加深对党史学习的理解；

2、扩大学习层面，研究生党小组积极组织党员自主学习。学院为每一名学

生党员专门下发党史学习笔记本，学生主动学习党史学习四本书，勤做笔记，勤

写学习心得。

3、提升党史学习学院召开研究生主题团日活动，以党史学习为脉络，学生

观看主题教育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观看建党 100 周年献礼影片《长津湖》、

《金刚川》，结合专业撰写影评，表达爱党情、爱国意。

四是加强研究生集体意识培养和教育。研究生每月组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一

次，每月开展研究生主题党日活动方式，发挥研究生团总支功能，强化研究生集



603

体意识，并在研究生群体中营造班级、团支部、党支部的归属感，通过研究生会

的系列活动，举办研究生迎新晚会、研究生“荧光夜跑”活动、研究生趣味运动

会、师生乒乓球大赛、华研杯排球赛、华研之星风采大赛、研究生青年大学习等

方式，通过节目表演、体育运动等有利于团队建设的形式，加强了研究生对学院、

集体的归属感，“桂子山新闻人”理念深入人心。

新闻传播学院目前拥有研究生专职辅导员一名，聘请研究生兼职辅导员一名，

学院党委书记罗贻文主抓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委副书记程秀莉协管研究

生工作。罗贻文同志在学生岗位多年，经验丰富；程秀莉同志年轻有为，具有学

生工作创新性思维；研究生专职辅导员李鸿同志在研究生岗位工作 6年，经验较

为丰富，撰写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案例《谈谈入党这件事儿》、工作论文《浅谈

大学生媒介素养养成教育》等，尝试探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兼职辅导员

杨艺莉来自高年级研究生，发挥着朋辈教育的功能。

此外，学院研究生共有 252 人，4 名博士，248 名硕士研究生。以年级和专

业为划分，共有研究生班团支部 5个，研究生党支部 3个。设立研究生团支部书

记、学习委员学习委员兼团支部组织委员、生活委员兼团支部宣传委员岗位，参

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牢牢把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向，落实高校“立

德树人”的精神和宗旨，各自负责研究生班团建设、学风建设、研究生寝室、生

活日常工作，协助辅导员开展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三）课程教学

本专业培养以应用为导向，紧密结合当前的媒介技术变革和媒体发展需要，

注重学生新闻传播实 践技能的培养。具体措施包括：

1、采用全日制培养方式，学制二年，课程学习一年，传媒机构实践一年。

课程包括校级公共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导师方向课和实践课这五类，

要求学生毕业时获得 36-38 个总学分。

2、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贯彻“以学生为中心”和

“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教学理念，引入研究型教学、案例库教学、

翻转课堂教学、混合式教学、双语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同时辅以专题讲座、模

拟演练、现场实习等多种方式，注重考察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发现、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研究生培养方面，根据研究生院培养要求，我院重新修订 2020 版培养方

案，在 2020 级新生课程设置中增设“新媒体与媒介融合”与“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课程模块。

与此同时，在专硕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中，加强技能课模块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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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取学界与业界合作培养模式。学院与媒体等实践机构建立长期的、稳

定的、实质性的联合培养机制，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双导师制”，即每名

学生既配备一名本校教师做导师，同时在业界聘请一位较有影响的人士担任导师。

本校教师负责课程教学，业界导师负责实践教学。

（四）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制定了健全的研究生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制度。教师经严格筛选

方能担任研究生导师，上岗前须接受系统的入职培训，每 3年须接受本学位点的

考核，不合格者将被取消导师资格。

本学位点导师严格履行指导职责，要求帮助研究生拟定研究规划，每月须亲

自指导研究生；推行导师组集体指导制度，研究生科研立项、学位论文开题和答

辩均以集体方式进行。

（五）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本学位点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通过读书报告会、课程论文指导、学术

讲座、参与导师课题等方式提高学生学术研究水平。鼓励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在奖学金评定时可作为加分项奖励。

在实践教学方面，本学位点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和优质的锻炼平台。

自 2004 年以来，已在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新华社湖北分社等 17 家主流媒体建

立实习基地。

（六）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学生参加一定数量的校内外

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学术会议等可计 2 学分。2020 年本学位点举办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 2次，举办“观影沙龙”16 期。

本学位点鼓励研究生赴境外学习、交流，2020 年共计 2 人次前往香港浸会

大学等学校进行访学交流。

（七）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对学位论文严格执行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制度，

建立从过程到结果的质量保证体系。为防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本学位

点对所有学位论文进行复制比检测。在湖北省组织的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中，合格

率达 100%。2020 年研究生学位论文全部盲审通过，圆满完成任务，2020 年学院

往届研究生、博士生论文被教育抽中复审，论文全部过关。五年来共获校级优秀

论文 40 篇、省级优秀论文 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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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按照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对属于下列情况的学生，经相关程序可

终止其学习资格，取消学籍：凡未能修满规定学位课程学分或未达到规定平均成

绩者；超过最高学习期限者（硕士研究生最多 4年）；未能按照规定期限完成学

位论文或答辩最终不合格者；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校规校纪者；出现抄袭、剽窃

等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者。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重视研究生学风教育，每年邀请资深教授对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教

育；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绝不姑息。2013 年两名研究生因课程论

文中存在抄袭现象，被责令在全院公开检讨。2016 年、2017 年均有研究生在毕

业论文答辩中被责令修改，经二次答辩合格后方授予学位。

（十）管理服务

1.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配备情况

本学位点设置研了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机构，包括学院

党委书记、院长、分管副院长、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和各专业主要负责人

等，统筹管理研究生培养工作。

2.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

本学位点严格遵守国家及学校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开学报到制度、日

常指导要求，论文答辩、评优制度等。重大事项经相关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

形成了“机构健全、分工明确、上下协同、运行顺畅”的管理机制。

3.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本学位点搭建了畅通的沟通平台，在学院官网开辟了“学子之声”频道；建

立了研究生申诉机制，创建生活权益部门作为连接研究生和学院的机构；制定《新

闻传播学院分党委委员联系学生党支部制度》，学院党委成员深入研究生群体中

倾听意见。

4.在读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情况

本学位点为硕士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硕士生满意度较高。2018 年 10

月随机抽取 80 名在读研究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67 份。调查显示：认为“课

程设置非常合理、合理及比较合理”的学生合计达 76.12%；认为“学院导师的

教学水平非常优秀、优秀或比较优秀”的学生合计达 97.02%；对“学院组织的

学术讲座和其他学术活动表示非常满意、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学生合计达 83.59%；

对“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非常满意、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学生合计达 85.07%；

认为“研究生学习对于未来的规划实现非常有益、有益或比较有益”的学生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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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91.04%。

（十一）就业发展

学院积极关注毕业生求职去向，成立就业指导小组，建立学院领导主抓，研

究生辅导员、导师、学生干部负责工作机制，定向摸排学生就业需求，组建不同

求职 qq 群，精准发布求职信息。发挥校友力量回校招聘，开展专题招聘会 2次，

开展校友返校讲座 3次，2021 届毕业生就业率近 89%，2022 届就业率 25%，毛就

业率近 5成。

本学位点毕业生的就业以新闻媒体、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为主。就职单位

既包括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也包括腾讯、科大讯飞等新媒体。

本学位点鼓励学生继续深造，2017 年有 4 名毕业生考取武汉大学等高校攻读博

士研究生。

本学位点建立了毕业生回访制度，每年到用人单位探访毕业生或邀请毕业生

返校交流。

四、服务贡献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学问之要旨，乃以学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本

学位点之学科精神，源于著名校友、革命先烈恽代英于 1920 年创办的利群书社

与《中国青年》。百年岁月，薪火相传，铸就师生直面现实问题、躬身社会实践

的学人品格。研究报告曾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及多位党

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新冠疫情武汉保卫战中，喻发胜教授是全国新闻传播

专业唯一受中央指导组邀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导

组组长孙春兰等领导作专题汇报的代表，为抗击新冠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位

点社会服务总体情况如下：

1、建设高水平智库。

以传播社会学为据，聚焦应急传播、舆情治理、信息扶贫等领域。5年来，

向中央及省市等呈报研究报告 23 份，多份报告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宣部、湖

北省领导批示，并被采纳。

2、参与政策法规修订。

参与编修《湖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湖北省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020 年喻发胜教授受聘担任《湖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评审组组长。

3、抗击新冠疫情出。

疫情期间，喻发胜教授团队向中央及省市呈报多份研究报告：《当前肺炎疫

情防控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对策建议》《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重构国家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树立“平战结合”理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圆舱医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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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央指导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国家卫健委采纳，为疫情防控出实招。

4、助力脱贫攻坚。

吴志远副教授在湖北恩施等贫困地区开展公益培训，培训农民 5000 人次，

获中国科协、中国记协颁发的“科技传播奖”。

5、举办重要会议。

创立“新媒体与社会变革国际学术会议”“中韩影视论坛”两个国际学术会

议品牌；设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讲堂”等；创办学术季刊《华中传播研究》。

6、承办高端培训。

承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新闻舆论培训项目；为中组部全国党政干部、湖北

省地厅级领导干部讲授突发事件与网络舆情应对策略；为国家广电总局培训全国

广电节目主持人等。

7、外事工作

2020 年 11 月 28 日，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湖北新闻与传播教育学

会、华中师范大学大数据传播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在腾讯会议联合主办第三届

新媒体与社会变革国际学术会议，主题为风险、对话、治理。会议邀请了来自美

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香港浸会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的专家学者，在“新媒体与风险防范”“新媒体与多元对话”“新媒体与社会治理”

“新媒体与传播伦理”“新媒体与公共卫生”“新媒体与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

域开展专题研讨。16 场精辟生动的研究报告，10 小时不间断的学术研讨，形成

跨越学科、跨越地域和跨越时差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为审思后疫情时代的新

媒体与社会变革贡献了学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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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1.2 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

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

特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及在研项目情况。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

等情况。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

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3.2 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

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

3.4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

度要求和执行，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3.5 学术训练或实

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

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3.7 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

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3.8 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

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

为处理情况。

3.10 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

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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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予点基本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点历史悠久，于 2004 年获得授权。经过多

年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培养目标明确，学科方向稳定，师资

队伍结构合理，实力雄厚，导师队伍建设制度完善，承担高水平国家级与省部级

项目多，科学研究成果显著，招生体系健全，课程体系和奖助体系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健全。为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培养了一批高水平人才，学生就业率高。根

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以

及华中师范大学农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评审结果为

合格。关于学位点的建设，专家们建议进一步加强农业硕士人才培养案例课程的

建设，进一步发挥兼职导师的作用，以及积极探索农业硕士的协同培养机制。

2.学科建设情况

学科建设依托于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国家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信息管理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地理过程与模拟分析

湖北重点实验室、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等国家双一流专业学科及重点省部级

研究基地，拥有一批学科结构完善、年龄结构合理、实践和科学研究较强的教学

队伍。学制三年。已建成 75 门专业课程，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5 门、专业必修

课有 22 门课程，专业选修课有 47 门，专业实践课 1 门，详细情况见课程大

纲。学科发展立足于长江中游农村地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基层治理，特别是聚焦乡

村振兴、精准扶贫、区域协调发展、生态修复等国家重点战略发展问题。引入校

外资源，将长江中游区域重点的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聘请为学生校外导师，走

进课堂。与田野集团（嘉鱼县官桥八组）、宜昌交运集团、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

院、大理大学等十多家机构签订了实习与科研共建协议。

3.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2020 年农村发展硕士录取 100 人。2020 全日制研究生毕业人数 99 人，

学位授予人数 99 人。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人数 23 人，学位授予 23 人。毕业

生就业去向如表 1 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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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届毕业生生就业单位类型分布表

类别 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其他单位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8 23 30 28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5 7 8 3

表 2 2020 届毕业生生就业去向表

就业单位名称（涉农政府机构、企业单位、高等学校、自主创业等）

山东省城乡规

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省分行
黄河交通学院

中国农业银行永城市

支行

深圳华侨城文

旅小镇发展有

限公司

湖北省黄冈市觅

儿寺镇人民政府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楚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武昌职业学院
青岛市即墨区人

才服务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教育局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分

公司

信阳农林学院

黄冈市招商服

务中心政工科

湖北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城市第三高

级中学
斐乐服饰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农业农村

局

北京怀胜城市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亳州分行

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

源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

中心

九江职业大学

农业经济技术

学院

郑州市管城区教体

局

神州旅创旅游规划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山西省城乡规划设

计研究院工程设计

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市光谷第四小

学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省分公司
云梦县委统战部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湖北省委政策研究

室
洪山区城市管理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武汉市分公司
郑州丹尼斯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共湖北省委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

武汉农村商业银

行阳逻分行
武汉新东方学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武穴市支行

湖北省襄阳市农业农

村局

武汉恒泰智业土

地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浙江省丽水市遂

昌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文脉互动科技有

限公司

青岛檬豆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广州

分所

江苏舜科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石牌岭高级职业

中学

浙江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天津趣闻网络

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国基伟业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公司

天津华英学校
昭平县文化和

旅游局

北京外国语大

学温州附属学

校

随州市曾都 湖北省建筑 武汉天河电影控 武汉东湖学院 国家统计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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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

科学研究设计

院股份有限公

司

股集团有限公

司

静调查队

国家税务总局

咸宁市税务局
武汉传媒学院

武汉琴台绿化工

程有限责任公

司

湖北省楚天智能

交通股份有限公

司

中交二航局城市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武汉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

局

荆门市京山

市农业农村

局

武汉高德红外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软学院

河南中政华图

教育有限公

司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湖北

有限公司武

汉分公司

武汉学院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

区祖庙街道办事处

新东方武汉培

训学校
河池学院

张家港港务集

团港盛分公司

韶关市农业

农村局

广东中地房地产

评估与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高

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南方农村

报

沁水县工业

和信息化

局

福泉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广东省韶关市农

业农村局

韶关市农业农

村局
其他

4.研究生导师情况

2020 年本学科点共有 129 位硕士生导师。45 岁以上 46 人，其中 45 岁

以下的 83 人；具有博士学位导师 125 人；具有实务经历人数 61 人。 校外导

师人数 28 人。

研究生导师有两大类，一类是校内研究生导师，另一类是校外研究生导师，

代表性校内教师和代表性校校外教师的具体情况包括年龄、职称、学位、专业学

位类别、主要研究方向、代表性课程、代表性成果以及近五年招收本专业学位研

究生数和是否同时担任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等相关信息见研究生导师状况表（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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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生导师状况表

代表性校内教师

序号 姓名 年龄

专业

技术

职务

名称

最高

学位

获得

最高

学位

单位

本单

位工

作年

限

主要专业

学位类别

所在

领域

主要研究

方向

评估

期内

招收

本专

业学

位研

究生

数

是否

同时

担任

学术

学位

研究

生导

师

代表性

课程
代表性成果 主要社会兼职 其他说明

1 徐勇 65 教授博士华中

师范

大学

39 政治学 农 村

发展

中国政治

与农村发

展

15 是 中国政

府与政

治

1、《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

国道路》，获湖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

2、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探索不同情况下

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研

究”。2015 年。

3、《关系中的国家》第一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4、《中国农村调查·专题

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

者” 讲座教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

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

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

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

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

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

学会会长。

徐勇教授开辟了一个研究领

域。长期从事农村问题与中国

政治研究。是我国农村村民自

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开拓者

之一，率先将实证调查方法引

入政治学领域。2006 年 11

月，担任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解。提出建

设 “ 政 治 学 的 ‘ 田 野 学

派’”，主张将历史与社会关

系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在徐勇

教授担任行政负责人和学术

带头人期间，华中师范大学政

治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分

别排名第二、三、四名，2017

年选为国家建设的世界一流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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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大才 50 教授博士华中

师范

大学

38 政治学 农 村

发展

中国政治

与农村发

展

12 是 政治学

研究方

法

1. 《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

关联性研究——基于中国农

村治理的逻辑》，《中国社会

科学》2015 年第 7期；

2. 《中国农村产权变迁与经

验—— 来自国家治理视角

下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

2017 年 1 期；

3.《通向权利的阶梯:产权过

程与国家治理——中西方比

较视角下的中国经验》，《中

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

事，湖北省政治学会会

长。

研究领域主要为小农问题及

其方法论、产权政治学方面。

2005 年师从著名的中国农村

问题研究专家徐勇教授攻读

博士学位。

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以及

经济时评文章 300 多篇，主

要研究领域为基层与地方治

理、农村政治学、产权政治

学 ，在期刊以及媒体上发表

文章共计 400 余篇。

3 刘金海 47 教授博士华中

师范

大学

20 政治学 农 村

发展

政治学基

本理论与

方法

5 是 农民学

理论与

中国实

践

1.《村民自治实践创新 30

年：有效治理的视角》，《政

治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

2. “20 世纪中国农村调查

不同流派的资料整理与研

究”，2017 年度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

3. 《农民行为研究：“关系

—行为”范式的探讨与发

展》，《中国农村观察》2018

年第 5 期。

湖北省政治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政治学会常务

理事。

2000 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科

社所任教，2011 年晋升为教

授，

2015 年聘为博士生导师；现

担任农村和农民史研究中心

主任。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学理

论、中国政治和农民问题研

究。出版个人专著 2 部，参

著 2 部，参编教材 2 部，并

参与多项国家级社科重点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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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玉海 58 教授博士华中

科技

大学

23 主 要 为

工学

图 书

情 报

与 档

案 管

理

管理信息

系统；情

报理论与

技术；智

慧图书馆

12 是 《农业

传播技

术与应

用》

获得《嵌入式移动 WEB 服务

器》、《多功能超声波透药仪》

等发明专利

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

员；湖北省系统工程学

会理事；湖北省科技事

务司法鉴定专家；教育

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

员会委员。

李玉海教授，信息管理学院院

长，院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

师， 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图

书馆馆长。《图书情报工作》、

《知识管理论坛》、《情报科

学》杂志编委。

长期从事管理信息系统、图书

馆学、情报学等方面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

5 桂学文 56 教授博士华中

师范

大学

38 主 要 为

情报学

图 书

情 报

与 档

案 管

理

信息经济

学； 电子

商务与物

流管 理；

企业信息

化

4 是 《农业

信息化

进 展》

主持教育部项目,我国农民

信息需 求 与 信 息 行 为

研 究(12YJA870005)

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全国高校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联

合实验室副秘书长电子

商务管理国家级创新团

队主要成员；湖北省电

子商务学会理事。

2008 年起担任湖北省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

中阿师范大学湖北省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开始开展

促进区域电子商务发展的服

务，研究区域电子商务发展与

应用问题， 足迹遍布湖北省

几乎所有电子商务产业园，是

湖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首席

专家、湖北省科技厅农业信息

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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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卢新元 47 教授博士华中

科技

大学

15 主 要 为

管理学

管 理

科 学

与 工

程

知识管理

与知识服

务；社交

媒体与信

息平台；

智 能 决

策；评价

理论与方

法

3 是 《管理

学》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众包模式下用户参

与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

响 研 究 （ 项 目 编 号

71471074）结项

湖北省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任；湖北省电子商

务学会副会长；湖北省

系统工程学会理事；中

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

数学研究会计算机模

拟分会常务理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

家。

2011 至 2012 年美国乔治亚

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目前主要

从事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信

息系统、决策理论与方法等领

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 1 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项目 3 项；在国内外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多

篇，出版学术专著 4部。

7 张雪

松

49 教授博士武汉

大学

15 主要

为地

理学，

其次

为农

学

地 理

过 程

监 测

与 模

拟

国土空

间规划

与土地

整治

19 是 农业发

展理论

与实践

1.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国土

综合整治项目（国家级试点）

实施方案（自然资源部首次

发布的 10 个社会资本参与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典型案

例之一） ；

2.《Comparative Change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Regress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Lishan Township,

Hubei Province,China.

Sustainability

2018,10(10),3403;doi:10.

3390/su10103403》（SSCI）

全国 GIS 应用水平考

试专家委员会委员，自

然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专家库成员、湖北省自

然保护地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

2004 年获得武汉大学测绘遥

感与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博士学位， 2012-2013 年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地理系

访问学者， 2016 年赴德国学

习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先后

主持了科研课题与项目 30余

项，公开发表论文 30 多篇，

出版专著 1 部，实验教材 1

部，获得计算机著作权登记 2

项。



617

8 胡静 57 教授博士华中

农业

大学

29 主要 为

地 理

学， 其

次 为农

学

旅 游

与 区

域 发

展

自然资源

开发与管

理

15 是 旅游发

展与环

境响应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 》、

《中国省域森林公园旅游发

展效率测度及其时空格局演

化》、《旅游语境下的乡村重

构》

教育部旅游管理教指委

委员，中国旅游地理专

业委员 会 副 主 任 ，

《 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SCI）杂志编

委，湖北省文化旅游促

进会副会长，武汉市旅

游协会副会长。

近五年主持完成二十余项国

家级、省部级以及地方政府、

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科研课题，

公开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先后

出版学术著作 10 部，其中国

家级规划教材一部。研究内容

主要涉及旅游与区域发展，旅

游资源与环境、文化旅游规

划、礼仪学等。研究成果成效

显著， 撰写多篇政府咨询建

议，得到国家有关部委，湖北

省委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

视， 其研究成果为政府决

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9 谈国新 56 教授博士武汉

测绘

科技

大学

16 工学 农 村

发展

非物质文

化数字化

保护与传

承、科技

提升文化

软实力及

文化产业

研 究、新

媒体传播

技术体系

15 是 农村文

化信息

与传播

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

护与传承刍议》

中国计算机学会多媒体

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

市文化科技融合专家组

成员，武汉动漫协会副

秘书长。

从事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视

觉、虚拟现实、民族文化数字

化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多项。编著并出版专著 1 部，

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

有近 30 多篇被权威检索文

献 SCI、EI 所收录。科研成

果多次获省、部级奖。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amp;CurRec=2&amp;DbCode=CJFD&amp;dbname=CJFDLAST2018&amp;filename=LYXK201807002&amp;urlid&amp;yx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amp;CurRec=2&amp;DbCode=CJFD&amp;dbname=CJFDLAST2018&amp;filename=LYXK201807002&amp;urlid&amp;yx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amp;CurRec=2&amp;DbCode=CJFD&amp;dbname=CJFDLAST2018&amp;filename=LYXK201807002&amp;urlid&amp;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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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战平 55 教授博士华中

科技

大学

34 管理学 农 村

发展

文化产业

管 理、电

子商务管

理与诊断

2 是 农业科

技 与

“ 三

农 ”

政策

《大数据时代数字资源整合

方法研究：模型设计和实验

分析——以物流行业为例》

湖北省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 湖北省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基地)副主任，武

汉公共关系研究会副会

长。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移动商务的基础理论

与技术方法研究”等项目的

研究工作，主持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Web2.0 时

代网上公共危机预警智能

监测模型研究”。

11 李林 50 教授博士四川

大学

12 历史学 农 村

发展

文化资源

与文化产

业、文化

遗产保护

与开发、

民族文化

与 文 化

史、文化

旅游融合

创新、城

乡公共文

化建设

13 是 农村社

会学

《武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与旅游开发》

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

高校研究联盟副秘书

长。

英 国 Universityof

Brighton 旅游政策研究中心

访 问 学 者 ， 参 与

EuropeanUnion （ 欧 盟 ）、

WorldTourism Organization

（世界旅游组织）合作研究项

目“ Culture,Tourism and

Society”（文化、旅游与社

会）。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文化部项目、湖北省社

科基金项目、武汉市社科基

金、湖北省社科联项目、武汉

市软科学重点项目等研究，并

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多项

国家重大项目。 出版学术著

作 6 部，公开发表中英文学

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 CSSCI

期刊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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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铁强 52 教授博士中国

社科

院

7 政 府 经

济学

农 业

经营

政府经济

学， 农村

经济，经

济史

3 是 无 《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

与可持续问题研究》

无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

汀分校访学。2016 年至 2017

年先后在钟祥市旧口镇与仙

桃市长埫口镇头潭村开展新

农村建设与扶

贫工作。2010 年参加中共中

央党校秋季师资班。2011 年

参加井冈山干部学院第七期

骨干教师培训。

13 董利民 52 教授博士华中

农业

大学

14 资 源 环

境经济

农 业

经营

资源环境

经济

2 是 农村经

济理论

《中国土地流转对生态安全

的影响研究综述》、《清水方

案：云南洱海绿色流域建设

与水污染控制研究》，第二十

五届(2016 年度)中国西部

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城乡一体化湖北省协同

创新中心副秘书长、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水环境

分会常务理事、湖北省

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会副

会长。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获省

(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3 项。

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源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经

济理论与政策、土地资源资产

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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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校外导师

序号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工作职务

专业

技术

职务

名称

所在领

域

担任本单

位本专业

学位校外

导师工作

年限

评估期

内指导

本专业

学位研

究生数

代表性成果 其他说明

1 范建华 云南省社

会科学界

联合会原

主席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国 家

文 化 产 业

研 究 中 心

特 聘 教

授 ， 研 究

员，博士生

导师

特 聘

教

授、博

士 生

导师

农村发

展

5 26 《中国文化产业通论》；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史》；

《文化与文化产业新论》；

《中国文化产业 50 问》；

《节庆文化与节庆产业》；

《爨文化史》等

1969 年云南提出"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战略以来，

主持起草了一系列省委、省政府文件；1969 年提

出"文化产业兴， 则文化大省建设兴。没有文化

产业作支撑，文化大省建设就是句空话"的重要观

点；2005 年策划、设计和组织运作了与深圳文博

会相媲美的“首届中国昆明西部文化产业博览

会”；2009 年提出“未来十年文化产业发展的两

极化趋向”、“文化体制改革是撬动政治体制改

革的重要杠杆”等重要论断。

2 刘玉堂64 湖北省社

会科学院

原副院长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国 家

文 化 产 业

研 究 中 心

特聘教授

特 聘

教

授、博

士 生

导师

农村发

展

5 15 《荆楚文化志》、《楚国经济史》、

《湖北通史•先秦卷》、《世纪楚

学》等

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中国法制史和中国城市

史研究， 其中对楚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对楚国经

济、法律和城市建筑研究用力甚勤，出版学术专

著 10 部（含合著），主编、

协助主编和参与撰写著作 20 余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 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励。

3 史中超56 南京师范

大 学 教

授，日本

武藏工业

大学副教

授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国 家

文 化 产 业

研 究 中 心

特 聘 教

授、博士生

导师

特 聘

教

授、博

士 生

导师

农村发

展

2 20 Fusion of a panoramic

camera and 2D laser scanner

data for constrained bundle

adjustment in GPS-denied

environments

1969 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

为地理信息系统；1960 年，赴荷兰 ITC 合作研

究； 1968-2003 年，日本东有京大学空间信息研

究中心副教授；2003 起任日本武藏工业大学副教

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1716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1716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1716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8%97%8F%E5%B7%A5%E4%B8%9A%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8%97%8F%E5%B7%A5%E4%B8%9A%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8%97%8F%E5%B7%A5%E4%B8%9A%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8%97%8F%E5%B7%A5%E4%B8%9A%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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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门玉英40 湖北省科

技信息研

究院

院 科 研 管

理 与 创 新

发 展 办 公

室主任

研 究

员

科 技

信息、

科 技

管理

8 5 1. 科技部国家创新方法专项子

课题负责人：湖北省创新方法人

才培养及推广应用深化机制建设

研究与实践，2016IM020200；

2. 湖北省软科学项目负责人：湖

北人才创新创业平台运行现状与

发展对策研究 2019ADC016；

3.2017 年获湖北省科技信息成

果奖一等奖（湖北省创新方法应

用推广与示范研究）；

4.CSSCI 论文发表：面向湖北重

要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方法服务

功能与模式研究,《科技进步与对

策》2019(19):50-57

近年来，发表核心期刊文章 15 篇，其中 SCI、

EI 收录期刊 3 篇，权威期刊 4 篇，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发表 12 篇；开展科技部及省科技厅

等相关项目研究 22 项，其中作为项目或课题负

责人开展重点科研项目研究 6 项，获得省（厅、

行业）级以上奖励 11 项，其中排名第一的奖项

6 项。

5 杨立新53 湖北省科

技信息研

究院

院 农 村 信

息 化 促 进

中心主任

研 究

员

科 技

信息、

农 村

信 息

化、智

慧农

8 5 1、《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2013

年 8月第 57卷第16期第 46-50

页：科技信息共享云服务机制初

探 2、《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

年 11 月第 30 卷第 22 期 70－

75 页：供应链管理模式下产业主

体协同创新机制研究.著作：《现

代情报技术与应用》、《中部农村

信息化探索》。

主持或参与研究湖北省农村科技信息化服务平

台、湖北省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湖北省大型

科学仪器共享服务平台等相关国家、省部级项目

（课题）40 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8 项；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编或参编公开出版

图书《现代情报技术与应用》、《中部农村信息化

探索》等著作 5 本，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

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1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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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薛飞 48 湖北省科

技信息研

究院

院 科 技 资

源 共 享 促

进 中 心 副

主任

研 究

员

科技信

息

8 - 1、发明专利:

“农业领域中信息采集方法和系

统”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

利号：ZL 2014 1 0312376.6。第

一发明人。

2、软件著作权（部分）：基于 Web

的湖北油菜信息资源数据中心网

系 统 软 著 登 记 号

2014SR085202；基于 Android 的

农业病害远程诊断处理管理系统

软著登记号 2012SR075592

国家科技部入库专家，主持国家农转资金项目等

国家级项目及课题 4项、省部级项目 5项；参与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与课题 30 余项；获得

省部级以上奖励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1项；获软

件著作权 20 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7 Davi d

Knig

ht

41 美国科罗

拉多州立

大学

教授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兼 职

导师

乡村旅

游

5 1 Impact of COVID-19:

research note on tourismand

hospitality sectors inthe

epicenter of Wuhanand Hubei

Province, China.第一作者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人文自然资源系教授。毕业于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人文资源专业，获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主：旅游目的的社区发展、旅游区域与

环境等。曾到秘鲁、菲律宾等多地开展旅游相关

研究，其流利的西班牙语为其在秘鲁所做的系列

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623

二、主要内容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促进乡村振兴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具有新型农村发展理念与专业

综合技能，能够独立从事农村发展相关领域工作的应用型以及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1）定位特色

依托我校优势学科与国家级研究（应用）平台，利用政治学、地理学、管理学、

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聚焦长江中游农村地域的基层治理，国土综合整治，

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等现实问题。

（2）与社会需求结合情况

中国农村研究院为学生提供百村观察、深入农村调查等调研平台，为农村建设

出谋划策，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

地理学和农村管理学科方面，通过村庄规划、农村土地资源管理、乡村旅游、农业资

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培养，向社会综合职业提供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国家文化产业中心通过聚焦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村文化信息与传播、乡村文化

旅游、民俗民间文化保护等方面提供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方面，通过培养学生，向农业管理部门，以及农、牧、

渔、加工企业管理部门，以及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管理等部门提供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学科方面，通过培养学生，为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各

种岗位提供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2.学位标准

本专业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

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为：

（1）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构；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献身农村；具有集体主义观念，遵纪守法，品德良

好，艰苦奋斗、求实创新、能积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2）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农村发展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

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

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传授技能，掌握解决农村文化问题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手

段，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担负农村文化建设和管理的能力，能够独立从事较高层

次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

（3）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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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经过多年的发展，本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已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特色，具有一定的优势。

——依托中国农村研究院，为学生提供百村观察、中国农村深度调查、口述史调

查等丰富的调研平台，为农村建设出谋划策，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

——依托地理学和农村管理学科，在村庄规划、农村土地资源管理、乡村旅游、

农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依托国家文化产业中心，聚焦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村文化信息与传播、

乡村文化旅游、民俗民间文化保护等方面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依托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培养能胜任农业管理相关政策制定、解释、

执行，以及农、牧、渔、加工企业管理，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层次

人才。

——依托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学科，为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岗位培养

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2.师资队伍

双师型导师建设方面，加强土地规划师、环境影响评价师、景观规划师、会计师

等方向的双师型导师建设，注重导师的行业应用能力。导师组制方面本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推行“双导师制”，制定并推行《华中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评聘

办法》，按照办法选聘校外兼职导师；重视发挥校外导师作用，坚持“三个一”制度：

每年至少带一个学生、讲一次课、做一次讲座，发挥他们在教学、实习指导、毕业报告指

导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体现“双导师”机制的实效，师资队伍总体情况见表 4。

表 4 师资队伍总体情况

校内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职

务级别
合计

年龄结构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具有实

务经历

人数

校内导

师人数
35 岁及以

下
36 至 45 岁 46至60岁

61 岁及以

上

正高级 48 0 14 31 3 48 25 48

副高级 55 12 32 11 0 51 31 55

中 级 26 15 10 1 0 26 8 26

初 级

无

总 计 129 27 56 43 3 125 61 129

校外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职

务级别
合计

单位类型
人均工

作年限

校外导

师人数党政机关 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

其他机构
高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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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高级 48 6 11 10 19 2 16 16

副高级 10 1 4 0 5 0 16 10

中 级

初 级

无 2 2 11

总 计 60 7 17 10 24 2 28

生师比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数 99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数
23

校内师资生师比 校外师资生师比

校内导师生师比 校外导师生师比

3.科学研究

本学科组团队，围绕农村土地资源管理、乡村旅游、农业资源开发与利用、

农村文化建设、农村文化信息与传播、旅游开发与规划设计、农业管理相关政策、农业工

程与信息技术等研究方向，开展科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

2020 年本学科组团队已完成和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 150 项(见表 5)，人均

科研立项数量达 1.3 项。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多项，占总立项项

目的 50.0%以上。科研经费共计千余万元，人均 2020 年科研经费达到 22.4 万

元。学科组团队 2020 年已发表的中英文科研论文 223 篇，详细统计信息见表 6。

表 5 2020 年科研项目统计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归属部门 立项时间

1
2018 年枝江市耕地质量提升与化肥减

量增效项目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 2019 年宜昌市游客满意度服务 龚箭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 2019 年宜昌市游客满意度服务 龚箭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
2020 年地理国情监测工程（第二批）第

5包专题性监测（五）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 2020 年湖北省法规文件后评估 聂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 2020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 冯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
2020-专-01《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

编制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
长江水文情势变化对洞庭湖苔草生活史

影响
齐曼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
长江中下游耕地质量变化快速监测与评

价关键技术集成及应用
聂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0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多样化研究 陈京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1
长江中游山地/平原关键带水文土壤过

程研究
刘目兴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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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江中游网纹红土记录的更新世环境演

变
伍铁牛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3 赤红壤区耕地质量提升机制与途径 夏天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4
丹江口市 2018 年耕地质量调查评价与

监测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5
都市旅游流网络演化机理研究：以武汉

中心城区为例
王晓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6 鄂州市临空经济区十四五规划 胡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7
恩施市 2019 年耕地质量调查评价与监

测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8 奉节县文化旅游“十四五”发展研究 王晓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19 高分辨率黑河流域 NDVI 数据集构建 周杰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0 葛店经济开发区十四五规划 胡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1 葛店十三五总结 胡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2
广水市余店镇（花田故事）国土综合整治

可行性研究
张雪松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3 国土综合整治生态效应监测与评估 张雪松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4
鹤峰县 2018 年耕地质量调查评价与监测

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5
后疫情时代城郊乡村旅游转型发展与引导

政策研究
冯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6 后疫时代旅游业发展转型升级研究 龚箭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7 湖北省重大调研课题基金项目协议书 龚箭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8 湖北省耕地保护与占补平衡项目 聂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29 湖北省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思路研究 谢双玉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0
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指标体系优化

与典型案例研究项目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1 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修订草案 聂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2 湖北省完善城市化战略研究报告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3
湖北省养老机构的空间配置及优化对策研

究
梅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4 湖北省永久基本农田差别化管理研究 聂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5
湖北省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与所有者权益维

护研究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6
湖北省《设镇标准》和《设立街道办事处

标准》课题研究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7
湖北洈水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及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申报材料编制
黄建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8
湖北枝江经济开发区“十四五”产业发展

规划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39 花湖开发区扩区调区 胡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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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基于村镇网络的乡村聚落组团识别与重

构策略
崔家兴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1
基于地质灾害北斗监测预警的知识产权

运用示范工程
吴浩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2
基于对地观测与导航定位的森林火灾应

急监测响应关键技术研究
宋旦霞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3
基于历史疫灾应对经验的现代疫情应急

救援体系建设
龚胜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4
基于深度学习的立体影像场景表示与分

类研究
彭飞飞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5
基于深度学习的立体影像场景表示与分

类研究
彭飞飞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6
基于时空大数据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驱

动力挖掘和过程模拟研究
吴浩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7
基于文化生态理论的孝感应城聂程村乡

村旅游开发研究报告
李星明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8
基于疫灾防控视角的生态环境建设对策

建议
张涛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49
江汉平原不同种植模式农田水氮流失特

征研究
张海林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0
江汉平原国土空间功能格局分析与多情

景演化模拟研究
吴浩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1 江汉平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2
江汉平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

研究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3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移民安置区（云南

库区）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调查及报告编

制

刘目兴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4
金沙江下游国家级重点防治区 2020 年

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遥感解译技术服务
吴宜进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5
金沙江下游国家级重点防治区 2020 年

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遥感解译技术服务
吴宜进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6
利川市 2018 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

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7
利川市 2019 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

价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8 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张毅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59
旅游驱动下民族节庆的变迁机制与再生

产路径研究
李亚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0
旅游业驱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效应

及路径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李亚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1
面向地块的农作物遥感精细制图方法研

究
胡琼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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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优化研究
吴浩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3
融合时空依赖特征的城市人群移动短时

动态交互建模
周洋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4

沙市区联合乡撤销乡建制设立联合街道

办事处专家论证报告、征求社会公众等

意见报告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5
神农架林区省级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2020 年）实施方案编写
张雪松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6 市场处满意度调查项目 龚箭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7
随县 2017 年耕地质量理化分析与监测

评价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8 天门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胡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69
土壤水力参数演变驱动下的 稻田水分

渗漏过程研究
易军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0
万宁市和乐镇和山根镇行政区划调整论

证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1
为什么要旅游：本质、动机、游客健康

与教育受益
程绍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2

五峰县 2018-2019 年度耕地质量等级

评价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变动表编制服

务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3
武汉城市智慧园林土壤监测监管信息系

统及应用
聂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4 武汉东湖高新区九峰村农用地损坏鉴定 李畅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5
武汉黄陂区罗汉寺街祠堂湾农用地损坏

鉴定
李畅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6
武汉市洪山区“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

重大课题暨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
余斌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7

浠水县响应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

“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区

域和产业发展布局的意见行动方案

罗静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8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乡村风貌弹性优化研

究
王敏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79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

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朱媛媛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湖北省农地规模

经营体系与政策创新
聂艳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1
襄城区 2018 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

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2
兴山县 2018 年度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

价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3 宣恩县 2018 年耕地质量保护提升与化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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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减量增效项目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合作

协议

84
宜昌市及城区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与

汇总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5
宜都市国土空间规划（2019-2035 年）

专题研究
郑文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6 英山县锣响坳村庄规划 胡娟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7
远安县 2018 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

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8 在线地图金字塔瓦片访问监控系统 涂振发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89 枝江市 2019 年耕地质量保护提升项目 周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0
制造强省建设重大课题—数字经济赋能

汽车产业研究
程绍文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1 中国湖北爱医文化旅游节方案研究 黄建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2
中国酒店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投资区位研究
张祥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3
中国卫生资源的健康生产效率及空间优

化配置研究
敖荣军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4 自然资源资产评价体系 于雷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5 自然资源资产评价体系研究 于雷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6
《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教育脱

贫实践》
谈国新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2020

97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互动共赢的路径研究
李林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98
湖北省革命文物时空数据库平台开发及

应用
谈国新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99
战略机遇视角下的文化产业跨越发展路

径研究
周雨城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0 科技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研究 周雨城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1
新时代武汉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研究
周雨城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2 滇西北民族舞蹈创意互动平台建设 孙传明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3
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街道衙前村

村庄规划
詹一虹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4
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街道妈庙村

村庄规划
詹一虹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5
产业链视域下民族地区数字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
郝挺雷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6
大动漫 VR/AR 产品结构化生成技术研

究
郝挺雷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7
武汉市洪山区文化产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
纪东东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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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恩施州政府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研究 王战平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09 虚拟学术社区中科研人员合作机制研究 王战平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0
航运服务资源数据中心信息化建设规划

方案研究
王战平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1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动漫转

化研究
徐金龙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2
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民间故事动漫化传

承发展研究
徐金龙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3 中国节日志·重阳节 徐金龙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4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理论卷

（1979-2000）
徐金龙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5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文化企业影响

的调研报告
徐金龙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6
洪山区文创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研究
徐金龙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7 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 徐金龙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20

118
基于情境感知的智慧图书馆阅读与交流

服务实现路径研究
程秀峰 信息管理学院 2020

119
“十四五”科技情报事业人才队伍建设

研究
李玉海 信息管理学院 2020

120 领域知识图谱构建 刘蕤 信息管理学院 2020

121 蕲春县十四五商贸服务业发展规划编制 卢新元 信息管理学院 2020

122
武汉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农村电商培

训课程资源建设
卢新元 信息管理学院 2020

123
大数据环境下碎片化用户生成内容的多

粒度知识组织研究
王忠义 信息管理学院 2020

124
基于标签语义挖掘的城市画像计算与应

用模型研究
叶光辉 信息管理学院 2020

125
中国近代工业与城市化进程对农业资本

化的影响问题研究
李铁强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26
技术进步对雾霾治理影响机制与政策研

究
董利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27
湖北省实施“三乡”工程的动力机制及

促进政策研究
曹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28 武汉市房地产长效机制 陈淑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29 公租房全链条管理体系研究 陈淑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0
终止 2019 年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

项目 工作合同前期费用补偿协议书
陈淑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1
新形势下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体系

研究
陈淑云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2
“十四五”时期湖北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变化研究
胡继亮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631

133
全省房地产市场大数据监管平台建设方

案设计
陈立中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对运用侨务资源开展国

际合作工作的指导意义研究

杨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5 湖北省侨资企业发展现状、存在困难与

助推策略研究

杨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6 “十四五”时期岳阳中心城区现代服务

业 发展研究

汤学兵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7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演化及环境效

应研究

魏伟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8 新时代湖北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助

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王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139 建党百年农村妇女参政议政资料收集、

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刘筱红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0 协商系统理论下农村社区治理的参与—

回应联动机制研究

张大维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1 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与疫后加强和完善城

乡社区治理制度体系对策研究

张大维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2 协商系统中农村居民参与和政社回应的

有效衔接治理研究

张大维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3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研究 邓大才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4 问责机制下基层治理体系的应灾弹性与

修复力研究

邓大才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5 扩展性政治：产权改革中权能拓展的参

与效应研究

肖盼晴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6 传统村社的权威与秩序：基于对西南少

数民族村寨的政治人类学调查

肖盼晴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7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家户治理形态研

究

黄振华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8 毛泽东《兴国调查》回访研究 黄振华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49 农村改革中的乡镇政府与农民的互动机

制——基于三个县的调查与比较

李华胤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150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参

政党公共政策参与机制研究

刘义强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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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农业专业硕士学位各研究方向共发表 SCI 论文和权威及重点核心期刊论

文等科研成果 223 篇，详细情况见表 6。

表 6 2020 年科研论文发表情况

序号 论文名称 作者

1
1960—2010 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与人均 GDP

的相关关系及其变化特征
龚胜生; 陈云; 张涛; 张正杰

2
2200 年来我国瘟疫灾害的时空变化及其与生

存环境的关系
龚胜生;谢海超;陈发虎;

3

Afieldinvestigationonrilldevelopment and

flow hydrodynamics under different upslope

inflow and slopegradient conditions

Pei Tian,Chengzhong Pan,Xinyi

Xu,Tieniu Wu,Tiantian Yang,Lujun

Zhang

4

A Generic Global-Local Quantitative

Transformation Model (GGTLTM) for Modeling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From DMSP-OLS

Nighttime Light Imagery

Chang Li,Jinhui Liu

5
A 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 model of

polyline based on head/tail breaks

Pengcheng Liu, Tianyuan Xiao, Jia

Xiao&Tinghua Ai

6
BibliometricAnalysisofResearchonSoil Water

from1934 to2019.

Hailin Zhang , Xiuyun Liu , Jun

Yi,XiufengYang,TieniuWu, Yi He ,

He Duan , Muxing Liu，Pei Tian

7

Climate Change and Vegetation Evolution

duringtheTransitionfromMarineIsotope

Stage5to4BasedonTwoTypicalProfiles at the

Southern Chinese Loess Plateau

Tieniu Wu,Huaqing Wu,Henry

Lin,Tiantian Yang,Xiaoyang Wu,Yi

Jie,Pei Tian

8

ClimateComfortEvaluationofNational5A

TouristAttraction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BasedonUniversalThermalClimate

Index.

Lei Hua, HailinZhang*, Xiuyun

Liu, Xiufeng Yang, He Duan, Tieniu

Wu.

9

Effects of Climatic Change on Soil Hydraulic

Properties during the Last Interglacial

Period:Two Case Studies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Loess Plateau

Tieniu Wu,Henry Lin,Hailin

Zhang,Fei Ye,Yongwu

Wang,MuxingLiu,JunYi,PeiTian

10

Effects of cultivation history in paddy

riceonverticalwaterflowsandrelated soil

properties

Yi jun, Qiu Weiwen, Hu Wei, et al.

11
Elite Circulation in Chinese Ethnic

Tourism.

Yajuan Li, David W Knight,

WentingLuo, JingHu(通讯作者)

12

Evaluation of Global Decametric-Resolution

LAI,FAPAR andFVC

EstimatesDerivedfromSentinel-2Imagery

Qiong Hu,Jingya Yang,Baodong

Xu,Jianxi Huang,Muhammad

Sohail Memon,Gaofei Yin,Yelu

Zeng,Jing Zhao,K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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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ploringtheSpatio-TemporalDynamicsof

Winter Rape o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Valley UsingTime-Series MODIS Data

Jianbin Tao;Wenbin Wu;Wenbin

Liu;Meng Xu

14

Global cropland intensification surpassed

expansion between 2000 and

2010:Aspatio-temporalanalysisbasedon

GlobeLand30

Qiong Hu,Mingtao Xiang,Di

Chen,Jie Zhou,Wenbin Wu,Qian Song

15

Influence of canopy and topographic

position on soil

moistureresponsetorainfallinahilly

catchment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ina

LIU Muxing , WANG Qiuyue, GUO Li,

YIJun

16

Measuring Network Configu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Middle Reaches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Modified Radiation

Model

Zheng,Wensheng;Kuang,Aiping;

Wang,Xiaofang;

17

Soil Hydraulic Properties ofPlinthosol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Southern

China

Yongwu Wang,Tieniu Wu,Jianwu

Huang,Pei Tian,Hailin

Zhang,Tiantian Yang

18

Spatial Aggregation Entropy: A

Heterogeneity and Uncertainty Metric of

Spatial Aggregation

Jia Xiao*

19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epidem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in China over the past2200

years.

Shengsheng GONG, Haichao Xie,

Fafu CHEN.

20

SuitabilityEvaluationofTypicalDrought

Index in Soil Moisture Retrievaland

Monitoring Based on Optical Images

Yan Nie;Ying Tan;Yuqin Deng;Jing

Yu

21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and

Eutrophication Assessment

(1987–2018)ofDonghuLakeinWuhanUsing

Landsat Images

Xujie Yang, Yan Jiang*, Xuwei

Deng, Ying Zheng,Zhiying Yue

22

The Impact of Cluster Diversityon

EconomicPerformanceinU.S.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Jing Chen

23

Tourism-induced landscape change along

China’srural-urbanfringe:Acasestudy of

Zhangjiazha.

JuanFeng,ShuangyuXie,DavidW.Kni

ght,ShengnanTeng&Chaoqun Liu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utboundService.do?SID=8CatkMmOKxw5jBckbxr&amp;mode=rrcAuthorRecordService&amp;action=go&amp;product=WOS%E9%88%B1%3Fzh_CN&amp;daisIds=3025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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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Understanding the river-lake relationship

after the operation ofTGR based on SWAT

model

Wang,H.Z.（王宏志）, Zhong, H.P.,

Lu, J.Z., Yan, Q.Q.,Li, S., and

Zhou, Y.

25
Variability in individual home-work

activity patterns

Yang Zhou,Jean-Claude

Thill,YangXu,ZhixiangFang

26
鄂西北山区耕层土壤 pH 值空间变异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

吴正祥;周勇;木合塔尔·艾买提;李

晴;

27 发展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邓祥征;金贵;何书金;王成新;李兆

华;王占岐;宋马林;杨庆媛;张安录;

陈建成;

28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及其与旅游经

济互动响应
王胜鹏;乔花芳;冯娟;谢双玉;

29
基于 GPS 数据城市公园游客时空行为研究

——以武汉东湖风景区为例
徐欣;胡静;

30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影响

机制
敖荣军、常亮

31
基于网络信息的江西省乡村旅游地吸引力评价

及空间分析
朱中原;王蓉;胡静;李亚娟;

32
江汉平原湖域拆围监测及其生态环境效益估算

研究———以洪湖为例
于海龙，王宏志*，王海芳

33 江汉平原乡村农户就业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郭新伟、余斌、卓蓉蓉、曾菊新、颜

梅艳

34
江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划分与空间格局研

究
朱中原；王蓉；胡静*；李亚娟

35
京津冀城市群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溢出效

应
罗翔;宋鑫;朱丽霞;万庆;张祚;

36
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可达性分布特征及影响因

素研究

阴姣姣;王晓芳;贾垚焱;李春明;王

娟

37
贫困与非贫困户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差异研

究——以恩施为例
谢双玉;李琳;冯娟;乔花芳;

38
三峡山地沟谷不同坡位土壤水分特征及对降雨

过程的响应_
白雨诗，刘目兴，易军

39
三峡水库坝区生态屏障区近 25 年土地利用变

化评价

田培、龚雨薇、朱占亮、刘目兴、吴

宜进、曹隽隽、任斐鹏

40
水耕年限对麦季土壤水—氮动态与小麦产量的

影响
段赫，刘目兴，张海林

41
虾稻共作快速发展背景下潜江耕地时空变化特

征分析

夏天，方鹤楠，纪文文，李洪涛，严

浩，吴文斌

42
一种傅里叶信息度量的曲线分形描述与多尺度

表达方法
肖天元，刘鹏程*，艾廷华，李精忠

43 中国空气质量时空变化特征.
张向敏,罗桑,李星明,李卓凡,樊勇,

孙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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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陆域地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空间关系

研究

胡书玲、余斌、桌蓉蓉、张向敏、王

明杰

45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

以江汉平原为例

余斌、李营营、朱媛媛、桌蓉蓉、曾

菊新

46
中国重点农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及其影响机理

——以江汉平原为例

桌蓉蓉、余斌、曾菊新、郭新伟、王

明杰

47 中华老字号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贾垚焱;胡静;刘大均;刘怡然;

48
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及驱动

机制

田玲玲; 陈链; 罗静*; 孙凯媛; 周

琳; 王梓;

49
武汉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类型划分及时空分布

特征研究
冯娟,谭辉丽,吕绛荣,程绍文.

50
正规就业下人口城镇化时间成本与迁徙路径研

究——以武汉为例
高喆，顾江，王泽宇，姜文珺

51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基层治理效应 田玲玲,罗静.

52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形成

与疏导
张春燕

53
1960—2010 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与人均 GDP

的相关关系及其变化特征
龚胜生; 陈云; 张涛; 张正杰

54 仙桃市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及分区防治对策研究 于雷

55 湖北省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研究 朱丽霞

56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部六省乡村振兴政策研究 谭春辉

57 广西黄姚古镇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 李林

58 武汉：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产业互惠共生 李林

59
公共文化建设背景下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利用
李林

60 新时代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趋势 吴焜，李林

61
城市韧性视角下城市文化空间参与城市危机应

对的探索
詹一虹，龙婷

62

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传播力的因素与提

升策略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模糊集定性比

较分析

孙传明，李浩

63 基于混合协同过滤的个性化推荐方法研究 孙传明，周炎，涂燕

64
留守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以安徽省安

庆市一个自然村为例
孙传明，张海清

65
有效提升疫情防控条件下我国非遗互联网传播

效能
孙传明

66 用文化力量生动诠释中国抗疫担当 孙传明

67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对外

传播研究
孙传明，李浩

68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

语言路径
孙传明，何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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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区域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郝挺雷,谈国新,高山

70
产业链视域下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

究
郝挺雷

71
数字技术驱动下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综

述
李有文,郝挺雷

72 农家书屋在扶贫攻坚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发挥 文立杰 纪东东

73
虚拟学术社区中科研人员合作效能影响因素的

实证研究
王战平; 汪玲; 谭春辉; 朱宸良

74
基于质性分析的虚拟学术社区中科研人员合作

动机演化研究
王战平; 何文瑾; 谭春辉

75 虚拟学术社区用户知识交流影响因素研究 钟玲玲; 王战平; 谭春辉

76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

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叶林、李艳琼、方峥、余江、郭子桢

77
“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哪吒神话动漫化传承

发展
徐金龙；白玉帅

78
敬鬼还是戏鬼:中国七月半与西方万圣节之比

较
徐金龙

79
新媒体时代民间故事的传播困境及其对策——以

重庆走马民间故事传播传承为考察中心
徐金龙; 曾晓梅

80
武汉军运会开幕式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

运用
徐金龙; 姬厚祥

81
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民间传说动漫化传承发展

——以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为考察中心
徐金龙; 陈仪

82
新媒体时代博物馆数字化、人文化、品牌化传

播策略——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
徐金龙; 周朋喆

83 不一样的中秋习俗，同样的家国情怀 徐金龙

84 农村留守儿童课外阅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王雅倩; 曹高辉; 曹星月

85
基于双路径视角的图书馆公众号文章传播效果

影响因素研究
王雅倩; 曹高辉

86
低健康信息素养用户婴幼儿健康信息源选择影

响因素研究
李荣华；曹高辉；江晨雨

87 信息构建视角下的在线健康信息平台评价研究 曹高辉; 李荣华; 梅潇; 丁恒

88
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变更行为的影响因素研

究——以头像更换为例
曹高辉; 巩洪村; 梅潇

89 面向限定域的深度语义事件泛化研究 曹高辉; 任卫强; 丁恒

90 电子商务专业实验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曹高辉; 何树文; 王萍

91 基于 PBL 的数据分析课程实验设计与实践 曹高辉；陈菁；王丹

92
《互联网产品设计》课程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探

索
曹高辉；张紫详；卢新元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amp;CurRec=1&amp;recid&amp;FileName=CMZB202009250061&amp;DbName=CCNDLAST2020&amp;DbCode=CCND&amp;yx&amp;pr&amp;URLID&amp;b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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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组织视角下跨学科科研合作运行机制研究——

以斯坦福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为例
曾粤亮; 司莉

94 基于情境感知的资源推荐研究综述与实践进展 杨金庆；程秀峰；周玮珽

95 基于情境感知的电商平台推荐系统框架研究 程秀峰; 张孜铭

96
“技术”与“人文”并重:智慧图书馆实现技

术路径及构建模式探析
杨金庆；程秀峰

97
知识融合视角下用户行为数据采集与共享机制

研究
程秀峰; 肖兵; 夏立新

98 面向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情境感知技术研究综述 程秀峰; 周玮珽; 张小龙

99 虚拟化技术在《数据结构》课堂设计中的应用
程秀峰; 罗小路; 熊回香; 叶光辉;

叶飞

100

共享住宿中房客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形成机制研

究——用户生成信号和平台认证信号的交互效

应

池毛毛; 潘美钰; 晏婉暄

101
线索一致性对共享住宿平台用户购买决策的影响

研究：房客文本信息和房源图片信息的交互效应
池毛毛; 潘美钰; 王伟军

102
用户评论文本的跨平台比较研究: 基于 LDA 的

主题社会网络和情感分析
池毛毛;潘美钰;王伟军

103
数字商务战略剖面和组织重构能力关系的研

究：究竟是抑制还是促进？
池毛毛; 王伟军; 卢新元; 李浩

104
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如何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

——基于数字化赋能的视角
池毛毛; 叶丁菱; 王俊晶; 翟姗姗

105
组态视角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图书情报学实证研究

的新道路
池毛毛; 杜运周;王伟军

106 信息技术治理影响分销渠道敏捷的机理研究 池毛毛; 李延晖; 王伟军; 卢新元

107 网络时代的用户心理及其信息行为研究综述 杨明; 董庆兴; 陈烨

108 高校图书馆数据流失与保全对策 李玉海; 张驰; 王文卓

109 非常时期图书馆与馆配商的合作与博弈 李梓奇; 李玉海

110 我国智慧图书馆建设面临的五大问题 李玉海; 金喆; 李佳会; 李珏

111 教欲善其事，必先悉其器 李玉海

112 卷首语 李玉海

113
健康素养视角下的移动医疗 App 用户体验研

究
刘蕤; 张雨萌; 余佳琪

114 国外健康素养测评工具系统综述 刘蕤;贺珊

115
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保健食品原料评价体

系构建及分析
刘蕤;陈紫雯;华桂丰等

116

基于 GWR 模型的互联网对第三产业区域影响

研究——以 2012 与2016 年中国各省横截面数据

为例

卢新元; 张孜铭; 李思虹; 曾培春;

陈柯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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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融合用户信任及遗忘机制的社交网络传播预测

模型
卢新元; 胡智慧; 易亚琦

118 交互记忆系统在知识管理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王馨悦; 卢新元; 黄梦梅

119 基于全支付拍卖模型的众包激励策略优化分析 卢新元; 郑雅婷; 卢泉; 黄梦梅

120
考虑医患两类用户的在线健康社区知识共享演

化博弈分析
卢新元; 代巧锋; 王雪霖; 黄梦梅

121
基于元分析的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影响因素

研究
卢新元; 方文琪; 卢泉; 樊雅睿

122
基于时间特性的社交网络平台中用户消极使用

行为规律分析
卢新元; 黄梦梅; 卢泉; 王雪霖

123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政策文本

量化研究
谭春辉; 谢荣; 刘倩

124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我国科技评估政策文本量化

研究
谭春辉; 谢荣; 刘倩

125
虚拟学术社区科研团队合作行为的三方动态博

弈
谭春辉,王仪雯,曾奕棠

126 虚拟学术社区科研合作建立阶段的影响因素 王战平，刘雨齐，谭春辉，朱宸良

127 虚拟学术社区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谭春辉,李瑶

128 微信朋友圈信息分享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谭春辉; 王一君

129
基于博弈的生命周期视角下虚拟学术社区科研

合作行为选择研究
谭春辉; 郭洋; 王仪雯; 曾奕棠

130
基于 KMRW 声誉模型的虚拟学术社区科研合作

研究
郭洋，谭春辉，王仪雯

131

虚拟学术社区中科研人员合作行为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质性分析法与实证研究法相结合的

视角

谭春辉,朱宸良,苟凡

132
学者在学术博客与学术期刊中的科研合作对比

研究——以情报学领域为例
谭春辉; 魏温静

133 科技文献资源中方法知识元的抽取研究 王忠义; 沈雪莹; 黄京

134 基于碎片化 UGC 的知识元抽取研究 王忠义; 郑鑫

135 基于序列模式的科技文献中知识元抽取研究 石义金; 王忠义; 沈雪莹; 郑鑫

136
面向移动用户行为的地理坐标数据语义转化模

型
杨金庆,叶光辉

137 基于标签语义关联的城市社群发现研究 毕崇武; 叶光辉; 彭泽; 李明倩

138 城市画像视角下的热点城市特征识别方法研究 毕崇武; 叶光辉; 胡婧岚; 李明倩

139 基于引文网络分析的跨地域知识流动研究 李明倩; 叶光辉; 彭泽; 毕崇武

140 引文内容视角下的引文网络知识流动效应研究 毕崇武; 贠婕; 周静虹; 叶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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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引文内容视角下的引文网络知识流动路径分析 彭泽; 叶光辉; 毕崇武; 贠婕

142 多维邻近性对美国城市间科研协作影响 叶光辉; 余中洁; 李明倩

143 引文内容视角下的引文网络知识流动特征研究 叶光辉; 彭泽; 毕崇武; 徐彤

144 引文内容视角下的引文网络知识流量研究 叶光辉; 彭泽; 毕崇武; 李明倩

145
网络问答社区信息生产者分布规律研究——基

于 MetaFilter music 版块的实证分析
杨金庆，叶光辉

146
基于多维度特征与 LDA 模型的城市旅游画像

演化分析
叶光辉; 徐彤; 毕崇武; 李心悦

147 城市画像视角下的社会公众情感演化研究 叶光辉; 曾杰妍; 胡婧岚; 毕崇武

148 基于演化分析的动态城市画像研究 叶光辉; 徐彤

149 基于标签语义挖掘的城市画像感知研究 毕崇武,叶光辉,李明倩,曾杰妍

150
知识交流视域下的跨地域科研协作发展态势及

趋势分析
叶光辉; 毕崇武

151
Open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n GitHub
程秀峰，张孜明，杨悦，严中华

152

Collaboration in demand-driven supply

chain: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and IT-business strategic alignment

池毛毛，Rui Huang, Joey F. George

153

Unraveling sustainable behavior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Anempirical study of

bicycle-sharing in China

池毛毛, Joey F. George, Rui Huang,王萍

154

American 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Acceptance of Virtual Reality: A

Replication of “The Role of Espoused

National Cultural Values in Technology

Acceptance”

JoeyFGeorge，池毛毛，QinZhou

155 如何“减负”才能促进企业创新 李桂娥

156
高房价会否触发城市人才流失和高质量发展失

能
陈立中

157
人口城镇化、地方公共支出与房价——基于

PVAR 模型的动态研究
洪建国、陈立中

158
Chinese Firms’ Export Dynamics:

Experimental but Promising
魏伟

159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及

断链风险
魏伟

160 区块链技术如何为住房租赁高质量发展赋能 陈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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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economicandtradezonesonChina’

sOFDIinthecountriesalongtheBeltand road

2020.

周维第

162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的研究
周维第

163 当前退役军人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和建议 王治

164 退役军人企业家创业价值研究 王治

165
消费者一定偏爱“笑脸”吗？产品外观中的表情元

素对消费者的影响，
谢志鹏

166
“抢人大战”是否对冲了房地产调控政策——基于

人才落户政策的证据
陈淑云

167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房地产企业投资行为

吗
陈淑云

168 住房环境、社区环境与青少年身心健康 陈淑云

169 湖北省“十四五”住房保障发展的定位与思考 陈淑云

170
基于 DPSIR 模型的中国省际环境质量评价与

影响因素分析
汤学兵

171
城市化、社会网络与农民工自雇创业:以平邑县

油篓村为例
汤学兵

172
中国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定位困境与顶层设计

思考
陈峰

173 上调公积金缴存基数，会否加重企业负担？ 陈峰

174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views of

supervision strategies by community

corrections probationers in China

张大维

175
Semiformal Organizations and Control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in China
张大维

176

Emotion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resilienceinthereflexivemodernity: How

community social workers ina

low-riskChinesecityworkwithpeople from

Wuhan

万婷婷

177

Rural politics in transitional China:

Urban–rural disparity,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grassroots democracy

黄振华

178
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

加为视角
徐勇

179
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

加为视角
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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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郡县制”“封建制”的历史纠缠与斗争——

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徐勇

181
国际风险治理：分析范式、框架模型与方法策

略
张大维

182

乡村振兴背景下“行政村”的性质转型与治理

逻辑——以湘、粤等地村民自治“基本单元”

的改革为例

胡平江

183
积极国家：反贫困战略中的政府干预与理论基

础——基于国际反贫困战略的比较研究
邓大才

184
反向避责:上位转嫁与逐层移责——以地方政

府改革创新过程为分析对象
邓大才

185
迈向多元自治:中国基层治理的单元及发展趋

势——基于中美日的对比研究
邓大才

186
国家成长的要素、格局与挑战——基于政治生

态学的国家成长理论
刘金海

187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障碍与

路径
姚锐敏

188 论乡村振兴的县域自主性 田先红

189 乡村振兴的数字化治理技术支撑 田先红

190
再造秩序：“元治理”视角下城市住宅小区的多元治

理之道
田先红、张庆贺

191 从总有到共有:集体产权权能重构及治理效应 肖盼晴

192 城乡融合发展中第三空间的崛起 任路

193
《公共服务优先安排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体制

的挑战与转型》
李华胤

194
《公共服务优先安排视域下农村治理体制的重

构路径》
李华胤

195

《回应性参与:农村改革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的

行为互动机制——基于三个乡镇改革试验的调

查与比较》

李华胤

196
公共性建构视角下“民间河长制”生成的历史

逻辑——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事实分析
郝亚光

197
农村基本治理单元中的妇女参与:基于人类集

团理论的分析
刘筱红

198
接点服务：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供需结构与

均衡路径
张大维

199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

——以天长市“1+N+X”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张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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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社区治理中协商系统的条件、类型与质量辨识 张大维

201
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户制政治形态——以传统

汉族地区家户社会为基点
徐勇,叶本乾

202
中国政治学 20 年的跨越与走向——以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评选为例
徐勇

203 官民衔接层域的小微权力监督研究 徐勇、吕进鹏

204
“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叠

加及应对
徐勇、张慧慧

205 层级问责：河长制塑造河长治的政治表达 万婷婷，郝亚光

206
从结果管理到过程管理：县域治理体系演变及

其效应
田先红

207
政党如何引领社会——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组

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
田先红

208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田先红

209 总体性扶贫模式的优势、局限及其破解路径 田先红

210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执行进展与绩效评

价
黄振华

211
《授权式协商：传统乡村矛盾纠纷的治理逻辑及当代价

值——以鄂西余家桥村“说公”为例》
李华胤

212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研究的范式转换

与趋势展望》
李华胤、吴开松

213

《权威引导式协商：新时代乡村善治的有效形式及运

行机制——以安徽天长市“7+X”协商委员会为

例》

李华胤、张海超

214
《自利的公共性：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行 为逻辑

——以通城县汉上村“公共路灯安装”为例》
李华胤、张海超

215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魏晨、李华胤

216
《标语何以有效防疫：“责任性治理”的解释

——以农村“硬核标语”为分析对象》
李华胤

217
《治理性回应：从自设性工作组看乡镇政府的行为逻

辑——以 A 镇“老股金工作组”为分析对象》
李华胤

218 《论现代化中后期的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 李华胤

219 层级问责：河长制塑造河长治的政治表达 万婷婷、郝亚光

220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董帅兵、 郝亚光

221
治水社会：被东方专制主义遮蔽的社会治水——基

于“深度中国调查”的案例总结
郝亚光

222
《疫情改变社交、社区及流动 再造新型社会连

接生态体系》
刘义强

223

《利益与认同:村民政治参与的边界及转换

——基于佛山市 4 个村庄村级治理的实证调

查》

刘义强、姜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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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科研支撑

近年来，我校紧扣农学专业学位设置目标，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不断优化教学体系、凝练教学方向，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科研创新能力，

有效促进了理论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服务国家重大涉农战略与研究平台

建设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第一，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近些年，本专业师生积极参加了

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多个贫困县退出的第三方评估工作，参与了河北、

四川、贵州等省份的东西部对口协作评估工作，参加了西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预

警调研工作以及贵州部分县市的脱贫攻坚经验总结工作，向国家扶贫办等单位提

交了多份高质量咨询报告、扶贫发展报告、经验总结报告等。

第二，项目带动，致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近些年，本专业承担了湖北省多

个县市的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耕地质量等级评价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项目、

农用地分等参数调整调查项目、新增耕地核查与等级评定项目、基本农田划定与

数据库建设项目、数字农村发展规划项目、商务发展规划项目等，提交了大量高

水平规划报告，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扶贫办主持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项目中，先后为湖北、江西、云南、河南等省份的数十家政府部门和企业

提供咨询、培训服务。

第三，扎根田野，倾力乡村调查理论支农。近些年，我校依托教育部重点研

究基地中国农村研究院，建立了“一网五群”调查体系、形成“三天一报，五天

一批”咨政服务机制，成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及湖北省

委、省政府办公厅指定报告调阅单位，与中央农办、农业部、国扶办、林业局等

十多家涉农部门及中组部、中联部等部门建立了稳定的资政渠道，在国家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农村基层治理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成

果。鉴于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与学术贡献，中国农村研究院被刘延东副总理称为

全国四家“初具雏形的高校智库”之一。

5.奖助体系

已经形成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附件 7）、研究生国家助学金（附件 8）、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附件 9）、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附件 10）等全方位、

多层次、较高水平和较大覆盖面的复合型奖助体系。全日制研究生奖助体系统详

细情况见表 7。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

表 7 全日制研究生奖助体系统计表

奖助体系

项 目 资助金额（万元）

资助硕士研究生

人次 比例 平均水平

总计 138.6 99 100%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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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业奖学金 79.2 99 100% 8000

2.学业助学金 59.4 99 100% 6000

（三）人才培养

经过 15 年的发展，本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已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特色，具有一

定的优势。在生源质量方面，2020 年来生源质量持续上升。来自农业、地理等

对口专业与名校的生源稳步增长，报录比与基层政府人员占比也越来越大。在高

水平研究工作转化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源能力方面，利用我校师范特色的优

势学科与科研平台，引导学生参与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项目。建立产学研教学基

地，搭建农村改革实践等学生创新研究团队，实现教研结合。在校外资源参与办

学方面，利用校外资源参与教学，举办“华文讲坛”等专题讲座；重视校外导师

的指导作用。建立了近 20 个实践基地，广泛开展校地合作，形成了“订单式培

养”格局。在质量保障与认证方面，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优化教学方法与方式，

发挥学科与科研优势，积极吸纳校外资源。本专业学位已通过了 2018 年学位授

权点合格评估。在培养成效及影响力方面，培养出一批专业过硬，实践能力强的

复合型人才，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如在基层治理方面，2020 年来呈送多篇咨政报告，获中

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批示和采纳等计多份次。在农村文化、土地整治、乡村旅游、

电商服务等领域提供了大量的专业服务。

1.招生选拔

本专业积极落实和用足用好学校制定的优质生源计划和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等政策；在招生选拔环节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生源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农村发展专业采用推荐免试、普通招考和国际留学生招录等三种方式招生。普通招

考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实施招录，所有考试都要符合《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简

章》和本专业研究生培养规定的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以推荐免试方式 报考的考生需

获得推免资格后，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申请本专业保送资格报名，经过我院筛选

后方能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复试环节。复试资格优先考虑高水平大学以及专业成绩优秀的

优质生源；复试录取中重点考察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科研态度以及学科前沿知识和研究动

态的掌握等，并进行外语能力测试。为保证生源质量，我们还积极采取加大招生宣传，

走出去开展招生；增加学科补助力度、实行论文奖励、参加学术会议资助、名校老师推荐

等方式来不断提升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2020 年农村发展专业研究生计划招生 100 人；报考人数 311 人；最终录

取 100 人；录取率达 32.2％（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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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20 年研究生招生状况

研究生招生基本状

况年
招生类型 计划招生人数 报名人数 实际录取人数

报录比（报名

人数/ 实际录

取人数*100%）

2020 年

全国统考硕士

招生（12月份

考试）

100 311 100 32.2%

2.思政教育

（1）抓紧党建，融合优势学科和师范育人特色，强化思想引领。深入推进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探索在实验室、课题组建立研究生党支部的新模式。严

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利用“阅来客栈”

“马列读书会”“鸿鹄读书会”等党建学习平台开展理论研讨、调研考察等专题

活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地理学的“求实创新”专业特色、政

治学的“田野政治学”特色以及“农村文化”“信息管理学”和“经济管理学” 等

交叉学科特色方向，实施学科相融、理论与应用互渗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师范

“立德树人”育人特色，激发学生服务农村振兴乡村的热情。

（2）抓强队伍，协同思政育人与课程思政，落实教育职责。一是着力落实

导师首要负责制。将导师育人责任和成效作为导师遴选、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的

先决条件。二是要求任课教师挖掘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打造思政示范

课程。三是着力提升研究生辅导员政治素养与工作水平，充分发挥其在学生成长

成才方面的重要作用。四是组建理论宣讲团，开展“形势与政策”等主题教育。

五是着力激发学生骨干自主参与意识，着力加强对研究生社团的建设和指导，充

分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表率作用。

（3）抓实保障，搭建实践与服务育人平台，服务成长成才。一是建立研究

生学术研究档案，创新成果绩效档案和特殊学生档案等“三个档案”成长平台，

掌握工作主动权。二是搭建实践教育平台，拓展专业教育实践基地，加强校内外

双导师的示范效应。鼓励学生到农村开展支教、基层调查、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

实践活动；将“思想引领、专业实践、创新创业、社会服务、五育并举”等工作

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建立研究生志愿服务认证和表彰制度。三是搭建服务育人平

台，通过 “心晴驿站”“经纬学习发展中心”等平台，开展心理咨询、学业指导

和日常生活服务等，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4）抓好文化，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营造向上氛围。一是打造“平安

文化”，绷紧“责任弦”，守好“安全线”。严格落实《华中师范大学党委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建“党政负责人-辅导员-导师-学生党团骨干” 的

“四维”危机干预体系；定期召开意识形态风险评估会议，严格意识形态领域安

全审批报告制度。二是重视“学术成长”，推进学风建设和学术培养，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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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学术道德主题活动。三是加强网络育人，加强研究生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牢牢掌握网络阵地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3.课程教学

课程体系建设依托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信息管理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等培养单位制定的农

业专业硕士学位培养方案开设课程。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毕业学分要求不少于

30 学分。第 1、2 学期进行校内课程学习，第 3、4 学期进行实践实习，并完

成学位论文选题。必修环节包括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

中期报告（或文献阅读、实践报告）等。开设课程包括公共课、领域主干课和选

修课。拥有一批学科结构完善、年龄结构合理、实践和科学研究较强的教学队伍。

已建成 75 门专业课程，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5 门、专业必修课有 22 门课程，

专业选修课有 47 门，专业实践课 1 门。详细情况见课程大纲。

4.导师指导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的重要使命。制定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划定基本底线，是进一步完善导师岗位管

理制度，明确导师岗位职责，建设一流研究生导师队伍的重要举措。依法依规建

立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违规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强化监督问责。对确认违反准

则的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要按照《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

指导意见》（教师〔2018〕17 号）和本单位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处理。对违反准则

的导师，依规采取约谈、限招、停招直至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的，一经查实，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对导师违反准则造成不良影响的，所在院（系）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主

要负责人向学校分别作出检讨，由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采取约谈、诫勉

谈话、通报批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方式进行问责。

我校还将从以下八个方面来对研究生导师知道行为做出规范要求。不得有违

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损害党和国家形象、背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行；不得组织或参与任何有可能损害考试招生公平公正的活

动；不得对研究生的学业进程及面临的学业问题疏于监督和指导；不得要求研究

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

不得有违反学术规范、损害研究生学术科研权益等行为；不得将不符合学术规范

和质量要求的学位论文提交评审和答辩；不得以研究生名义虚报、冒领、挪用、

侵占科研经费或其他费用；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不得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对于外籍导师、兼职导师和校外导师，我们提出专门的选聘要求，建立国家

典型示范、省级重点保障、培养单位全覆盖的三级培训体系。构建新聘导师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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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在岗导师定期培训、日常学习交流相结合的培训制度，加强对培训过程和

培训效果的考核。已制定科学的导师考核评价标准，完善了考核评价办法，以年

度考核为依托，加强教学过程评价，实行导师自评与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管理

人员评价相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对于未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在研

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出现严重问题的导师，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

停招、退出导师岗位等措施。对未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在招生、培养、学位授

予等环节出现严重问题的导师，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退出导师岗位等

措施。

5.学术训练

本专业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把实践环节作为研究生必修环节，计 4 学分。

实践环节主要包括：

（1）教学实践设计

实践环节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调查实践，二是咨询服务实践，两大实践

环节均纳入课程化管理。实践环节一般安排在第 3 学年之前进行。实践环节具

体包括以下几类。

1）百村调查。调查实践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完成 2 次暑假百村调

查工作，调研时间分别为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的暑假。

2）口述史调查。在参与百村调查的同时，必须完成 9 个相关主题的口述史

调查。

3）咨询报告写作。研究生期间学生必须掌握咨询报告的写作方法，参与完

成至少 2 份咨询报告的撰写。

4）专题报告撰写。根据具体培养方向，在村庄规划、农村土地资源管理、

乡村旅游、农业资源开发与利用、农村文化建设、农业管理与农业经营、农业工

程与信息技术等方面深入农村，契合农村发展需求，开展咨询服务。

（2）联合培养机制

本专业逐步打造了立体化的调查网络，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地调研机会，通

过“双课堂-双导师”模式的建立，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提升。启动新版“中国

农村调查”，通过开展深度农村调查、家户制度调查、农民口述史调查等，为学

生提供调查研究的平台。深入农村与企业，培养学生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具体问

题的能力。

（3）学术实践与考核

所有实践活动都应当完成并提交合格的调研成果，导师审核后综合评分，确

认实践环节合格或者不合格。实践成绩不合格者，将无法参加学位论文盲审。

6.学术交流

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特色是乡土化与国际化并存。 在学术交流方面，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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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点创造一切条件力推研究生走出校园走进田野走进企业，到实习基地进行学术

交流（表 9），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同时，广泛邀请国外知名旅游学

者来本学科点开展讲座，为研究生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态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

表 9 实习基地学术交流统计表

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设立时间
基地评选

情况
基地建设成效

图情档人才

培养实践基

地

武汉创展云图

科技有限公司
202010 无

该基地以“聚焦+产业链”为主题定位、

以云图创展中心为核心载体、以云图数字

技术研究院为技术导向、以云图数字创意

产业联盟为产业支撑探索文化科 技融合

未来发展方向。我校实习学生实践领域包

含数字影片、展馆工程、交互多媒体、文

旅投运、大型活动、营销推广、视觉可视

化、数字视觉研究等。

7.论文质量

学生毕业论文以指导教师为关键责任人，由导师组整体把关，在开题、中期

检查、预答辩等环节，严格环节培养要求。在答辩环节，认真落实答辩申请审核、

专家评审、组织答辩等环节管理，积极推进论文盲评模式。抽检论文 100%通过

检查。毕业论文选题抓住了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基层治理、自然生态与人文经济的

前沿热点问题，通过实地调研或长期驻点扎根农村一线摸清农业农村农民的需求，

深入了解我国三农问题发展历程，揭示自然资源演变规律和人文变化特征， 正

确处理生产关系，通过编制面向农村的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资源规划、国土综合

整治规划等构建上层建筑，利用微观资源要素的时空演变机理来指导农业人力、

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地合理调配。妥善地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物质

利益关系，调动广大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毕业论文选题来自于三农领域的热点问题，注重对实际问题的破解，

具有良好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应用价值（表 10）。

表 10 代表性学位论文统计

序号 论文题目
完成人

评优情况
姓名 学位授予时间

1
仙桃市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及分区防

治对策研究
王磊 2020.06

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2 湖北省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研究 王昊琛 2020.06
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3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部六省乡村振兴

政策研究
谢逸 2020.06

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4
广西黄姚古镇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

与旅游开发
牟傲飞 2020.06

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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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 秦会朵 2020.01

6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的理论诠释与实践探索
秦会朵 2020.01

7
破茧成蝶:电子竞技文化在中国语

境的出场
李少多 2020.04

8
基于分段用户群与时间上下文的旅

游景点推荐模型研究
郑淞尹 2020.05

9
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文化企业影响

的调研报告
余欢 2020.04

10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群体“口罩

头像”现象的自我赋权
彭昱剑 2020.04

11

国家在场、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

——以明清江南城隍庙为中心的历

史透视

张帅奇 2020.01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传播影响因

素及策略研究——基于微信公众号

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李浩 2020.04

13
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中

国民族音乐“走出去”
秦会朵 2020.03

14 5G 技术助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余欢 2020.04

15
跨界融合背景下“红楼文化”的产

业化
邵倩倩 2019.06

16
“二元时间”视域下乡村文化的割

裂与重置
李浩 2020.02

17 张载思想文化的内涵挖掘及资源转化 秦会朵 2020.10

18
基于混合协同过滤的个性化推荐方

法研究
周炎 2020.07

本学科 2020 年共毕业 122 名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管理和抽检方面严

格执行教育部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开题、预答辩、盲审及答辩过程中受到

专家一直好评，取得了一定的论文奖励成果，其中：

——学位论文管理。制定并严格执行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答

辩和答辩制度。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论文开题前设置预开题环节、中期

检查和汇报环节以及论文预答辩环节，为学位论文在申请评阅和答辩前对质量进

行把关。

——学位论文抽检。122 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全部合格｡

——学位论文奖励。2020 年获得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4 篇。

8.质量保证

通过学分修读要求与学位课程考试、开题报告审查、学位评论评审与答辩等



650

制度建设，建立了全过程、环环相扣、严肃严格的分流淘汰机制，并通过学业中

止、学位不予授予、学期延长等多种形式实现。2020 年，有 3 名分流淘汰的学

生，论文质量保证统计见表 11。

表 11 论文质量保证统计表

序号 指标 数量 比例

1 分流淘汰人数 3 1：55

2 取消学籍的人数 3 1：55

3 专业学位硕士生 4年未毕业人数 6

9.学风建设

（1）完善领导机制，齐抓共治成合力。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学科师德师风

建设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履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教工各支部、学术委员会、

工会等组织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建立了师德师风年度评价、情况调研、重大问题报告

和舆情反应机制。全体教工每人每年至少深入课堂听课 4 次，掌握师德师风和教学情况。

（2）完善培养机制，养成教育成常态。通过学校、学院两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各教工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教工政治理论学习平台，有计划、多渠道的开展师德师

风经常性教育；通过教师示范课、理论研讨等活动，发挥优秀教师的模范引领；严格落实

新教师岗前培训制度，把好教师入口关；实施青年教师引导机制，为青年教师配备“传、

帮、带”的教学导师；实施在职教师继续教育制度， 每个聘期内参加不少 50 个学时

的在职培训。

（3）健全考核机制，管理评价成体系。将师德师风表现纳入评价体系，作为教

师聘用、年度考核、晋升和评先评优奖励的重要依据；严格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教师晋升高一级职称需要至少担任 1 年班主任的工作经历，鼓励优秀一线教师担任本

科生班主任。

（4）严格监督机制，督察反馈保落实。师德师风是教育质量督导评估体系的重

要内容，健全完善了教学督导、教师互评、学生评教制度，聘有专门督导员； 构建

了校内外多方参与的监督反馈机制，对违反师德师风的事项快速反馈处置。

（5）落实奖惩制度，激励导向增动力。定期开展“优秀共产党员”、“三育人”

的评选，推荐优秀教师参加省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全国优秀辅导员大赛等，表彰奖

励优秀教师。选拔师德良好、业务精湛的优秀老师担任“博雅计划”、“未来教育家”等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导师。组织教师申报学校“教学名师”、“好导师”，以及省级、

国家级名师。严格惩戒机制，落实学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对

极个别违规失范行为依规严肃处理。

10.管理服务

——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日常管理由我校各培养单位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中国农村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信息管理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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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管理办公室负责，配备秘书与辅导员各 1 名；同时，各单位成立了学科

指导组，常设组长与秘书各 1 名，负责培养方案的落实。

——管理规章制度落实。严格落实系列管理规章制度，一切按制度办事。

11.就业发展

2020 年，122 名毕业生正常就业，就业质量较好，选择面广，就业渠道广

泛。一部分同学选择继续求学深造（在国内外攻读博士）；一部分同学则选择去

企业（正邦集团、阳光保险集团）、行政事业及教育教学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鄂州市分行、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见表 12。

表 12 毕业就业情况统计表

类别
毕业生总人

数
学位授予人数

就业
未就业

签订协议 升学 自主创业 其他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99 99 99 2 6 6 0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3 23 23 0 0 2 0

（四）服务贡献

——科技进步。2020 年以前武汉市供销合作总社委托我校开展《武汉市供

销合作社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编制，提出了组建武汉市农村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的战略设想，依托供销 E 家平台开展农特产品电子商务，并提出

了农特产品“四进”工程（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超市）。我校安排桂学

文、谭春辉等教授为武汉供销社干部、其下属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电子商

务专题讲座。2018-2020 年，武汉供销社下属企业武汉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

我校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合作，先后两次承接了武汉市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任务。

学校派教师、研究生面向农民开展电子商务培训，学生手把手教农民上网开店。

2019 年新冠疫情以来，为了更好地开展培训，我校和湖北省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组织专家设计培训课程、制作讲义、录制视频，利用学习平台开展培训，并利用

腾讯会议系统等软件开展线上教学，有力促进了武汉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也培养

和锻炼了学生，增强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社会服务能力。

——经济发展。近年来，我校发挥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优势，聚焦长江中游

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现实需求，相继承担了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的多项国

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的专项课题，多次派专家随湖北省国土整治局到自然资源

部国土整治中心作专题汇报并与德国专家交流，经常为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开展相

关业务培训。从 2018 年开始，我校深入参与湖北省国土综合整治试点项目的规

划与建设，为湖北省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提供了强力的技术支撑。其中，湖

北省嘉鱼县官桥镇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已列入国家自然资源部首次发布的 10 个



652

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典型案例，受到央视新闻联播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的专题报道；项目设计者张雪松教授，先后接受了国家与省级新闻媒体

采访。

——文化建设。2020 年我校会昌县贫困退出评估检查分队 80 人在该县开

展评估检查工作，其中教师 9 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1 人，处级

干部 1 人），调研员 71 人（大部分为我校本专业的优秀硕士生）。除评估检查

团队外，还有评估指导团队（国务院扶贫办领导及专家组成员）。评估检查期间，

全体成员严格遵守国务院扶贫办、江西安徽河南片区评估检查团制定的各项规章

制度和纪律，共抽取该县 19 个乡镇的 23 个行政村进行评估检查，以实际入户、

电话访谈等多种形式访谈农户数 1688 户，并根据抽查的资料和数据形成调查报

告。报告结果与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开展的贫困县退出和成效考核抽查结果一致，

高质量完成这次评估检查任务，得到国务院扶贫办评估司领导和自治区扶贫办领

导的肯定。为完成上述工作任务，我校带队老师在进场之前对本专业学生进行了

集中培训，教授学生课本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工作路径。在评估过程中，向

当地部分农户和地方领导宣讲了产业发展、农民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产品品牌、

法律知识宣讲等知识，专业的理论水平与扎实的工作作风获得地方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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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中师范大学全日制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附件 1.1 城环学院全日制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095110）

为做好全日制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确保质量，特制定

《全日制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草案）》（以下简称《培养

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

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

为：

（一）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农业，遵纪守法，品德良好，

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积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二）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农村发展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

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知识

面，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传授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和新型的农村发展理念，能够独立从

事较高层次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

（三）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

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

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

四、培养方式

（一）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

分制，实行多学科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学生采用科研实践的方式进行实践研究，

实践研究累计不少于 12 个月。

（二）学位论文实行导师负责制，鼓励由具有实践经验并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校

内外导师联合指导。

五、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不少于 36学分。第1、2和3 学期校内课程学习，第4、5

和6 学期实践实习，并完成学位论文。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中期报告（或文



654

献阅读、实践报告）等。

开设课程包括公共课（12 学分）、领域主干课（10 学分）和选修课（8 学分）。

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 2 门本学科主干课程

成绩不计入总学分。

全日制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12 个月的农村发展专

业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作。实践研究的综合表现考核通过者取得 6 学

分。

课 程 设 置

（一）公共学位基础课（12 学分，由学校统一安排）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2400001 政治理论课 54 3 1

2400002 外国语 54 3 2

24700001 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 36 2 1

24700002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6 2 1

24700003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 36 2 1

（二）专业必修课（10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247011011401 资源、环境与发展 36 2 1

247011011402 经济地理与乡村规划 36 2 2

247011011403 农业资源评价管理与利用 36 2 2

247011011404 灾害生态学 36 2 2

247011011405 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 36 2 2

（三）专业选修课（8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247011011405 区域发展战略与模式研究 36 2 3

247011011406 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36 2 3

247011011407 农村环境规划与管理 36 2 3

247011011408 区域旅游发展研究 36 2 3

247011011409 区域经济学 36 2 3

247011011410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 36 2 3

247011011411 土地政策与法规 36 2 3

247011011412 全球气候变化与农村发展 36 2 3

247011011413 论文设计与研究方法 3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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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1 管理学 54 3 1

2 经济学基础 54 3 1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应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和生态环境建设，论文要有一定的技

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

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等问题的能力。

（二）论文形式可以使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等。

（三）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

术推广、农业和农村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攻读农村发展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

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

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

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

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农村发展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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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信息管理学院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0）

为规范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学位授予等环节，确保培养质量，特制订本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1.培养目标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是与该领域任职资格相联

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农业管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推广、涉农企业等

部门中与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岗位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2.培养要求

(1)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方针和政策；树立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2)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农业工程

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

学知识；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推广应

用、管理工作的能力，能独立担负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相关工作。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

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1．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

四、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含教学实践及报告 6 学

分）。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12 个月的农业推广

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作。实践研究的综合表现考核通过者取得 6 学

分。

全日制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课程设置 ：

（一）公共课（10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00000000001201 政治理论课 36 2 1

00000000001202 外国语 36 2 2

00000000001212 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 3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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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1213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6 2 1

00000000001215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 36 2 1

（二）领域主干课（10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67000951121201 农业信息化导论 32 2 2 李 霞

67000951121202 农业信息化进展 32 2 2 桂学文

67000951121203 农业信息化案例（案例研究） 32 2 1 刘 刚

67000951121204 农业信息获取与处理 32 2 1 翟姗姗

67000951121205 农业应用系统开发 32 2 2 高劲松

（三）选修课（8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67000951121206 农业信息管理 32 2 1 段尧清

67000951121208 农业信息预测 32 2 2 胡 潜

67000951121209 农业信息机构管理 32 2 2 林鑫

（四）实践课（必修 6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67001255001223 专业实践 96 6 3 /

（五）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应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要求安排第三学期初进行）、论文中期

检查（要求安排第三学期末进行）、随机安排的校外专家讲座等环节。

（六）补修课程：

大专学历生源和跨领域、学科生源需补修本领域两门本科专业课程，但不计入总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农业概论 36 2 1

大学计算机基础 36 2 1

四、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理论、技术、管理问

题，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

术手段解决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2．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等。

3．评审与答辩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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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手段解决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核学位论文工作难度和

工作量。 攻读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

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至

少有1 名校外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同行专家，或至少有 1 名校内另一相近、相邻一级学

科的硕士生导师。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 但不得担

任答辩委员会成员。

五、学位授予

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由培养单位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学位证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统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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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农村文化方向）

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农业硕士（农村文化方向）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区域发展任职资格相联系

的专业学位。主要为农村文化发展方面的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

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农业硕士（农村文化方向）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农业，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积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二）农业硕士（农村文化方向）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有关农村文化领

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宽

广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和新型的农村文化建设理念，能够独立

从事较高层次的农村文化发展工作。

（三）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

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具体安排为：课程学习 1 年，

教育实习和论文写作 2 年。论文要求在实习过程中完成；根据实际情况，也可适当延长

半年。

采用非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具体安排为：课程学习 1

年，教育实习和论文写作 2 年。论文要求在实习过程中完成；根据实际情况，也可适当

延长半年。

四、培养方式

（一）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

分制，实行多学科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鼓励采用顶岗实践的方式进行实践研究，

实践研究累计不少于 12 个月。

（二）学位论文实行导师负责制，由具有实践经验并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导师负

责实施全程指导。五、课程安排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不少于 30 学分。第 1、2 学期校内课程学习，

第 3、4 学期实践实习，并完成学位论文。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中期报告（或文

献阅读、实践报告）等。

开设课程包括公共课、领域主干课和选修课。课程设置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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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课（10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任课老师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0000000001201 政治理论课 36 ２ 1

00000000001202 外国语 48 3 1

00000000001212 农业硕士理论与实践 32 2 2

00000000001213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2 2 2

00000000001215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 32 2 2

（二）领域主干课（18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任课老师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82000951101201 农村文化学 徐金龙 48 3 1

82000951101203 社会调查和研究方法 纪东东 48 3 2

82000951101205 农村公共管理 叶林 32 2 1

82000951101206 农村社会学 李林 32 2 2

82000951101210 实践环节：校外实践 各指导导师 108 6 3

82000951101214

论文设计与研究方法（非全日

制必修） 各指导导师 32 2 3

（三）选修课（8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82000951101208 非物质文化遗产 孙传明 32 2 2

82000951101202 农村文化管理学 詹一虹 32 2 1

82000951101204 农村文化信息与传播研究 谈国新 32 2 2

82000951101213 农村文化科技 张文元 32 2 1

（四）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农业硕士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相关领域本

科阶段的主干课程 2 门，成绩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55001204001101 经济学基础 54 3 1

6700852401216 管理学 36 2 1

（五）校外实践研究（6 学分）

全日制农业硕士（农村文化方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12

个月的农业硕士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作。实践研究的综合表现考核通过

者取得相应学分。

六、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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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日制农业硕士（农村文化方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论文选题，

应服务于农村文化建设和区域发展，论文要有一定的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

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与方法解决农村文化发展实践问题的能力。

（二）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案例分析、农

村区域文化发展的对策与规划等。

（三）评审与答辩

全日制农业硕士（农村文化方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

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农

村文化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 学

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

作部门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

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

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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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全日制）

为做好全日制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确保培

养质量，根据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特制定《华

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全日制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素质、知识、能力协调发展，具有一定

的农业专业基础知识，宽广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在农业产业发展领域具

有相应的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独立承担农业发展领域技术推广活动的能力，能

够胜任各级农业管理机构相关政策制定、解释、执行，以及农、牧、渔、加工企业管

理，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管理，农业科技组织管理，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标准化、农产

品物流与电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二）培养要求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树立科学发展

观，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掌握农业产业经济与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具有在农

业管理专业领域协同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把握农业发展的方向，熟悉国家农

业产业发展、经营、推广等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现代发展理念和技术创新、

推广能力；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素质修养，有较强的调查研究

与决策、组织与管理、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基本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结合学院自身办学特色，本学院培养方向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与政策、涉农企

业管理、农产品营销等方向。

二、招生对象及入学考试

（一）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二）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由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和招生单位组织的复试组成。

三、学习方式及学习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

四、培养方式

(一)采取课程学习、实践训练、论文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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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灵活机动的实践训练，通过建立稳定

的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基地，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

和学位论文工作的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全面提升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实践训练时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

(二)实行双导师制

鼓励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有高级技术

职称。

五、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

紧密围绕培养目标，增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课程体

系和培养环节设置如下。总全日制课程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实践训练 4 学分。

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备注

00000000001201 政治理论 32 2 1 外院老师

00000000001202 外国语 32 2 2 外院老师

学

位

课

公共必

修课程

00000000001132 实践环节 64 4 5 外院老师
必 修

_x000 7_
00000000001212 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1 外院老师

00000000001213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2 2 1 外院老师

00000000001215 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 32 2 1 外院老师

专业 55000951101272 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32 2 2 董利民 必修

55000951101271 农业政策学 32 2 2 胡继亮

55000951101270 农产品市场营销 32 2 3 王娟

5500095110127 现代管理学 32 2 2 王治

专业选

修课程

55000951101269 现代经济理论 32 2 1 杨海

选修（选

择不少

于 13 学

分）

55000951101268 涉农产业组织与管理 32 2 1

55000951101279 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 32 2 2 王佑辉

55000951101267 发展经济学 32 2 3 李桂娥

55000951101287 社会调查和研究方法 32 2 3 胡继亮

55000951101282 区域经济学 32 2 3 汤学兵

55000951101280 农业土地利用与规划 32 2 3 刘红萍

55000951101289
文献综述与论文写作（指定选

修）
16 1 3 胡继亮

55000951101290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2 2 3

55000951101291 工程管理 32 2 3 洪建国

55000951101292 供应链管理 32 2 3

55000951101293 农产品电商与互联网技术 32 2 3

55000951101294 现代农场管理 32 2 3

55000951101295 农业经营管理专题 32 2 3



664

55000951101296 农业生产管理 32 2 3

55000951101297 农村人力资源管理 32 2 3

55000951101298 农村社会服务 32 2 3

55000951101299 计量经济学软件操作 32 2 3 向镜洁

55000951101300 实验经济学应用 32 2 3

实践训练安排在第四或第五学期进行，总学分 4 学分。参加学术活动 2 学

分。同等学力（学历为专科层次）攻读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相关

领域本科阶段主干课程 2 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成绩不计入总学分。

六、学位论文

（一）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

全日制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论文是硕士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硕士

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论文选题应有较

强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应与所学专业方向一致，服务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论文

要有一定的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与方法解决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实践问题的能力。

硕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通过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确

定具体学位论文选题，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

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每一环节应严格按照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华

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暂行条例》和《华中

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开题工作在第四学期完成，必须提交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专业指导组在第五学期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二）论文内容和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将研

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现。

（三）评审与答辩

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的规定环节，成绩合格，并通过专业指导组的预答辩

后，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

严格按照学校有关学位论文评阅、答辩的规定执行，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

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3-5 人。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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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

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而达到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

八、其他规定

1、本专业硕士生在学期间，需参加至少 6 次学术活动（包括：学术讲座、学

术报告会、学术会议等），并将有关情况记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

记表》。学业结束前，由导师对其进行考评。

2、凡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项目均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成绩评定标准

以及有关要求，按《华中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考核及成绩管理的暂行规定》执行。

3、每位硕士生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本人实际，在

入学后一个月内，制订出个人培养（学习）计划经导师和专业指导组组长审定后， 报

院和研究生处备案。

4、本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完成与否，是审定本专业硕士生

能否毕业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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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生教育培养创新基地调查研究基地班硕士培养方

案

一、重点研究基地班

“重点研究基地班（简称基地班）”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

中国农村研究院为适应研究生教育培养创新和教育部的需要而成立，旨在培

养一支专门的调查研究队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创新研究生培养

模式， 力争将基地班打造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闪亮的学术品牌和研究生培养高

地。基地班将贯彻“创新性、实用性、开放性”宗旨，从培养目标、教学方式、

授课内容和考核方式等方面着力突破，旨在打造一个着重能力培养的研究生教育

培养创新基地。

二、 培养目标

围绕高水平人才建设的要求，提升研究生专业素养、理论功底，培养具有宽

广学术视野和学术能力的创新性人才。同时，对于具有潜质的学生实施定向、定

点、定位的专门、精心的培养，使其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信念和较强自主创新能

力的卓越型人才。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实证调研能力，掌握科学研究

方法，具有严谨的学风，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1、提高学生的“动脚”能力。实践育人，扎根中国大地做调查、做学问是

基地班的特色所在。基地班逐步打造了立体化的调查网络，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

地调研机会，通过“双课堂-双导师”模式的建立，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提升。

启动新版“中国农村调查”，通过开展深度农村调查、家户制度调查、农民口述

史调查等，为学生提供调查研究的平台。同时，立足国家急需，前往一线开展问

卷跟踪。自 2009 年以来，连续十一年开展“百村观察”调研项目，每年两次在

全国 305 个地点村庄开展跟踪调查。另外，立足地方发展，参与改革前沿问题

研究。为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充分开展校地合作，鼓励学生走进地方政府

实践。

2、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提升研究生的写作能力，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形成了通关式写作训练模式，让学生的写作能力逐步强化。组织学生撰写咨

政报告，服务国家决策；撰写地方改革创新经验材料，了解基层动态；参与发展

报告写作，强化研究能力。一方面，鼓励学生及时将自己的调研成果转化为理论

知识；另一方面，基地班引导学生将第一手资料与理论知识结合，将调研结果应

用到国家建设和服务当中，使学生在写作中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在资政服务中

体现自己的价值。

3、提高学生的“动口”能力。基地班的学生除了以提升学生的调查能力和

写作能力，还要提高学生的“动口”能力，一是百村讲坛演讲，学生自愿申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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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为全院师生分享调查内容与发现。二是学术沙龙讲述，学生团队自发组织开

展学术沙龙，在沙龙上发表演讲，和师生共同就热点问题进行交流。三是调查培

训宣讲，本学科每年均组织对全国调查员的培训，培训宣讲团队主要由调研经验

丰富的学生组成，为学生锻炼表达能力提供机会。

4、提高学生的“动脑”能力。基地班的学生在前三个阶段，即调查研究、

写作调查研究报告、写作咨询报告的基础上，重点立足第四阶段，要求学生以定

点观察的村庄为对象，以农村的实情为内容，从理论视角切入，做到“微观叙事、

宏大研究”，写出立足于本土实际且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

5、增强学生“管理”能力。基地班积极引导学生开展自我管理和服务，给

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实践的广阔平台。学生通过民主方式组建自治组织，实现自主

管理，并根据兴趣，引导学生参与平台运作和建立志愿小组，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综合能力。本学科数据库、网站、微信公众号从设计到建设、从收集数据到营运，

全仰赖于学生设计、规划、营运。

三、教学方式与课程设置

基地班根据人才建设的要求，大力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突破传

统模式的限制，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力争建成具有中国特色、

适应高峰领域需要的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1、课程体系创新。在保障基础课程、专业课程质量的基础上，设置更多适

应型、应用型、能力型课程，比如更为精细化的田野调查课程、根据国家决策服

务需求开设的咨政研究课程等。同时，还增设研讨讲座和实践课，让学生在多元

课程体系中不断提升个人能力，夯实学习基础，培养创新性思维。

2、教学方式创新。在逐步提升传统课堂教学质量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力

度，基地班将全力打造“教室”与“田野”两个课堂、线上与线下两种教学方式，

加大指导教师现场教学的力度，强化在实习、实践中的互动教学。另外，在考核

方式方面，也改变以往试卷考试和学期论文的考核方式，将学生的参课率和课后

创新性论文列为重要考核内容，以此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的创造思维。

3、教学内容创新。基地班将田野调查、基层与地方治理研究，特别是十八

大以来政治发展的实践成果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融入进教学体系和培养体系，以

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实用性为目标，努力实现“三

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需要、有利于学科的长远

发展。

四、实践环节

基地班实践环节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调查实践，二是咨询服务实践，两

大实践环节均纳入课程化管理。实践环节一般安排在第 3 学年之前进行。实践

环节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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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村调查。调查实践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完成 2 次暑假百村调

查工作，调研时间分别为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的暑假；

2、口述史调查。在参与百村调查的同时，必须完成 9 个相关主题的口述史

调查；

3、咨询报告写作。研究生期间学生必须掌握咨询报告的写作方法，参与完

成至少 2 份咨询报告的撰写，咨询报告写作的评分可以作为《政治统计与计量

分析》的成绩参考。

4、其他调查。除上述实践活动之外，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科研与学习需求，

通过与指导教师沟通，在其指导下参加其他类型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所

有研究生必须参加上述的第 1、2、3 类实践活动，第 4 类实践活动可根据学生

个人需求选择参与。对于第 1、2、3 类实践活动，研究生必须在每个学期末将

实践活动要求完成的问卷、调研报告、咨询报告等提交导师，由导师审核后给出

各学期的实践评分。研究生实践课程的成绩必须于当年完成，作为奖学金、评优、

评先的重要依据。

在硕士论文开题前，已参加的实践活动都必须完成，并提交合格的成果材料，

由导师进行审核通过后进行评分。在预答辩前，所有实践活动都应当完成并提交

合格的调研成果，导师审核后综合评分，计入《农村调查实践》、《政治统计与计

量分析》的课程成绩，确认实践环节合格或者不合格。实践成绩不合格者，将无

法参加学位论文盲审。

五、科学研究

1、研究生应在入学后一个月内提交本人的学习和研究计划，根据本专业培

养计划和本人实际对自己在校期间的读书学习、科学研究、社会实践进行比较详

细的规划，并提交导师审阅。

2、研究生在校期间须完成以上课程的课程论文，成绩达到合格等次及以上；

导师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和社会实践，并鼓励在研究在省级及以上公开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须体现实证调查特色。为加强硕士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基地

班的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要求相对更为严格。

1、论文选题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必须体现实证研究特色，依托研究生期间参与实证调查的

实证材料进行。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以实践与理论结合为导向。

在第四学期内确定学位论文选题。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

的研究、自愿自主报名参加本院组织的社会调查和实践研究，获得更多的一手数

据和调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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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规范。

学位论文规范格式、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须符合国家学位

条例、国家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新要求、华中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以及

有关文件规定。

3、论文开题制度。

硕士研究生实行预开题制度，预开题时间一般为第四学期 6 月中旬。未参

加预开题的研究生，将不能参加正式开题并自动延期毕业。如有特殊情况，须提

交《延期开题申请表》，导师和导师组均同意方可参加正式开题。

正式开题一般在第五学期 9 月中上旬。导师组根据研究生开题报告给出审

定意见，通过开题的研究生，方可进入论文写作与毕业答辩环节。未参加正式开

题的同学，将视为自动延期毕业，推迟半年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预答辩制度。

硕士研究生实行预答辩制度。硕士研究生须在 1 月 20 日将论文初稿提交

导师与研究生秘书，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延期毕业。预答辩由各导

师自行组织安排，可以邀请 2-3 位学院老师、博士生参加讨论。预答辩原则上

应在 3 月 1 日前完成。

预答辩结果为“通过”或“修改后通过”，硕士生根据导师意见修改完善论

文，经导师同意后，提交研究院进行学位论文盲评；预答辩结果为“修改后通过”，

硕士生须全面修改论文，并经导师审核同意后，提交研究院进行学位论文盲评；

若预答辩结果为“不通过”，将延期半年后再申请。

5、论文盲审要求。

研究院实行硕士学位论文全盲审制度。所有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都必须参加研

究院盲审，学院将聘请 3 位校外专家进行评阅。

6、论文质量要求。

硕士研究生必须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实证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在指

导教师的指导下单独完成学位论文，并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杜绝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

硕士学位论文严格按照《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和结

果认定处理办法》（修订稿）的规定，通过研究生院“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

测系统”，对所有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复制比检测，所有论文只检测一次。

七、就业方向

基地调查班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专业学习与学生兴趣

结合，不仅要培养一支专门的调查研究队伍，还要培养一批适应社会、服务社会

的新世纪人才。

1、机关事业单位。基地调查班学生将通过资政报告以及调查报告的写作，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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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自身的写作功底，为毕业参加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招考奠定基础。

2、高校及研究机构。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以“脚踏实地”

的严谨学风闻名，基地调查班学生将依托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

这一平台，以踏踏实实的调查基础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作风为进入高校打开方便之

门。

3、媒体行业。不同于其他学科，基地班学生凭借扎实的实地调查和敏锐的

发现视角以及深厚的写作功底，在日后媒体行业的竞争上占有优势。

4、咨询分析及培训机构。社会学调查方法研究、spss 统计分析方法是基地

班的基础课程，今后每一位基地班的毕业生都能够独立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决问

题，这一独特的技能能够有效地与新兴的咨询分析产业对接起来，为毕业生就业

开辟新的就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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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农业硕士课程简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学时

1 第一外国语 公共课 72

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公共课 18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公共课 36

4 政治学研究方法 专业课 32

5 政治统计与计量分析 专业课 32

6 研究生写作方法 专业课 32

7 调查研究方法 专业课 32

8 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 专业课 48

9 政治学理论 专业课 64

10 政治发展研究 专业课 64

11 农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 专业课 32

12 学术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专业课 16

13 中国政府与政治 专业课 32

14 政治人类学基本理论 专业课 32

15 公共政策分析与实践 专业课 32

16 农村基层治理研究 专业课 32

17 比较政治学 专业课 32

18 法政治学基本理论 专业课 32

19 农村调查实践 实践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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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

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全

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规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我部研究制定了

《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

一、准则是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的基本规范。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

一责任人，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广大研究

生导师立德修身、严谨治学、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个别导

师存在指导精力投入不足、质量把关不严、师德失范等问题。制定导师指导行为

准则，划定基本底线，是进一步完善导师岗位管理制度，明确导师岗位职责， 建

设一流研究生导师队伍的重要举措。

二、认真做好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各地各校要结合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实

际，扎实开展准则的学习贯彻。要做好宣传解读，帮助导师全面了解准则内容，

做到全员知晓。要完善相关制度，将准则真正贯彻落实到研究生招生培养全方位、

全过程，强化岗位聘任、评奖评优、绩效考核等环节的审核把关。

三、强化监督指导，依法处置违规行为。各地各校要落实学校党委书记和校

长师德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院（系）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直接

领导责任，按照准则要求，依法依规建立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违规责任认定和追

究机制，强化监督问责。对确认违反准则的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要按照《教

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教师〔2018〕17 号）和本单

位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处理。对违反准则的导师，培养单位要依规采取约谈、限招、

停招直至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一经查实， 要

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导师违反准则造成

不良影响的，所在院（系）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需向学校分别作

出检讨，由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采取约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纪律

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方式进行问责。我部将导师履行准则的情况纳入学位授权点合

格评估和“双一流”监测指标体系中，对导师违反准则造成不良影响的高校，将

视情核减招生计划、限制申请新增学位授权，情节严重的，将按程序取消相关学

科的学位授权。

各地各校贯彻落实准则情况，请及时报告我部。我部将适时对落实情况进行

督查。

教 育 部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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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

长期以来，广大导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立德修身、严谨治学、潜心育人， 为

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

师队伍建设，规范指导行为，努力造就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优秀导师，在《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的意见》（教研〔2018〕1 号）、《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基础上，

制定以下准则。

一、坚持正确思想引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研究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既做学业导师又做人生

导师。不得有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损害党和国家

形象、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行。

二、科学公正参与招生。在参与招生宣传、命题阅卷、复试录取等工作中，

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公平公正，科学选才。认真完成研究生考试命题、复试、录

取等各环节工作，确保录取研究生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不得组织或参与任何

有可能损害考试招生公平公正的活动。

三、精心尽力投入指导。根据社会需求、培养条件和指导能力，合理调整自

身指导研究生数量，确保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提供指导，及时督促指导研究生完成

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专业实习实践和学位论文写作等任务；采用多种培养方式，

激发研究生创新活力。不得对研究生的学业进程及面临的学业问题疏于监督和指

导。

四、正确履行指导职责。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因材施教；

合理指导研究生学习、科研与实习实践活动；综合开题、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考

核情况，提出研究生分流退出建议。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

务无关的事务，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

五、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秉持科学精神，坚持严谨治学，带头维护学术尊严

和科研诚信；以身作则，强化研究生学术规范训练，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杜

绝学术不端行为，对与研究生联合署名的科研成果承担相应责任。不得有违反学

术规范、损害研究生学术科研权益等行为。

六、把关学位论文质量。加强培养过程管理，按照培养方案和时间节点要求，

指导研究生做好论文选题、开题、研究及撰写等工作；严格执行学位授予要求，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严格把关。不得将不符合学术规范和质量要求的学位论文

提交评审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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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严格经费使用管理。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和学术交

流，按规定为研究生提供相应经费支持，确保研究生正当权益。不得以研究生名

义虚报、冒领、挪用、侵占科研经费或其他费用。

八、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人文关怀，关注研究

生学业、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

不得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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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科研教学综合能力评价办法

为了规范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指标的分配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项目及指标

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科研教学能力通过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两大类项目进行

综合评价。各项目评价指标及计分标准如下表格。

二、评价过程与方法

由研究生培养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指导教师近五年的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

生情况，根据每个指标的打分标准，计算每位指导教师的总分。

三、其他说明

1.本方法仅适用于学院核定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综合科研教学能力。核算结果

作为分配研究生招生指标的主要依据之一。

2.本方法经学位委员会审议，党政联席会批准后颁布实施。

3.未尽事宜由学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负责解释。

研究指导教师教学科研综合能力评价指标及计分标准

项目 指标 计分标准

科学

研究

科研项目

国家自科重点/国家社科重大/杰青、优青/理工科单项经费 200 万

元以上、文科 100 万元国家级项目
60 分/项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 40 分/项

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30 分/项

国家自科青年；国家社科青年；理工科单项经费 100 万元以上、文科 50

万元以上的纵向项目
20 分/项

省部级项目 5 分/项

其他项目 1 分/10 万元

学术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 40 分/篇

1 区 SCI/SSCI、AHCI(英文)、《地理学报》(中文) 20 分/篇

2 区 SCI/SSCI、AHCI(中文)，一级权威期刊 10 分/篇

3 区 SCI/SSCI、二级权威期刊 5 分/篇

4 区 SCI/SSCI、重点核心期刊、EI(J) 2 分/篇

认定成

果/ 知识

产权

获中国专利金奖 40 分/项

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20 分/项

发达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0 分/项

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5 分/项

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委托制定并实施的规划 5 分/项

地市级政府委托制定并实施的规划 3 分/项

咨询报告
国家级领导批示 20 分/份

省部级领导批示 5 分/份

行业标准国际行业标准 20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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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国家行业标准 10 分/项

地方标准 5 分/项

学术专著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40 分/部

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著 10 分/部

省市级出版社出版专著 5 分/部

成果奖励

国家级科研奖励 80 分/项

省部级科研奖励特等奖/一等奖 40 分/项

省部级科研奖励其他等级奖励 10 分/项

学术交流

国际学术会议大会主席 30 分/项

国际学术会议大会报告或分会主席 15 分/项

国内学术会议大会主席 10 分/项

国内学术会议大会报告或分会主席 5 分/项

科技部或科技厅批准的国际合作科学研究 15 分/项

人才

培养

指导业绩

国家百篇优秀论文 50 分/项

省优博士论文 40 分/篇

省优硕士论文 20 分/篇

一级学科评议组/专业学位优秀学位论文-博士 10 分/篇

一级学科评议组/专业学位优秀学位论文-硕士 5 分/篇

指导学生在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5 分/篇

指导学生获国家级 A 类比赛特等奖/一等奖 20 分/项

指导学生获国家级 A 类比赛其他奖励 10 分/项

心目中的好导师 10 分/项

指导经验

5-10 年 5 分

11-15 年 10 分

16-20 年 15 分

20 年以上 20 分

教研教改

国家级教研教改项目 20 分/项

省级教研教改项目 10 分/项

在核心期刊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5 分/篇

教材建设

国家级普通高校教材/教育部规划教材/马工程教材 30 分/部

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教材 10 分/部

省部级出版社出版教材 5 分/部

课程建设
国家级课程 20 分/门

省级课程 10 分/门

教学奖励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80 分/项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励特等奖/一等奖 40 分/项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励其他等级奖励 10 分/项

校级教学创新奖/研究生教学创新奖一等奖 20 分/项

校级教学创新奖/研究生教学创新奖其他等级奖励 10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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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项
指导毕业论文上级抽检不合格 -10 分/篇

指导研究生延期 3 年及以上未毕业 -5 分/人

说明：

1.指标确定是依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关于教学工作的评估指标，并考虑我

院教学工作实际及亟需强化的环节。

2.科研项目计算至规定研究期结束两年。

3.指导学生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是：①教师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本人指

导的学生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②论文发表期刊为重点核心及以上期刊或

SCI/SSCI/AHCI 收录期刊（以《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关于中文学术期刊级别认定

的基本规定》为准）。并且，此表中记为指导学生分的不再计入教师的科研分。

4.教研教改、课程建设项目均须为研究生培养工作范畴。教研教改论文的发

表期刊须为《<华中师范大学教师岗位聘用办法>补充意见》（华师行字[2018]37

号）规定的核心期刊范围。

5.除了国家级奖外，所有项目的署名第一单位须为我院或我校。我校或我院

署名为第二单位的按 50%计，第三单位的按 25%计。

6.教师合作项目或成果，根据署名排序按以下权重分解总分：第一 100%，第

二 50%，其他 1/n（n 为项目或成果完成总人数）。对于有通讯作者的学术论文，

通讯作者视同第一作者（多名通讯作者的只认第一通讯作者）。

同一成果以最高标准计分，且不重复计分。

2020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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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华中师范大学农业专业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道德

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与研究伦理，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在严格遵守知

识产权的基础上借鉴和创新。

2、专业素质

应具备良好的科学态度与团队协作精神，系统掌握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涉及

的各种基础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3、职业精神

应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立志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自觉履行职

业责任，掌握全面的职业技能，爱岗敬业，坚守优良的职业作风。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基础知识

既需要了解一般的农村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农村政治社会等学科的基

础理论，也应了解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传播、区域管理、资源管理、信息技

术管理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掌握一门外语，能

够比较熟练地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2.专业知识

应系统掌握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有关农村文化领域、农村

基层治理领域、农村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农村土地资源管理、农村土地整治

与生态环境建设、传统村落保护、乡村与农业旅游、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

建设、农村信息化、农村经济领域、农村推广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

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专业硕士生的实践训练应该至少占到整个学制的一半

时间。专业知识的学习主要集中在课堂讲授，而实践训练应该主要安排在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进行。实践训练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农村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调查

实践、农村发展规划与设计实践、农村空间规划与土地整治、乡村与农业旅游、

农村信息化、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农村发展项目管理实践、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

生产过程与管理实践、农业技术推广实践等。此外，还应接受和农村与区域发展

领域相关的案例分析课程。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的能力，了解国内外农村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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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发展的历程与动态，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不断获取理论研究和

实务工作所需要的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社会工作能力，不断发现新问题，获取

新知识，掌握新方法，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承担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基层治理、

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资源管理、美丽乡村建设等实务工作的能力。硕士生还

需要具备农村与区域发展分析与规划、发展项目管理与评估、农村发展研究与管

理方面的能力。同时，还应当具备良好的协作精神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

在农村发展实务中有效组织项目的实施， 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选题要求

（1）选题具有重要性（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选题应直接

来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所面临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选

题可以考虑，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现实问题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分析

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安全分析农村土地整治与粮食安全预警

传统村落保护

乡村与农业特色旅游农村信息化

农村土地管理政策

农村与区域发展项目规划和设计

农业推广与农村发展项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和环境影响评价

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统计数据分析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案例研究

农村文化调查与分析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能评价农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

媒介应用于信息传播对农村社会影响

（2）选题具有创新性（在方法、视角、数据等方面不同于已经做过的研究），

应有一定的工作量，能体现作者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村与区域

发展领域问题的能力。

（3）选题具有可行性，即研究生有条件、有能力完成选定的研究。2.学位

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国家或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学位论文格式的规范要求，包

括篇章结构和标题，文献的引用，图表的设计，数据和计量单位的表示，专用名

称和科学符号的使用等。

学位论文必须符合本领域论文研究范式的规范，从实际问题出发提炼科学问

题并建立适当的研究框架，收集必要的方法与数据。所用的研究数据、材料等必

须真实可靠，通过实证分析获得科学问题的合理解释及其政策含 义。

3.学位论文水平和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概念清晰、立论正确、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分析透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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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写作规范。同时，必须在某一方面提出新的见解，至少应符合下列标准之

一：

（1）发现新的研究问题，或者选用新的数据资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或

对他人已研究的问题提出新的认识；

（2）运用新的方法，进一步加深他人已有的认识，拓展该问题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

（3）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本学科的基本原理或理论研究成果，解决具体实

践问题，形成新的应用性成果，有一定的社会或经济效益。

4、学位论文的格式要求

学位论文应包括以下 6 个方面的要求：

（1）选题及意义。选题应基于农村与区域发展实践；论文成果应具有明确

的社会效益或应用价值。

（2）理论基础与文献。论文应建立在农村与区域发展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之

上，反映出作者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并能灵活运用；作者要充分收集与论文题

目相关的中外文献，了解相关课题研究的国内外发展情况与研究动态。

（3）研究方法、数据与案例来源与工作量。论文应采用与选题适合的研究

范式，设计应具有合理性，方法具有科学性；对数据与案例来源应进行比较详细

的说明；论文应具有充分的工作量，鼓励调查、实验、观察等深入实际的研究方

法。

（4）分析框架、研究结果与分析。论文应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对论文的

分析逻辑进行介绍。研究结果既要包括对数据与案例的基本描述，也要包括多层

次、多角度的分析结果，论文应对研究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提供

的数据、案例素材要具体、翔实、真实、可靠、有效，结果要言之有据。

（5）研究结论、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对论文结果进行简明总结，并

对论文可能存在的不足予以说明，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6）写作规范。

论文的核心部分应具有原创性并独立完成。引用他人研究成果必须完整准确，

注明出处，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论文应以中文撰写，正文一般不少于 2 万字。

应有中英文摘要，体例、结构、格式规范，符合文体要求；条理清楚，逻辑严密；

文笔流畅，表达准确。

5、学位论文的审核要求

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将按照学校要求，盲评与复制比检测均通

过才能获得答辩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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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提高研究

生待遇水平，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华师行字

〔2014〕140 号）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华

师行字〔2014〕475 号附件 2）文件精神，自 2014 年秋季学期起，设立研究生

国家助学金。为做好我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与发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在基本

学制年限内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委托、定向培养等在职研究生除外）。获得资

助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三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由学校统筹利用中央财政拨款和研究生学费收入

等资金设立，学校财务处、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经费管理及发放，研究生工作

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标准与条件

第四条 符合资助条件的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15000 元；硕士研究

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

第五条 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博士

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最长期限为不超过 29 个

月，

学制为两年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最长期限

不超过 19 个月。

第六条 硕博连读学生，在注册成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标准

发放助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标准发放助学金。 第七条

直博生和招生简章中注明不授予中间学位的本硕、本硕博连读研究生，按照当年

所修课程的层次阶段发放国家助学金。在选修硕士课程阶段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

发放国家助学金，进入选修博士研究生课程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发放国家助

学金。

三、发放与管理

第八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每年按照 10 个月发放，每年 2 月和 8 月不发

放国家助学金。学院按月向学校财务报送发放名单。

第九条 获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研究生，可以同时获得国家及学校其他各

类研究生奖助学金的奖励及资助。

第十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在下列情况下作出调整：

（一）研究生休学、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期间不发放国家助学金，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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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正常学制发放；

（二）研究生因故退学、转学（转出）或因其它原因终止学业者，从注销学

籍之日起停发国家助学金；

（三）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更改培养类别的，自更改批准之日起停发国家助学

金,并退还研究生阶段已发全部国家助学金；

（四）硕博连读研究生退出硕博连读的，自批准之日起停发国家助学金，并

按相关要求退还享受博士阶段的所有国家助学金；

（五）具有工作经历的非定向就业研究生所转档案不符合学校招生管理规定

的，不发放国家助学金，自全部档案材料转入学校之日起开始发放；

（六）采取伪造档案及相关材料等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国家助学金的研究生，

一经查实，立即停止发放国家助学金，并追缴已经发放的国家助学金，且按有关

规定给予处理。

四、其他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新老生按统一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院负责解释。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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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人才，激励先进，根据根据《华

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华师行字〔2014〕140 号）以及《华中

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华师行字〔2014〕475 号附件 3）文

件要求，同时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

办法（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面向全校全日制研究生，不含定向、委培、MBA、

MPA 等培养类型研究生。

第二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考查范围为研究生期间的综合表

现。

第三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统筹纳入到全校研究生奖励体系中，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和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社会捐赠奖学金不可兼得。

二、参评对象及基本条件

第四条 参评对象为我校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在基本学制年限内

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获得奖励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五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

请国家奖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

第六条 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质优良，关心集体，团结同学；

4.全面发展，综合能力突出，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工作、文化活动、社会实践

和志愿服务，并取得良好工作业绩或成绩者优先考虑；

5.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突出，其中，博士生要求在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

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篇；硕士生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

文一篇。

第七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

1．在学期间有违法犯罪行为或其他违纪现象，受到纪律处分的；

2.出现论文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3.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

第八条 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

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由于因私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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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参评资格。

三、评审组织

第九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

统筹领导、协调、监督奖学金评审工作，裁决对评审结果的申诉。评审委员会由

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任主任委员，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任副主任委员，学院

培养指导委员会成员、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研究生代表任委员。

第十条 学院以二级学科为单位成立评审小组，3 位以上导师和专业组秘书

老师任评审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各专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

第十一条 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履行评审工作职责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平等原则，即在评审过程中，积极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在平等、协商

的气氛中提出评审意见；

2．回避原则，即发生与评审对象存在亲属关系、直接经济利益关系或有其

他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情形时，应主动向评审委员会申请回避；

3．公正原则，即不得利用评审委员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单独或与有关人

员共同为评审对象提供获奖便利；

4．保密原则，即不得擅自披露评审结果及其他评审委员的意见等相关保密

信息。

四、评审程序

第十二条 有意愿申请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本人应如实填写《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申请审批表》，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提出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采

取研究生个人自主申报、各专业评审小组审核的方式终成绩，按总分排名确定推

荐名单，并上报学院评审委员会。

第十五条 评审委员会确定学院获奖研究生名单后，应在学院内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进行评审。

第十三条 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对所有研究生申报材料的课程成绩及科研成果

进行审核，并将材料反馈给各专业评审小组。

第十四条 以专业为单位进行评审，由各专业评审小组对各专业内研究生进

行综合面试考评；由各专业秘书老师负责统计计算最

五、奖励名额及评审细则

第十六条 国家奖学金学院具体分配名额参照当年度学校通知。各专业名额

根据当年各专业申报的具体情况进行分配。

第十七条 国家奖学金总成绩由科研社会活动加分和综合面试成绩两部分组

成。

1.总成绩 =综合面试成绩+ 科研社会活动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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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面试成绩 = 各评委打分加总（百分制）/ 评委人数

3.科研社会活动加分=英语水平折算分+科研折算分+社会活动折算分科研社

会活动加分细则见《科研社会活动加分细则》（附件 1）。

第十八条 关于研究生科研成果的说明见《关于科研成果的说明》（附件 2）。

第十九条 关于期刊级别的认定见《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期刊奖励目

录》（附件 3）。

六、奖励标准

第二十条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3 万元；硕士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

七、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

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城环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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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人才，激励先进，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及学校相关政策、研究生院《关于印发<华中师范大学奖助体系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华师行字[2014]14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华

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一）滚动实施对象

1、2014 年 9 月之后入学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

获得奖励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014 年 9 月以前入学的各年级

研究生不实行滚动奖学金。

2、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

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

恢复入学的第一学年按录取当年实际情况享受学业奖学金等级，不占用所在培养

单位当年学业奖学金指标。研究生申请延期答辩的，在延长学习期间不予评定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

3、有以下情节之一者取消其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

1）在学期间有违法犯罪行为或其他违纪现象，受到纪律处分的；

2) 出现论文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3）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

4、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

境外学习的研究生，仍具备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由于因私出国留学、疾

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

评资格。

（二）发放标准

学业奖学金分为三个等次，具体指标奖励标准如下：

类别 等级 奖励标准

博士生

一等 1.5 万元

二等 1.2 万元

三等 1 万元

硕士生

一等 1.2 万元

二等 0.8 万元

三等 0.4 万元

（三）评审组织

1.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统筹领导、协调、监督奖学金评

审工作，裁决对评审结果的申诉。评审委员会由学院院长和党政主要负责人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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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员，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任副主任委员，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生

辅导员、研究生秘书任委员。

2、学院以二级学科为单位成立评审小组，3 位以上导师和专业组秘书老师

任评审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各专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工作。

3、评审委员会成员和评审小组成员在履行评审工作职责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平等原则，即在评审过程中，积极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在平等、协商

的气氛中提出评审意见；

2）回避原则，即发生与评审对象存在亲属关系、直接经济利益关系或有其

他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情形时，应主动向评审委员会申请回避；

3）公正原则，即不得利用评审委员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单独或与有关人

员共同为评审对象提供获奖便利；

4）保密原则，即不得擅自披露评审结果及其他评审委员的意见等相关保密

信息。

（四）评审程序

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上一学年研究生的综合表现评定，实行动态管理。

将根据研究生上一学年课程成绩、科研社会活动情况和综合素质三方面来考核确

定获奖人员名单。

2、所有参评的研究生本人应如实填写《研究生滚动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申

请审批表》（附件一），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提出申请。

3、由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对所有研究生申报材料的课程成绩及科研成果进行

审核，并将材料反馈给各专业评审小组。

4、以专业为单位进行滚动奖学金评审，由各专业评审小组对各专业内研究

生进行综合面试考评；由各专业秘书老师负责统计计算最终成绩，按总分排名确

定各等级奖学金人员名单，并上报学院评审委员会。

5、评审委员会审核学院获奖研究生名单后，应在学院内进行不少于 3 个工

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审

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2 个工作日的公示。

6、经学校公示后,学院向财务处报送获奖名单后。当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将

通过财务部门一次性发放到获奖学生银行账户。

（五）奖励名额及评审细则

1、以二级学科专业为单位进行滚动评审，专业内各等级奖励名额以入学时

公示的为准。国家专项计划研究生，如少干、支教团研究生原则上保留原奖学金

等级，不参与滚动评审。奖学金等级分专业按总成绩高低排名分配。

2、滚动奖学金总成绩由上学年课程成绩、科研社会活动加分和综合面试成

绩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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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成绩 = 课程成绩*40% + 综合面试成绩*40% + 科研社会活动加分

2）课程成绩为上一学年所有课程成绩的加权平均成绩（百分制）。

3）综合面试成绩 = 各评委打分加总（百分制）/ 评委人数

4）科研社会活动加分 = 英语水平加分 + 科研加分 + 社会活动加分

5）科研社会活动加分细则参考《科研社会活动情况加分细则》（附件二） 。

关于研究生科研成果的说明见《关于科研成果的说明》（附件三）。关于期刊级别

的认定见《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期刊奖励目录》（附件四）。

（六）附则

1、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2、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定执行。

3、本办法由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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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人才，激励先进，根据根据《华

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华师行字〔2014〕140 号）以及《华中

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华师行字〔2014〕475 号附件 3）文

件要求，同时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

办法（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面向全校全日制研究生，不含定向、委培、MBA、

MPA 等培养类型研究生。

第二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考查范围为研究生期间的综合表

现。

第三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统筹纳入到全校研究生奖励体系中，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和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社会捐赠奖学金不可兼得。

二、参评对象及基本条件

第四条 参评对象为我校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且在基本学制年限内

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获得奖励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五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

请国家奖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

第六条 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诚实守信，品质优良，关心集体，团结同学；

3.全面发展，综合能力突出，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工作、文化活动、社会实践

和志愿服务，并取得良好工作业绩或成绩者优先考虑；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突出，其中，博士生要求在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

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篇；硕士生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

文一篇。

第七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

1．在学期间有违法犯罪行为或其他违纪现象，受到纪律处分的；

2.出现论文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3.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

第八条 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

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格；由于因私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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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期间内原则上不具备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参评资格。

三、评审组织

第九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

统筹领导、协调、监督奖学金评审工作，裁决对评审结果的申诉。评审委员会由

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任主任委员，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任副主任委员，学院

培养指导委员会成员、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研究生代表任委员。

第十条 学院以二级学科为单位成立评审小组，3 位以上导师和专业组秘书

老师任评审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各专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

第十一条 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履行评审工作职责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平等原则，即在评审过程中，积极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在平等、协商

的气氛中提出评审意见；

2．回避原则，即发生与评审对象存在亲属关系、直接经济利益关系或有其

他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情形时，应主动向评审委员会申请回避；

3．公正原则，即不得利用评审委员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单独或与有关人

员共同为评审对象提供获奖便利；

4．保密原则，即不得擅自披露评审结果及其他评审委员的意见等相关保密

信息。

四、评审程序

第十二条 有意愿申请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本人应如实填写《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申请审批表》，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提出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采

取研究生个人自主申报、各专业评审小组审核的方式进行评审。

第十三条 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对所有研究生申报材料的课程成绩及科研成果

进行审核，并将材料反馈给各专业评审小组。

第十四条 以专业为单位进行评审，由各专业评审小组对各专业内研究生进

行综合面试考评；由各专业秘书老师负责统计计算最终成绩，按总分排名确定推

荐名单，并上报学院评审委员会。

第十五条 评审委员会确定学院获奖研究生名单后，应在学院内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

五、奖励名额及评审细则

第十六条 国家奖学金学院具体分配名额参照当年度学校通知。各专业名额

根据当年各专业申报的具体情况进行分配。

第十七条 国家奖学金总成绩由科研社会活动加分和综合面试成绩两部分组

成。

1.总成绩 =综合面试成绩+ 科研社会活动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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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面试成绩 = 各评委打分加总（百分制）/ 评委人数

3.科研社会活动加分=英语水平折算分+科研折算分+社会活动折算分

科研社会活动加分细则见《科研社会活动加分细则》（附件 1）。

第十八条 关于研究生科研成果的说明见《关于科研成果的说明》（附件 2）。

第十九条 关于期刊级别的认定见《研究生期刊奖励目录》。

六、奖励标准

第二十条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3 万元；硕士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

七、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

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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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人才，激励先进，根据学校《关

于印发<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实施办法>的通知》（华师

行字〔2013〕443 号）的文件要求，同时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华中师范大学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面向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研究生，

不含定向、委培、MBA、MPA 等培养类型研究生。

第二条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考查范围为研究生

期间取得科研业绩、参加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情况及日常综合表现。

二、奖励名额及标准

第三条 优秀奖学金奖励额度分为三等，三个等级总计按在校二年级及以上

全日制研究生总数的 15%—20%比例评定。

一等奖：博士研究生 3000 元，硕士研究生 2000 元；

二等奖：博士研究生 2000 元，硕士研究生 1500 元；

三等奖：博士研究生 1000 元，硕士研究生 1000 元；

第四条 单项奖学金奖励标准为，100—500 元/人。名额分配参照当年度学

校研工部通知。

三、参评基本条件

第五条 参评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质优良，关心集体，团结同学；

第六条 有以下情节之一者取消其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参评资格：

1．受到党、团或学校通报批评及纪律处分的；

2.在学术研究中，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3.参加非法组织及活动的；

4.课程考试不及格的；

5.未按学校规定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

6.违反研究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的。

四、优秀奖学金评定细则

第七条 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正式见刊，录用通知无效；要求以华中师范大

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身份（导师第一作者，研究生第二作者可

以认定为研究生第一作者）；刊物级别以学校科研部门认定的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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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优秀奖学金分为三个等级： 1.一等奖学金

（1）学习勤奋，一学年各科成绩加权平均分在 85 分及以上（单科不低于 80

分）；

（2）英语通过 CET-6；

（3）其它要求：

——博士研究生：本年度在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篇；

——硕士研究生：本年度有科研成果者或本年度担任研究生干部、研究生助

管等职务一年及以上者优先考虑。

2.二等奖学金

（1）学习勤奋，一学年各科成绩加权平均分在 85 分及以上（单科不低于 75

分）；

（2）英语通过 CET-6；

（3）其它要求：

——博士研究生：本年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篇；

——硕士研究生：本年度有科研成果者，或本年度担任研究生干部、研究生

助管等职务一年及以上者优先考虑。

3.三等奖学金

（1）学习勤奋，一学年各科成绩加权平均分在 80 分及以上（单科不低于 75

分）；

（2）其它要求：

——博士研究生：本年度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本专业方面的学术论文一

篇；

——硕士研究生：本年度有科研成果者，或本年度担任研究生干部、研究生

助管等职务一年及以上者优先考虑。

五、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

第九条 参评单项奖学金原则上以在校外获得奖励和成果为支撑，一般不得

以在学校获得的其他荣誉和奖励为支撑申报单项奖学金。

第十条 单项奖学金评选每年一次，与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同时进行。已参加

了优秀奖学金评选的成果，不得再作为单项奖学金申报的成果。单项奖学金每人

每次限报一项。

第十一条 单项奖学金分为 5 个类别，分别是：社会公益奖、优秀论文奖、

学习优秀奖、科技成果奖和学生工作奖。

1．社会公益奖

（1）积极参加学校等单位组织的各种政治性、文艺体育等类型校园文化活

动， 表现突出并做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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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三助”工作中，吃苦耐劳，表现突出并做出了显著贡献；

（3）在其他社会公益活动做出了显著贡献。

2．优秀论文奖

（1）在学校认定的奖励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2）在学校认定奖励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学术著作。

（3）在一级学会学术报告会及征文中获得奖励。

3.学习优秀奖

（1）参加专业性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

（2）英语成绩突出,参加英语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

4.科技成果奖

（1）当年在全国及省级科技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

（2）当年获得发明专利或正在申报发明专利；

（3）在实习、实践中为单位节约资金，提出改进方案，为单位作出重大贡

献。

5.学生工作奖

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各级党、团、研究生会工作。六、评定组织

第十二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工作小组，负责学院研究生优秀

奖学金的评审规则制定和具体评定。

七、评定程序

第十三条 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的评定采取研究生个人自主申请、评定小组审

核的方式。

第十四条 有意愿申请优秀奖学金的研究生本人应如实填写《研究生优秀奖

学金申请表》，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评定小组根据评定细则对申请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评定。

第十六条 评定小组确定学院获奖研究生名单后，应在学院内进行公示。公

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

八、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后，按新规定

执行。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城环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小组负责解释。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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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实施细则

为了加强我院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学位研究生（硕博）的培

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

见》文件精神和学校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选聘研究生导师的基本原则

第一条 研究生导师的选聘，应强化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意识，防止

形成导师终身制。

第二条 研究生导师的选聘工作要充分发挥各级学术组织的作用，坚持标准、

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

第三条 在研究生导师的选聘工作中，各培养单位应加强对研究生导师“师

德师风”考评，坚决杜绝师生“学术不端行为”，严格实行“学术不端行为”一

票否决制。

第二章 研究生导师的基本条件

第四条 热爱教育事业，对培养研究生有高度的责任感，熟悉并严格执行学

位条例及国家和学校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各项规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能认真

履行导师职责，身体健康，每年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内指导研究生。

第五条 硕士研究生导师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职称，或具有讲师

职称且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在岗教学与科研人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具有教授（或相

当职称）职称，或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成绩、贡献突出的副教授。

第六条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备开设

研究生课程的经验和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各外语专业的导师，第二外

语也应达到上述水平），能指导研究生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第七条 一般情况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只能在一个学术型专业和两个专业

学位领域招生，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只能在一个学术学位和一个专业博士学位领

域招生；

第八条 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和较丰富的科研经验，有稳定的研究方向，所从

事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主持或承担科研项目，有比较

显著的科研成果和一定的科研经费。

第九条 如有需要，我院可根据学科发展的不同情况，对学术水平、科研成

果与经费的基本要求制订相应的实施标准，其标准不得低于学校规定，经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通过后，报学校备案。

第三章 选聘研究生导师的办法和程序

第十条 研究生导师选聘工作每年一次。

第十一条 每年 6 月 30 日之前，申请人向学院提出申请，填写当年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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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年度上岗资格审批表》，经研究生管理办统计成果和

预审，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本办法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并根据当年硕

士和博士招生指标，提出选聘名单。上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研究

生院复审和备案。如研究生指导教师须选聘中有特殊情况，提请上一级学位评定

委员会裁决。

第四章 其 他

第十二条 凡在我院申请挂靠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外单位教师，只作为第

二导师与院内硕导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第十三条 博士学位讲师职称到我院任职的教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在满

足《研究生导师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须预聘期考核合格，

方可申请上岗。在此之前可申请成为导师助理，协助其他导师培养硕士研究生（助

理导师岗位的设置见附件）。

第十四条 列入当年招生计划的研究生导师当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含全日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不超过 6 人。具体招收全日制硕士（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人数上限为：教授 6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2 人；新增导师副教授 2 人，

讲师 1人。博士生指导教师按实际招生计划划拨情况分配招生计划。

第十五条 本选聘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在城环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5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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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聘任上岗的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要求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落

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 号)，《关于印发<华中师范

大学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华师行字

【2019】51 号）和《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条例》等文件要求，

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健全岗位聘任机制，经研究拟制定“城市

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聘任上岗的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要求”。

一、基本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能教书

育人，为人师表，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团结协作的精神。能

认真履行导师职责，每年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国内指导硕士生。

（二）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达到副教授评聘条件具有博士学位且预聘期考

核合格讲师。

（三）首次招生的硕士生导师，应协助培养过一届硕士生，培养质量较好，

具备承担指导硕士的经历和能力。

（四）有协助申请者本人指导硕士生的学术团队。

（五）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学术水平居国内本学科的前列，能及时掌握本学

科的前沿领域及发展趋势，有重要的科研成果。承担有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

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可供培养硕士生。

（六）科研项目、课题均以华中师范大学为牵头或负责单位；学术论文等成

果应与研究方向相关，申请者为第一作者或通讯联系作者，且第一署名单位为华

中师范大学，增刊类论文和校内项目不计。

二、正常聘任

（一）资历条件：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二）基本科研条件：

近五年来的科研工作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中的两项或满足某一项条件的二倍，

其中发表的论文近三年内至少占二分之一。具体如下：

1.在《中国科技论文源统计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核

心期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理工类学术论文 3 篇，且有 1 篇被 SCI、EI

（J 刊）或重点核心期刊收录，或发表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 4 篇，且有 1 篇被

SSCI、CSSCI 或重点核心期刊收录；

2.正式出版学术专著（含教材）1 部，且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

3.近三年内，承担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科研项目，或累计科研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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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元及以上。

三、破格聘任

对于不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近五年内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等方面成绩、贡献突出，且满足基本条件的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两项（其中，

①和②中必选 1 项，③、④和⑤中必选一项），可破格聘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 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

② 近三年主持省部级项目两项，或主持横向项目累积到账经费 50 万元。

③ 在重点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2 篇或发表 SCI、SSCI、AHCI 收录论文 2

篇。

④ 发表中科院分区（JCR）二区论文 1 篇，或在中国社会科学、地理学报

和文科 24 种权威论文 1 篇。

⑤ 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前 10 位，三等奖

前 5 位），省部级奖励（一等奖前 5 位，二等奖前 3 位，三等奖前 1 位）

四、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以及科研项目主持人的认定及共同承担科研项目

的经费分解问题，以学校科技处和社科处审核发布的文件为准。

五、本选聘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在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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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在学校实行学位与研究生管理校院两级管理体系和的背景下,制定

城环学院学位与研究生管理制度，目的在于规范学院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推

进学院学科建设的全面发展。

第二章 学位与研究生管理机构

第二条 研究生德育工作领导小组

1.设院研究生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分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

院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副组长，博士及硕士学科指导组组长为成员。

2.研究生辅导员和由学院聘请的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具体负责学院研究生的

德育相关工作。

3．学院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在岗的教师担任研究生班主任。

第三条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1.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一般由 7-15 人组成，任期 2-3 年。设主席 1 人，副

主席 1 至 2 人，可连任，一般不超过三届。由研究生秘书兼任学院学位评定委

员会秘书。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协助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

2.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审议本学院学士学位人员名单；

（2）核查本学院硕士、博士学位申请人是否具有答辩资格、答辩程序是否

规范，提出本学院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建议名单；

（3）审查并提出本学院新增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

单；

（4）研究并落实本学院学位点申报或调整等相关事项；

（5）研究并提出本学院学位授予及研究生教育工作中有争议问题的处理意

见。

4.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对需要进行表决的事项进行表决的事项进行充分审

议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成

员同意，作出相应的决议（出席会议的委员必须达到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每

次会议必须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并存档备查。

5.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经主席签章后，连同相关附件一起分别报送相应

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第四条 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

1．学院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由院长、书记、分管副院长、博士及硕士研

究生学科指导组组长组成，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1-3 名。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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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员由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审议推荐，研究生院审核，主管校领导审定后聘

任。每届聘任期 4 年，可连任，必要时可调整。

2．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学院研究生导师遴选的初审及招生培养任务分配；

（2）制定学院研究生的培养标准和方案并组织实施。

（3）组织开展学院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建设和实践实习基地建设。

（4）组织实施学院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

核、分流与淘汰，以及学位论文答辩等培养工作。

（5）定期检查、评价、反馈学院研究生在学培养质量和职业发展质量。

（6）组织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

（7）考核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履职情况，维护研究生指导教

师 权 益 。

3．定期召开全体会议，总结、部署学院所有学科的学期、学年研究生培养

工作，研究、审议研究生培养的重大事宜。

4．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依规

管理，科学民主决策，重大事宜表决须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获得三分之二以

上到会成员的同意。

第五条 学科指导组与学位点建设

1.按博士及硕士授权点组建研究生学科指导组，具有导师资格的教师为学科

指导组成员，在岗的青年教师可担任学科指导组秘书。学科指导组组长由学院根

据学位点建设需要，通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学院教授委员会讨论、党政联席

会审议通过、学院任命的方式产生。我院实行导师负责制、集体培养制和指导组

组长协调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2.研究生学科指导组的基本职能。专业指导组全面负责本学科的研究生培养

工作。主要内容包括：设置本二级科学的招生方向；拟定本二级学科的培养方案；

负责本二级科学招生的自主命题课程的命题及评卷工作；提出导师指导研究生的

初步方案；组织本二级科学研究生的集体开题报告；负责组织协调本二级科学研

究生的论文答辩申请与答辩工作；负责组织本二级学科各类奖学金评定工作。

3.专业指导组组长的产生。每个专业指导组设组长 1 名，学科指导组组长

由学院根据学位点建设需要，通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学院教授委员会讨论、

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学院任命的方式产生，任期四年。

4、每位教师只能担任一个学科指导组的组长；如学科指导组组长在任期内

某一学年未能通过学院及学校的硕导/博导选聘上岗工作，需另选他人。 5.学科

指导组组长的主要职责

（1）专业指导组组长负责专业指导组的全面管理工作，并负责本专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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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工作。

（2）与学院主管领导商定本专业年度招生计划，组织编制本专业招生目录，

主持本专业招生命题、评卷、复试以及录取工作。

（3）审定本专业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和学位论文工作计划，组织本专业

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评审和答辩会。

（4）会同学院组织本专业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与考核以及各种学术活动。

（5）定期检查专业指导组成员的工作情况，组织开展本专业研究生的教研

工作，定期（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召开导师组会议，研讨研究生培养与专业建设

工作。

（6）配合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导师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

三章 研究生导师管理工作

第六条 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

根据研究生院相关文件规定，学院结合实际，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

环境科学学院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实施办法》和《华中师范大学城

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实施细则》。学院导师资格

审核和选聘工作每年一次，相关要求、办法和程序按上述文件执行。每年 5 月

下旬遴选，获得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可在下学年招收研究生。

第七条 研究生导师的基本职责

1.研究生导师应成为研究生德育工作的主体。关心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参与

指导研究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就业；

2.研究生导师应在导师组的具体领导下，全面负责研究生的学术成长。主要

内容包括：制定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拟订年度学习计划，指导研究生开展课

题研究；审核论文开题报告并向导师组推荐，指导和检查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和学

位论文工作，负责研究生论文的定稿和推荐答辩工作；每月至少听取一次学生的

学术汇报，并给以及时的指导；每学期至少一次向导师组汇报研究生培养工作进

展情况；

3.研究生导师应全面负责研究生培养经费的管理工作，合理使用研究生培养

经费。

4.研究生导师必须承担学校、学院和导师组布置的其他与研究生教育有关的

工作，主要包括：参与拟定招生方向设置与招生计划；承担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

和评卷；参与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等。

第四章 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

第八条 研究生招生管理机构

成立由院长、书记为组长，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为副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导师组组长和院研究生秘书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对研究生招生专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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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命题、阅卷、复试和录取工作进行全程管理。

第九条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 1. 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的分配

（1) 博士学院专业指导组依据社会需要和导师组成员的学术专长设置招生

方向，招生方向一经确定，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方向设置必须严格按照学校

有关规定执行，并与学科建设方向相一致，没有明确研究方向和相应成果及学术

梯队不健全者不得增设研究方向。

（2) 每位博士生导师根据个人的学术专长只可在 1 个方向招生，招生指标

根据学校当年下达学院计划指标和考生报考情况综合考虑分配。

（3）每位博士生导师最多只能录取 2 名普通计划考生（含硕博连读考生），

1 名少骨计划（不分汉族和少数民族）或对口支援计划考生。

2.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方法和规定参照《城市与环境科学学

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暂行办法》文件执行。

3.在职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

（1）担任在职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原则上为当年选聘上岗的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或已完整培养过一届以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在岗教师；

（2）原则上导师指导在职研究生上限数（含在职教硕、农推和免费师范生

教育硕士）为教授 7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3 人；由研究生管理办统筹管理。

第十条 研究生招生命题、评卷、复试和录取工作

1.在学校和学院的统一安排下，各专业指导组负责自主命题课程的命题与评

阅工作。

2.各专业指导组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试题的科学性。

3.参加命题的教师须签订命题承诺书，防止试题内容泄漏。

4.由学院复试和录取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研究生院复试工作办法统一安排学

院研究生复试工作，按学科（专业）成立复试小组，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或招生复试工作小组指导下具体实施面试和实践能力等考核。

第十一条 导师与（硕士）研究生指导关系的确认 1. 参照学生志愿与适度调

节相结合原则。

一方面，要参照研究生本人选择的专业研究方向来确立导师；另一方面，也

要在不同的学位类型（学硕和专硕）和导师之间进行适度调剂。

2.导师职称与导师业绩相结合原则。

（1）列入当年招生计划的硕士生导师当年招收硕士生（含全日制专业学位

研究生）不超过 6 人。具体招收全日制硕士（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人数

上限为：教授 6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2 人；新增导师副教授 2 人，讲师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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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有盲评结果不合格情况，应减少其下一

学年招生数量或停止招生。

（3）如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经由湖北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为

“ 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暂停相应类别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三年

内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有 2 篇及以上抽检结果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指导教

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三年。

（4）如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经研究生院复检认定为存在作

假情形（复制比检测结果超过 50%），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查实。其指导教师

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的，暂停其相应类

别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

3.学校统筹与专业指导组自主分配相结合的原则。

学校将根据《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暂行办法》和当年的生

源情况统筹安排各专业的招生数量，各专业指导组则根据相关要求和导师组成员

的具体情况进行分配，并报送相关主管领导审批备案。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指

导关系一经确认，则导师应全面负责研究生的学术培养、政治思想教育等工作。

第五章 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定

研究生在入学后一个月内应在导师组指导下，结合本人实际，制定出个人培

养计划。各专业指导组在指导研究生填写培养计划表时，请务必要求研究生是在

认真学习了最新版《培养方案》后科学、认真登陆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指导个人

培养计划。培养计划的审批程序：导师审核，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审核，研究生院

培养办审核，审批通过后打印导师签字后交研究生院管理办备案。培养计划是审

定研究生能否毕业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没有完成培养计划的研究生不能进入

论文阶段。

第十三条 研究生学位课程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修完规定的全部课

程，通过规定的考试，成绩合格。其中硕士学位课程考试加权平均成绩必须达到

76 分（含）以上。所修学分达到培养方案的要求后可进入学位论文准备阶段，

确定选题后需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第十四条 研究生开题报告

1.以二级学科组为单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专家审定组由 3 名以上

的硕士生指导教师组成，专业学位需聘请具有高级职称的校外专家参加。

2．开题报告的时间为每年 6 月份至 7 月。在职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如有特殊情况可于 12 月补开题一次。

3．报告者需制作 PPT 对开题报告进行阐述，阐述时间不得少于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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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阐述结束后由开题组导师对其报告提出建议和修改意见。

4．开题报告结束后，专家审定小组集体评议并填写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审定

意见。审定意见应对研究生论文选题有明确的态度，建议和修改意见具体、明确，

交由研究生管理办存档。

5．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正式进入论文工作；开题报告未通过者，或因特

殊情况需变动学位论文题目及基本内容者，需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第十五条 研究生奖学金评定

学院研究生各类奖学金评定均按学校有关文件执行，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了适合学院学科特点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滚动（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于

每年 9 月评定。

第十六条 研究生日常教学管理制度

1. 研究生授课教师原则上要具有导师资格，严格控制非导师上课比例。具

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授课需经学科指导组组长提议并报主管院长批准；

2. 每位授课教师每学期实际授课门数不得超过 3 门，任课教师必须认真备

课、讲课，遵守教学规范。教学要有计划，授课时间及场地不得随意更换。建立

教案检查制度，学科指导组组长负责组织检查工作，教学过程要规范化。严格履

行调课手续，调课需经主管院长批准，并在研究生秘书处备案；

3.学位课及指定选修课一般不聘请校外或离退休教师授课；计划内课程外请

教师的课酬从聘请专业组或专业方向培养费中支出。外请教师需经专业指导组组

长及主管院长审批。

4.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按学校有关文件和计算方法法执行，学院根据导师、研

究生班主任、研究生指导组秘书的工作量可进行工作量的二次分配。 5.研究生

学术讲座须由联系人提交申请，报分管院长审批后交研究生管理办实施。

第六章 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学位论文的相关要求

1.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需按学校相关文件要求撰写。

2.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通过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辅助管理，其流程：

学位论文信息录入—导师填写评语—复制比初检—论文评阅—论文答辩—学位

申请—院会审核—复制比复查—分会审核—校会审核；学位申请者需根据研究生

管理办安排按时登陆系统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未按时提交申请，以自动放

弃答辩资格论。

3.博士学位论文于答辩前需有两篇与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学校科研

处认定的核心级别及以上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一篇权威核心、SCI）。 4.答辩

前学院对学位论文进行初次复制比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录入新系统； 复制比检

测结果（去除本人）大于等于 50%者将推迟半年参加答辩，结果大于等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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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50%的学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论文，答辩前需提交书面修改说明及

答辩申请（须由导师签署同意参加答辩意见）给答辩秘书后方可参加答辩。

5.答辩结束后，研究生院学位办将对学问论文再次进行检测，并将复制比超

过 15%的人员名单及检测报告反馈给分会,由分会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学位论文的评阅

1.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核定稿后，还必须提交同行专家评阅。经

同行专家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2.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人由指导教师提名，学科组审定并以答辩小组为单

位聘请。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为 2 至 3 名，由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专家担

任，至少有 1 人是校外的专家；博士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院学位办统一组织进行

盲评；每位评阅人同一答辩时期评阅我院学位论文不得超过 10 篇，由研究生管

理办统筹协调；导师不能担任论文评阅人。

3.对送审的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均为“同意答辩”意见的，准予进入论文答

辩环节；评阅结果中有“修改后直接答辩”意见，且没有“不同意答辩”意见的，

必须修改论文，经指导教师审阅通过，准予进入论文答辩环节。答辩前应向答辩

委员会提交论文修改报告；评阅结果中有“不同意答辩”意见的， 原则上本次

不能进入答辩环节，必须修改论文，半年后重新进行盲评。

4.对评阅结论提出申诉的，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进行仲裁。由学位申

请者本人写出申诉报告，导师、学科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给出鉴定性意见。

若以上审核均获得通过，将作为特殊问题提请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逐级审议。

第十九条 学位论文答辩

1.论文评阅人评审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安排在 5

月中下旬。

2.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4 至 5 组成，其中应有 1 名校

外的同行专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6 至 7 人组成，成员应由本学科、

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 担任。

其中至少应有 1 名校外的同行专家。答辩委员会设秘书 1 人，一般由讲师以上

的人员担任。

3.专业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4 至 5 组成（不含导师），评阅

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 1 名来自相关专业实践领域的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的专家；导师可参加答辩会，但不参与其学生的学位授予表决。

4.学位论文的评阅人可聘请为答辩委员会委员，指导教师可担任答辩委员会

成员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5.答辩委员会必须坚持学术标准，保证质量，不降格以求。委员会的每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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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均应认真审阅论文，事先做好答辩提问的准备。

6.答辩委员会对是否同意授予学位，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全体成

员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方得通过。未出席的委员不得委托他人或以通讯方

式投票。答辩委员会秘书应对委员的提问、论文作者的回答以及答辩委员的评议

和表决等情况做详细记录。

7.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需将申请人学位申请书中的有关材料进行整理、填

写完毕后，送学院研究生工作秘书汇总后交学位办公室，提请分、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审查。

第二十条 学位评定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应按照规定的学位授予标准和原则对学位申请者进行全

面的审核，综合评价，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含）

以上成员同意，作出建议授予相应学位的决议，上报学位分委员会。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 2015 年月日起开始实施，试行一年后将根据具体情

况修订。 本章程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委托学院科研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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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华中师范大学MBA 教育项目于 2009年获得办学资格，迄今已成功办学十

余年。MBA教育秉承我校“忠诚博雅、朴实刚毅” 的校训精神，培养具备良好的

人文底蕴、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较强的领导力与创新创业精神，掌握宽

广的现代管理理论和系统的知识结构，具有国际化视野、深谙国情的高层次应用

型、复合型、创新型中高级管理人才。该教育项目依托于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

师资力量，并充分整合学校与学院的各种资源，累计培养MBA学生 1000余名。

为了办好该教育项目，在学院的领导下，设立了MBA教育中心，有独立的办公

室、资料室与MBA专用教室。MBA教育中心配备主任 1名，党支部书记 1名，

副主任 2名，教学秘书 1名，辅导员 1名。

MBA学生培养共设置四个主要的方向，分别是：（1）企业运营与创新创业：

围绕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创业模式、新媒体营销、公司运营管理等领域开展

深度或交叉研究；（2）房地产企业经营管理：扎根中国大地，研究我国房地产行

业的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房地产企业管理提供对策；（3）金融管理：利用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统计计量与金融工程方法，在微观金融风险管理、资

产定价、量化投资、公司金融等方面予以研究；（4）人力资源管理：以现代人本

主义为根本思想，将传统的“六大模块”与流行的“三支柱”相结合，系统地探讨各

行业企业组织中的人员管理问题。

二、主要内容

（一）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华中师范大学MBA致力于走多学科交叉培养的特色化发展道路，充分发挥

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优势，

在育人模式上，促成“专业学习、技能训练、素质教育、职业实践”四位一体相融

合；在课程构建上，实现基本理论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学科前沿与模拟实验相结

合、分析工具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职业能力与人文素养相结合。具体而言，我院

MBA生源具备以下特色：

（1）生源质量同比较高。在招生环节，除必须要达到国家东部 A类线的录

取资格外，学员还侧重于选拨教育背景、个人特质与职业发展潜力较好的学生，

更加关注学生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工作经历和社会道德感，为培养过程中塑

造高素质、创新型的商界管理人才培养奠定基础。从近四年的MBA报名申请人

看，我校上线人数远大于我校实际录取人数，这就为我校从严招生标准、挑选高



710

素质学生创造了较好的生源条件。如 2018到 2020级录取学员的学历结构中，80%

以上的学生具有大学本科学位，具有较好的商科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

（2）专业背景高度相关。在招生阶段，学院对实践能力与工作经历的考察

就显得尤为重要。我校在招生过程中，首先根据考生参加MBA联考通过国家线

即可取得拟录取资格；然后招生重心从笔试转变成评审和面试，相对理论知识而

言，这个环节更加注重对考生潜力、工作业绩、创新能力等综合素养的考察。从

实践来看，也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我校录取的考生绝大多数来自银行、证券、物

流、制造和房地产等行业，具有 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学员占有较大比例；部分

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为企业部门负责人，展现了较好的管理能力，正处于事业成

长上升期。

（3）注重学员综合素质。MBA强调基本理论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学科前沿

与模拟实验相结合、分析工具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职业能力与人文素养相结合，

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中高级管理人才。学生就业、满意度等情况良好。

1.2 招生标准

近三年来，我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服务社会需求为导向开展招

生工作，严格遵守各项纪律与规矩。

在录取环节，严格按照招生计划，全面考查学生的各项成绩和材料，通过科

学选拔择优录取，尤其在复试环节，成立由主管研究生教学副院长担任组长、

MBA 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为组员的MBA 复试资格审核小组，重点对进入复试

考生的学历与工作经验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复试阶段的专业笔试由MBA 中

心统一组织：专业面试前，考生随机抽签决定分组，每个面试组由责任心强、教

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且具有副教授职称以上的 3-5 名人员组成。复试阶段无

论笔试还是面试，均全程录像并存档备查。录取过程完成后，及时将全体录取考

生的统考成绩和复试成绩全部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通过严格执行

上述制度和流程，我校MBA在近三年的招生过程中未发现违规违纪问题。

学院严格执行教育部、学校和研究生院的相关文件精神，在校研究生院的监

督与指导下认真组织开展MBA的招生与录取工作，严格遵守各项招生纪律，严

格要求工作人员，严格规范招生各环节的工作流程，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和透明原则，切实保障广大考生的基本权益。

（二）基本条件

2.1 培养目标

MBA具体培养目标包括：

（1）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学风严谨，有强

烈的事业心以及团结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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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有较好的商科基础理论

知识和专业技能，能运用现代管理学研究方法与工具，洞察、分析并解决国内外

管理发展实践中新问题的能力。

（3）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社会道德感；具有高素

质和创新思维，能在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大型企业等相关领域从事组织管

理、高端咨询和社会服务工作。

2.2 师资队伍

我院不断加强对MBA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修订了《华中师范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MBA）教师评聘制度》，制度对MBA教师选聘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

办法及流程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选聘过程中，尤其关注MBA教师的政治导

向、师德师风等方面的表现。

目前，有 38 位校内教师为MBA 学员授课与指导毕业论文（目前无外籍教

师）。其中教授 13人，副教授 17人，讲师 8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31人，具有境外学

习经历的 15人；博导 7人，硕导 36人，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与学缘结构合理。

同时，针对MBA教育的特点与需要，经过MBA教育中心、学院、学校层层遴

选，还聘请多名政治上可靠、有企业或其他行业实践经验的校外兼职导师，主要

负责为 MBA 学员提供实习实践岗位、为学员讲座并指导实践实务课程。截止

2021年底，已有超过 30名校外导师到校为MBA学员提供指导和分享。

2.3 科研资源

（1）资源投入与条件

在学习实践资源上，学校不断加大投入，以改善MBA的培养条件。例如，设有

专门的案例室，配有 Stata、Python等计量统计软件，购买Wind等数据库，并购

买了一定数量的图书资料和数据库，详见表 1所示。

表 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册）

订阅国内期刊

（种）

订阅国外期刊

（种）

中文数据库

（个）

外文数据库

（个）
电子期刊（种）

21.61 9498 355 68 73 44 2678

同时还加大了实验室和研究基地中心的建设，为MBA教学与实践提供良好

的平台，详见表 2所示。

表 2 实验室、基地、中心等研究平台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级文科综合实

验教学中心
教育部 200911

2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房地产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省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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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荆楚卓越经管人才协同育人

计划

湖北省普通高校“荆楚卓越人才”

协同育人计划项目
湖北省 201707

4 湖北省 2011 协同创新团队
城乡发展一体化湖北协同创新中

心
湖北省 201301

目前，MBA教学与实践中可供使用的实验设备仪器总价值 618.58万元，实

验室总面积 1800平方米，其中单个实验室的最大面积为 100.6平方米。

（三）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我校MBA教育项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服务社会需求为导向开

展招生工作，严格遵守各项纪律与规矩。

在招生录取环节，严格按照招生计划，全面考查学生的各项成绩和材料，通

过科学选拔择优录取。复试阶段的专业笔试由MBA 中心统一组织：专业面试前，

考生随机抽签决定分组，每个面试组由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且

具有副教授职称以上教职人员组成。复试阶段无论笔试还是面试，均全程录像并

存档备查。录取过程完成后，及时将全体录取考生的统考成绩和复试成绩全部向

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通过严格执行上述制度和流程，我校MBA在

招生过程中未发现违规违纪问题。

学院严格执行教育部、学校和研究生院的相关文件精神，在校研究生院的监

督与指导下认真组织开展MBA的招生与录取工作，严格遵守各项招生纪律，严

格要求工作人员，严格规范招生各环节的工作流程，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和透明原则，切实保障广大考生的基本权益。

3.2 思政教育

（1）完善制度建设，筑牢管理基础

制度建设是学院各项工作正常有效开展的基础，是学院健康有序发展的有力

保障。学院MBA教育中心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

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或修订了各项学生管理制度，具体包括：《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考核的具体内容和办法》、《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全日制MBA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

理暂行办法》、《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实施办法（试

行）》、《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助你飞翔”奖学金评定细则》、《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曹阳学术基金评选细则》、《华中师范大学MBA联合会章程》、《华中师范大学

MBA校友会章程》等。这些制度为规范化管理MBA学生提供了保障。

（2）强化政治引领，夯实党建基础

学院以及MBA教育中心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毫不动摇的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扎实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双创”工作中，落实教师党支部书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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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连续获评校级文明单位、校“特色主题党日”一等奖、优秀组织单位一

等奖，获评支部好案例、书记好案例、党员好故事优秀成果。学院思政队伍发表

思政教育论文 30 余篇，参与省部级思政科研立项 10余项。28名教师参与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 1000余课时，7名教师参加省、校理论宣讲 100余场。

（3）聚焦学生发展，培育时代新人

MBA 教育中心依托MBA 学生党支部成立思源党史研究会，通过重读党史

经典，组织研究生对马列经典及中共党史结合专业所学进行专题研讨。积极组织

MBA学生参加中国MBA联盟、中部MBA联盟以及湖北省MBA联盟的各项活

动，荣获最受欢迎商学院教授、优秀MBA 指导教师、全国优秀MBA干部、十

佳特色商学院、十佳MBA联合会等多项荣誉。

在疫情期间，MBA 学生联合会和MBA 校友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学校

抗疫捐献口罩 1.3万只。MBA毕业学生王磊、吴霞疫情爆发第一时间为同济医

院、协和医院运送紧缺医疗物资，引起重大社会反响。

（4）打造精品活动，强化社会服务

学院MBA教育中心深入围绕“三全育人”建设任务和建设标准，重点打造

一批精品活动，推进育人工作一体化建设。2018年以来，MBA教育中心积极组

织学生参加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活动，顺利完赛并取得了巨大反响。MBA

教育中心协同学术型研究生管理部门，帮助学生快速适应研究生阶段学习。定期

举办“学生南湖学术论坛”，进一步培养学生学术气质、提升研究生学术研究热情。

组织开展“观百企、研百村、献百策、创百优”活动：每年组织百余名师生到世界

五百强企业参访实训，每年组织百余名师生深入农村进行“百村调研”，近年来向

中央部委或省市政府提供咨政报告近百篇，近年来培育各级创新项目百余项，符

合创业实体 3-5个。

扎实推进科研育人、实践育人工作，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参与脱贫攻坚评估

工作，服务地方。疫情期间，数十名研究生参与“学术抗疫”协助导师撰写资政报

告，全院围绕基层治理、农村经济、疫情防控等内容提交资政报告 91篇，被中

央部委或各级政府采纳批复 20篇。

（5）服务广大校友，搭建沟通桥梁

通过十余年的办学，我院已经培养了近 1000余名MBA 校友。为了更好地

服务这些校友，并在校友与在读 MBA 学生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学院于 2020

年开始筹备华中师范大学MBA校友会，拟定校友会章程，选举首届理事会成员。

受疫情影响，在 2020年底，通过网络的方式举办了隆重的MBA 校友会成立仪

式。在该仪式上，学校党委副书记查道林教授做了重要讲话，邀请南京大学赵曙

明教授做了专题讲座，学院领导班子、MBA教育中心全体成员以及约 300名校

友参与了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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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校友会积极关心学院的发展。例如，MBA校友会会长吴霞主动联系了

近 10名贫困的本科生，并为他们捐款；在学院院庆期间，校友王麒云为学院捐

赠了价值 5万元的物资；针对在校MBA以及其他类型学生在就业方面的困惑，

MBA校友会积极谋划，开展线上就业指导，并提供大量的就业信息。MBA校友

分布在多个行业，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校友代表及相关

信息如表 9所示。这些校友仍然时刻关注母校的发展，并通过财物捐赠、提供就

业机会、招生宣传等多种方式为母校做出贡献。

3.3 课程教学

（1）制定并严格执行《华中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课堂教学管理

制度》。办学点都集中在武汉南湖校区，没有其他异地办学点；在办学过程中，

主要由本校教师授课，未与任何教育培训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也未出现过“先

上课后入学”的现象。

（2）加强课程教学管理，在是否遵守政治纪律和规矩、是否贯彻了立德树

人精神等方面，针对每门课程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 PPT讲义组织校

内外专家就进行严格的预审查。在每门课程进行过程中，还会组织专家对教学情

况的随机检查，尤其关注教师在课堂上是否发表了违背中央精神的错误政治观点。

在每门课程结束后及时开展由MBA学员对课程教学质量的匿名评估。

（3）在教学日常管理过程中，注重对学生考勤的记录，安排两名专职老师

对学生进行考勤管理。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须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未履行请假

手续或超过请假期限，按旷课予以记录，旷课记录将直接影响课程的平时成绩。

凡每门课程缺课（含准假在内）累计达到课时 l／3及以上者，不得参加考试，

必须重修该门课程。

（4）狠抓课程的考核管理，严格杜绝“异地考试”、“远程考试”等不规范的

考核方式。课程考核的平时成绩部分以平时作业、案例讨论报告等为依据进行考

核，防止“送分”现象的发生。绝大多数课程考试在学期末由MBA教育中心统一

安排组织，考试试卷由教师批改签名后全部交由MBA教育中心存档备查，部分

选修课程采取课程论文形式进行期末考核，为保证考核结果有据可循，任课老师

也都按我校MBA培养要求给出了详细评语。

（5）重视学位论文的质量，制定有《华中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学位论文写作规范》，并逐年提高获得MBA 学位学历的标准。建立由导师负责

把关、开题、内部导师互评、外部专家盲评、预答辩、正式答辩等一系列的论文

评价流程和方法，以保证每篇MBA学位论文都能达到我校研究生毕业的要求。

在培养环节中，凡是发现MBA学位论文有学术道德与学术不端等问题，将取消

答辩资格甚至是学位证书。

（6）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领导听课制度》，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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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遵守政治纪律和规矩、贯彻立德树人情况的监督检查，听课人员包括学校党政

领导、主要教学管理干部及其他职能部门管理干部等，他们每年会随机去课堂听

课。学校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每学期还会带领学校各职能部门到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就MBA教育做专题调查，并针对可能存在的思想问题及时做出部署、

检查与改进。

3.4 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我校MBA教育中心非常重视实践教学，通过广泛建设实践素质基地、打造

课堂内外的互动机制等方式，全面提升MBA学生的实践能力。

（1）实践素质基地的建设

MBA 教育中心构建了多行业、多渠道的实践实习基地，以提升MBA 学生

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还针对MBA人才培养的特性，专门为MBA 学生实习与

素质教育建设实践基地 20余个。此外，学院还与校外机构共建研究生工作站，

共同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课堂教学中的互动与实践

在课堂教学中，MBA任课教师一般会选取有针对性的案例，贯穿课程，并

要求MBA学生以课后作业的形式，形成案例报告。通过这种方法，学生在学习

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回顾优秀案例的同时，对自己的具体工作进行系统的思考，并

形成文字。在课堂进行过程中，任课老师会鼓励学生相互讨论甚至是争鸣，教师

会有针对性地指导与点评。例如，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薪酬设计模块中，

任课教师会以某个企业现实的薪酬案例导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寻找

解决问题的答案，最后由老师点评，并引出与薪酬相关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上述

课堂教学中的互动与实践，既有利于提高学习氛围，也有利于提升学生在工作实

践中的战略思维和决策执行水平。

（3）课堂外校内的互动实践性活动

我校MBA教育中心举办具有知识性、竞技性的校内MBA 互动实践活动，

是丰富 MBA 学生的课外生活，活跃第二课堂的重要举措，也是 MBA 互动实

践学习的重要环节。我校MBA 班级较多，规模较大，MBA 互动实践性的活动

丰富多彩，具有代表性的、能够形成跨年级和班级的全体 MBA 学生都能参与

进来的活动主要有案例大赛、创业大赛和MBA系列讲座等。

（4）校园外与企业互动实践的拓展

MBA 校园外互动实践活动，是对理论课程和校内实践教学的拓展。我校

MBA 教育中心积极推动 MBA 培养方式“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注重学校

与企业的合作和互动，积极推进企业导师制，企业导师一般聘请相关行业的职业

经理人或董事长，参与 MBA 的培养，并对 MBA 学员的实践工作、学习和创

业活动进行指导，目前已经聘请四十多位 MBA 企业导师。MBA 教育中心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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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地派MBA 教师赴这些导师所在的单位进行实践学习，推动校外MBA 实

践教学的发展。

3.5 论文质量

在选题方面，当前的MBA选题更加契合时代的发展潮流。在 2021年，MBA

学位论文选题涵盖了互联网、大数据、国企混改、高端制造或服务等多个前沿领

域；在研究内容上，2021年答辩的MBA学生更加关注对某一个细分主题的深入

探讨。例如，对证券行业营销人员绩效工资研究、对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离职意愿

的研究、对影院经营财务风险的分析等；在研究方法上，MBA学生更加注重方

法的多样化与科学化，较多的论文采用了案例法、问卷调查法、客观数据法等，

使用的软件包括 SPSS、Eviews等。

由于我校MBA实施了较为严格的学位论文管理制度，每年仍有一定数量的

学生在开题、预答辩、盲审以及正式答辩等环节被评为不合格，进而延迟答辩与

毕业。对于所有答辩通过的毕业论文，在近几年湖北省学位办的抽检中，均未发

现有不合格者。

3.6 国际交流

在MBA 专业的国际化方面，MBA 教育中心精心设计并建立了涵盖课程语

言、课程内容、教材选择、案例开放的全方位国际化课程体系，对国际化战略提

供重要支撑。

（1）双语教学。根据培养国际化MBA人才的市场需要，针对MBA学员的

背景和特点，大力提高教学的国际化水平。一是鼓励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教师参

与MBA的指导及授课工作，并将其中优秀的双语课程纳入MBA的培养方案；

二是定期为MBA学生开设海内外知名教授及企业家的双语或全英文专题讲座，

主题不仅包含管理、战略、营销等基础学科，也包含文学、历史、文化产业等体

现华中师范大学特色的内容，并且深度结合企业实践案例为MBA学生赋能；三

是在日常课程和讨论中加入大量国际企业案例，并采用国际认可的先进理论及教

材。

（2）国际化的课程设置与师资。MBA中心持续开发新的课程，一方面吸引

海归教师建设“国际化视野”课程模块；另一方面将完善各类“国际化”课程，例如

国际金融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比较、跨国公司管理等。为MBA授课的教师

均有国外留学或交流的经历，能够很好地把现代经济管理理论融入至对中国问题

的分析和理解。

（3）鼓励教师参与国际交流。经管学院鼓励 MBA 教师参与正常的国际交

流。在我校“开放式办学、国际化合作”的办学理念下，国际化的高校师资培训和

交流模式可以使我校MBA 教学融合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和前沿理论，增加MBA

项目的优势和特色，提升教学质量，加快MBA项目的国际化发展。我校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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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努力做好MBA教师公派留学、进修与交流工作。这既能够促进我校与

国外大学、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从长远看更有助于我校的国际化进程。通过

大力推进师资的境外培训，提高MBA教师的综合素质，吸取国外高校教师的先

进经验，以此来推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工作。学院每年会派出 4-5名老师

到国外（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交流与学习（近两年受到疫情影响活动

暂停），并每年邀请 1-2 名国外知名学者及企业家为 MBA 学员进行线上或线下

的讲座和互动。

（4）国际化的教材选择。为实现完善的国际化课程体系，为多门核心课程

精选了政治观点正确、知识全面系统的国际化辅助教材，如战略管理、营销管理、

财务管理基础、管理信息系统等，见表 3所示。

表 3 华中师范大学MBA项目使用的国外辅助教材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战略管理-概念部分（第11版） （美）弗雷德·R·大卫 清华大学出版社

战略管理-案例部分（第11版） （美）弗雷德·R·大卫 清华大学出版社

营销管理（第 13 版） 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财务管理基础
斯坦利 B. 布洛克 ；（美）杰弗瑞 A.

赫特；巴特利 R. 丹尼尔森
机械工业出版社

信息时代的管理信息系统 斯蒂芬.哈格；（美）梅芙.卡明斯 机械工业出版社

3.7 质量保障和管理服务

（1）制度建设

学院不断健全MBA培养质量管理制度，规范MBA培养过程和机制，营造

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办学氛围。学院依据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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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管理条

例》等相关文件，在沿用部分制度文件的基础上，修订完善部分制度管理规章，

如对导师聘任上岗要求进行重新修改；对MBA培养方案进行调整与完善；完善

学位授予及论文抽检制度等。另外，学院为了有效激励学生潜心学习，产学研结

合，在学校给予研究生（主要是全日制MBA）学习奖助基础之上，还增设了曹

阳奖学金及各类社会奖学金、学科竞赛和实践项目供MBA学生参与，促成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与转化。

学院制定了《华中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规

定》，对学位论文的质量严格把关。在该规定中，尤其强调流程化和规范化管理。

根据MBA学位论文的管理流程，学生要求通过选题、开题、论文撰写、答辩资

格审查、预答辩、外审、正式答辩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不合格，都无法通

过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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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学院深入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明确工作分工，切实推进

落实。通过制度文件的修订完善，不断健全MBA培养环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形成科学完善的MBA教育培养体系。

（2）管理与服务举措

多年来，学院培养管理工作坚持以生为本，在MBA培养过程中坚持管理与

服务并行，不断加强MBA教育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和业务能力提升。具体服务工

作包括：

1、服务 MBA 学习与生活。从 2018 年到 2021年，学院经历了数场重大教

学改革，完成了学院大楼的搬迁工作，并且积极应对了疫情的挑战。在疫情期间，

学院组织了由专任教师带队、MBA学员为成员的疫情服务工作小组，帮助本科

生及研究生完成寝室的搬迁、情绪安抚以及疫情防控工作。为指导和支持MBA

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居家学习和科研，学院在疫情期间开展了全面的线上教学，

要求导师做好与学生的在线沟通工作，实时关心MBA心理状态和学业进展情况，

同时组织有关在线教学调研活动，听取MBA关于教学平台使用、资源共享、在

线互动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并做出优化调整。学院建立了经管学院校友会以及

MBA 校友会，为往届与在读MBA学院提供了交流分享的平台，并为在读本科

生提供了实习及调研机会，完成了产学研闭环。

2、制订实时适合的MBA培养方案，确保教学计划完成。MBA教育中心负

责MBA培养方案的制订和调整、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安排以及课程设计和教学评

估，在教学培养的前、中、后期为学生及学院提供服务。学院会定期组织MBA

教师团队进行集体研讨，针对教学期间的问题及学生反馈进行改进和反思。在疫

情期间，学院积极配合学校做好疫情防控期间MBA在线学习，建立在线学习的

各种微信群、QQ群 20多个，网上联络学生与教师，保证线上教学的有序进行，

做好MBA线上入学复试工作，并且做好毕业生的返校安排和返校后的疫情防控

日常管理工作，有序开展MBA毕业生离校、新生入学等工作，为学生提供个性

化、全方面的服务和支持，保障疫情防控之下的教学教育工作有序推进。

3、优化流程，有序开展MBA毕业答辩工作，确保培养质量。学院深入贯

彻教育部《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以及学校《我校

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方案》，对MBA 学生实行一对一导师制，从导师责任

制抓起，做好全流程管理，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以及线下毕业答辩工作，并且

在疫情期间采用“在线答辩（企业微信或腾讯会议等方式）”进行MBA答辩工作，

流程规范严谨，全程录音录像，实现了整个答辩过程的可回溯、可复查，保证线

上答辩的公开、公正。

（3）质量控制

构建三级督导体系，健全多元考核、质量评价制定《经管学院研究生教育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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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工作条例》，构建学校、学院、MBA 教育中心三级教学督导体系。建立健全

MBA 教育中心负责人、督导听课，同行磨课制度。建立MBA考试、论文、调

研报告等多元考核评价制度，健全MBA预答辩与盲评等质量评价制度。

（4）创新机制

在加强MBA培养质量体系方面，我院主要采取了以下创新机制和方法。

1、深化国际化合作，推进精品课程建设。鼓励师生出国深造与学术交流，

近 5年有 5位MBA骨干教师出国访学，参加国际会议 20余人次，针对国际MBA

学生开设包括《管理学》、《市场营销》等全英文课程，在疫情前年均培养留学生

MBA 约十名，近两年在国际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学院依旧保持正常的国际

MBA教学和毕业工作，通过线上授课、线上答辩的方式高质量、及时完成MBA

相关工作。在精品课程建设上，MBA团队以《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为抓手，加

大精品课程建设力度，近 5年内，《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与趋势》等 9 门课程获得

精品课程相关资助。

2、狠抓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MBA课程负责精确到个人，每门课程均

由不少于两位的教师来承担。在经验和资源上做到以老带新，并以年轻教师团队

为核心力量，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和方法。学院也鼓励年轻MBA教师主动走出去，

定期参加由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及兄弟院校组织的各类主干课程的培训，学习

同行的先进教学经验。

3、依托科研项目，促进教研相长。不断优化 MBA 培养方案，引入科研育

人机制，围绕学院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教育部重大等各类课题，紧扣国家经济

发展重大战略部署，让MBA学生积极参与到学院的科研项目中。同时，也鼓励

MBA学生发挥自身的社会资源，为学院的学科提供来自实践界的支持（例如，

提供研究的案例、问卷数据等）。通过这些方法，在 MBA教育中也建立了科学

研究与教书育人之间的转化机制。

4、打造产教融合，重视实践实训育人。学院非常重视MBA 实践能力的培

养，开展移动课堂与实习教学。与东风汽车、工商银行东湖开发区支行、易居中

国等单位建立实践合作平台，采用实践基地教学，强化对MBA课程实践与创新

能力的培育。基于经管学院校友会以及MBA校友会平台，为MBA 学员个人发

展和合作企业赋能，为产教融合打造价值闭环。

3.8 就业发展

（1）就业的行业与岗位分布

我院 2021 毕业的MBA 学员就业的行业主要分布在金融业、信息技术业、

房地产业、制作业等与MBA相关的工商领域（占比为 87%）。从就业的岗位来

看，绝大多数毕业生选择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等与企业管理

相关的工作，符合MBA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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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薪酬状况分布

根据对部分校友的回访与调查，我院MBA毕业生绝大部分毕业生的薪酬处

于 5000元至 20000元之间，其中约一半的毕业生薪酬处于 8000元至 12000元之

间。我院MBA毕业生获得的薪酬水平与我国中部地区硕士毕业生普遍薪酬相比

较高。

（四）服务贡献

4.1 抗疫表现

在MBA的办学过程中，我院非常重视对MBA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把

提升思想政治素质与职业道德放在培养的首位。例如，在疫情爆发初期，就有多

名MBA校友和学生（如 2015级吴霞、2016级王小赫、2017级王磊、2018级胡

从俊）站出来，通过捐献物质、联系车队、担任自愿者等多种方式来帮助社会，

较好地体现了我院MBA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以及强烈的社会

责任。其中，吴霞同学也被我校评为优秀抗疫先进个人代表。

此外，一些MBA同学会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在读学生，通过捐赠的方式给他

们提供一定额度的奖学金。同时，在每年的毕业季，MBA 同学也积极发布本单

位的求职就业信息，给在校就读的各类学生提供就业帮助。

4.2学生比赛成绩

学院一贯重视对MBA的学习投入，开设了统计学、运筹学、计算机、论文

写作等工具与方法的课程，引导MBA学生理论结合实践以及深度分析与研究，

提高了他们的分析能力。2015年至 2020年间MBA学生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文近 10篇。

在近期举行的第八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中，由王治和余星两位老师带队，

我院的MBA团队学生获得了“最佳新锐奖”的称号，其中陈柯霖同学获得了“最

佳个人”的荣誉称号。此外，我们院MBA学生作为团队主要成员，在多次的全

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中斩获佳绩。

4.3 成功的校友群体

通过十余年的办学，我院已经培养了近 1000余名MBA 校友他们在各自的

行业做出了骄人的成绩。这些校友仍然时刻关注母校的发展，并通过财物捐赠、

提供就业机会、招生宣传等多种方式为母校做出贡献。

4.4 输送管理人才

我院MBA教育秉承“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校训，注重提升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质、人文底蕴、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增强了他们的分析能力、执行能

力、管理能力与创新创业精神，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化视野、深谙国情

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中高级管理人才。我院培养的MBA 学生也深受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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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欢迎。中建三局、东风汽车、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一批企业，

会主动向学院提出招聘MBA学生的需求。到工作岗位就业后，用人单位普遍反

映我院的MBA学生具有较强的政治素养、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踏实肯干的工作作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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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学科专业简介

华中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

设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首批列入国家“双

一流”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2003年，我校成为全国第二批 24所MPA专业学位试点单位之一，经过近

18年的坚实发展，形成了涵盖全日制MPA和在职MPA在内的全方位、广覆盖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公共管理学院承担MPA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

作，涵盖多个专业和专业领域，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要

求，为国家、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

式、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1.培养目标

遵照《全国公共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

方案》的培养目标要求，我校MPA专业学位点结合自身实际，强调培养研究生

热爱国家公共管理事业的热情，掌握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知识；注重研究生的实践

能力、理性分析与问题决策能力，以及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的能力。这

种坚持应用型培养取向，体现职业需求差异的实践型、高层次、复合型的公共管

理人才始终是本校MPA培养的目标定位。

2.学位标准

（1）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①学术道德。严格遵守学术道德，恪守学术规范，端正学术态度，切忌学术

浮躁；严谨求实，自觉维护学术声誉，坚决反对任何学术不端行为，以实际行动

维护学术尊严和国家学位管理条例的严肃性。

②专业素养。具有先进的公共管理理念与坚实的公共管理专业基础，国际化

视野与信息化水平，具备较高的人文素质、科学素养和良好的身体及心理素质；

熟悉国家公共管理政策方针，遵守法律法规；及时掌握公共管理教育改革的最新

进展，了解相关学科及专业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

③职业精神。具有天下为公、执政为民的职业情感；具有思群众之难、解群

众之忧的职业信念，自觉践行严于律己、行为世范的职业要求；承担公管人的责

任与义务，具有使命感、责任感和爱岗敬业、坚持创新的职业精神。

（2）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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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研究生在读期间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掌握丰

富的专业模块知识，为未来的专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①基础知识。通过学习相关课程，掌握公共管理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②专业知识。按专业知识谱系可分四类：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学科专业知识、

学科方法论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其中学科专业知识和方法论为最重要的部分。

（3）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MPA研究生应积极参与或配合案例教学及培养院校组织的公共管理实践活

动，加强实践训练，丰富公共管理实践经验；认真参与核心实践活动、领悟实践

过程中的策略与技巧，切实提高公共管理专业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

（4）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①具有较强的自主获得专业知识的能力。

②具有突出的公共管理实践操作能力。

③具有扎实的公共管理专业研究能力。

④具有一定的信息化素养和治理能力。

（5）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①选题要求。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符合MPA研究生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要求，

立足公共管理实践，运用相关理论、方法分析解决公共管理领域理论和实践工作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

②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的

传统形态的学位论文，也可以是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实验报告或公共管理案例

分析报告等。论文形式须符合学术规范，研究问题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合理、

方法科学、观点明确、持之有故，文字表达顺畅，格式和形制符合文体要求，所

列文献充分适当，注释规范，论文总字数不少于 3万字，应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

间认真撰写专业学位论文。

③学位论文水平要求。学位论文能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

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确保MPA专业学位论文水平，MPA硕士研究生的学

位论文应在论文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独立完成。

（三）师资力量

1.校内专任教师

本校MPA专业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学缘广泛，导师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

与指导经验。截至 2020年 12 月，MPA专业专职导师 38 人，拥有高级职称 34

人，正高级职称 14 人，占比 37%，副高职称 20 人，占比 53%；具有博士学位

者 38人，占比 100%；有海外经历者 26人，占比 68%（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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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内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合

计

35 岁及

以下

36-40

岁
41-50岁

50岁-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位教

师

正高级 14 0 4 5 4 1 14

副高级 20 4 5 7 4 20

中级 4 4 4

其他

总计 38 38

研究生导师人数 有海外经历教师人数

38 26

2.校外行业教师

截至 2020年 12月，本专业学位点共有校外导师 18 人，均为公共管理领域

的资深管理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实务经验丰富，能够胜任MPA专业学

位教育的要求。

（四）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1）报录比例保持在 10%

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MPA专业学位点年均招收MPA专业学位研究生 198

人、年均报考人 1947人，年均报录比 10%，且近 3年的报录比也呈稳定趋势。

表 2 华中师范大学 MPA 硕士研究生 2020 年报考和招生情况

年度 MPA 硕士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考录比率 备注

2020 年 1947 198 10%

（2）生源来源广泛

2020年录取学生来自全国 5个省市，其中来源最多的 3个省份分别是湖北

省、广东省。

2.课程教学

（1）完善课程设置，出版系列精品教材

在课程设置方面，着重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公共管理研究方

法课程的开设，促进学生更好地研究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际问题。依托学校教育信

息化的资源，针对MPA学位课程建设网络课程，为MPA研究生的实践技能训

练提供搭建平台，现有实践基地 5个。

（2）搭上“互联网+”快车，探索现代化教学模式

大力推行实践型教学，不断优化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把课堂教学、仿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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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训练紧密联系起来。建立 “模拟课堂”、“技能小分队”、“研讨交流组”、“实

习基地班”等小班化教学与实践制度，促进MPA研究生针对公共管理实践中的

问题开展研究。

（3）建立“双导师制”，科学落实专业实习

依托 “双导师制” 和“专家指导团”等制度，通过强化专业见习、增设公

共管理研习、实施实践技能质量控制，构建MPA实习信息化、网络化管理方式，

提升实践技能水平。

（4）学位论文全程指导，提升论文撰写质量

论文指导小组由校内指导教师与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共同组成，对学位论文的

选题、开题、中期检查、论文答辩等进行全程指导和把关，确保学位论文质量。

3.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分为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社会实践四个模块（见表 3）。

表 3 MPA课程设置简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专业核心课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公共管理应用外语 2

公共管理学 3

公共政策分析 3

公共经济学 3

宪法与行政法 2

社会研究方法 3

学位规范和论文写作 2

专业必修课程

地方政府学 3

政治学 3

非营利组织 2

专业选修课程

比较行政制度 2

组织行为学 2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

电子政务 2

高级公文写作 1

公共管理实务 1

社会实践 公共管理社会实践 2

合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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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实践

MPA学位获得者应该具有较强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因此实践环节是培养

中的重要环节。在培养模式中，实践教学环节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MPA 学生专

业社会实践活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学校组织的案例编写及分析大赛，记 1

学分；第二部分为社会实践调查、专题研究、专业实习等，累计时间为 3个月。

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学生必须提交不少于 5000 字的社会实践活动报告，

经鉴定符合要求者，记 1学分。

2020 年或全国第四届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优秀组织奖。

5.专业学位管理制度

MPA研究生基准学制为 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4年。

总学分 40学分（17学时/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38学分，实践环节 2学分。

为进一步加强MPA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工作，完善研究生教学管理

与服务体系，本学位点制定了一系列专业学位管理制度：

（1）《华中师范大学 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规定》

（2）《华中师范大学 MPA 研究生教育中心关于加强 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堂

教学和成绩管理的若干规定》

（3）《华中师范大学 MPA 研究生考试管理规定》

（4）《华中师范大学 MPA 研究生优秀干部评选工作若干规定》

（5）《华中师范大学优秀 MPA 研究生评选工作若干规定》

（6）《华中师范大学 MPA 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7）《华中师范大学MPA教师教学工作规范》

（8）《华中师范大学MPA研究生专职指导教师选聘办法》

（9）《华中师范大学聘请资深公共管理者为我校MPA研究生指导专家的若

干意见》

上述管理制度和规定以书面文件形式向教师和学生正式公布公开，较好保证

了MPA专业研究的培养质量与效果。

7.办学条件

2020年期间，在现有办学条件基础上，我校MPA学位点在科研方面硕果累

累，进一步加强了云平台课程建设，教学、科研条件及水平大大提升。

8.奖助体系

为了进一步完善MPA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和培养质

量，吸引优质生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华中师

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试行）》，在此方法的指导下，公共管理学院依

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实现全日制MPA研究生

奖助学金 100%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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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效果

本校MPA专业学位点积极开展就业指导、职业规划相关讲座，定期邀请业

界专家与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在保证就业率的同时，努力提高就业质量。

1.就业率

根据MPA学位管理办公室统计， 2020年期间，本专业学位点就业率逐年递

增，MPA研究生毕业生的签约时间、签约率等指标均在我校处于领先地位。

2.就业结构

从 2020 年毕业的MPA硕士研究生就业结构来看，毕业生就业以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领域为主，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单位、高等教育单位等。

3.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严格把控论文选题、开题、撰写、盲审、外审、答辩等各个环节。

开题关节，邀请公共管理领域知名专家作为开题组组长，严控质量关；把论文中

期检查结果作为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的必要条件，实施导师评价、专业学位导

师组评价和学校检查评价的三级评价机制，从而有效保证了MPA硕士学位论文

质量。

二、持续改进计划

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本院MPA专业学位点在师资力量、办学规模、实践

基地、课程教学、学生管理服务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过MPA专业学位发

展过程中尚存在若干问题。学院会在学校的领导下，根据“明确学科特色，注重

内部挖潜，重视借力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一）培养特色

1. 教师教育底蕴深厚，实践经验丰富

作为国家第二批MPA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历经长期的学术积淀、

教学探索及培养方式创新，我院MPA专业硕士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独具特

色的专业文化，积淀了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

2. 利用信息技术重塑教育，创新教育生态

本学位点借力信息化杠杆，将信息技术的触角延伸至课堂教学，组织编写并

出版了一系列精品教材，依托学校教育信息化的资源，针对所有MPA学位课程

建设网络课程，为MPA硕士研究生的技能训练提供实践平台。

3.创新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依托“双导师”指导和“双实践”教学模式，校内学术导师与校外实践导师

相结合；案例教学、实习实践教学与研究型教学相结合。加强示范基地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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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教学基地管理，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二）重点任务

1.着力优化MPA教育管理体系

完善 MPA 招生类别设置和授予标准。MPA 类别设置条件，应更加突出鲜明的

职业背景和专业人才指向，增强对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及公共管理发展的快速响应

能力和针对性，比如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应急管理，社区治理等。MPA 专业学

位授予基本要求，应更加突出研究生掌握公共管理或职业领域的扎实基础理论、

系统专门知识的程度，以及通过研究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建立更加优质、高效的 MPA 管理机制。MPA 教育中心负责 MPA 教育的各项工

作，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完善包括日常教务、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班主任、行

政服务等在内的工作体系。完善 MPA 教育中心官方网站，下设招生简章，报考指

南，招生动态，培养方案，师资力量、课程简介，学习资源、管理制度，研究成

果，学生家园等。从招生宣传到就业工作，在 MPA 研究生整个培养过程中，体现

学院的重视程度，展示 MPA 教育中心的专业性、规范性。

2.加强MPA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强化导师育人职责。本着多领域、重实践、高标准的原

则，建立一支多元化、高水平、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学院努力建设 MPA 兼职

师资队伍，邀请政府等公共部门有实际经验的高级管理者参与 MPA 课堂讲授部分

课程，或者独立讲授一门课程，帮助学生深度了解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实务。定

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为 MPA 同学上课，开拓了学生的国内外视野。

同时，继续推动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上讲台，不唯学历与职称。通过各种途径

加强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专业机构、研究中心等单位的联系和合作。采取兼职导

师的办法建立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定期联络和沟通制度，为 MPA 研究生的案例教学、

社会调查、专题讲座、实习工作等教学环节提供便利，同时丰富学生社会资源，

提高学习收益。

3.成立公共管理案例中心，完善案例写作奖励机制

积极建设公共管理案例中心，组织专门的案例写作队伍，完善案例写作奖励

机制。邀请公共管理案例指导专家来院与师生一起研讨案例撰写方法，积极向在

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中获奖的队伍学习交流。学院应重点开发和应用以

中国改革实践为背景的中国案例，解决当下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

逐步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案例教学与撰写方法，并能在国内 MPA 教育中做出推广。

面向全球，有奖征集优秀的 MPA 案例。

4.扩充搭建校外公共管理实训基地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是MPA建设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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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实践技能、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对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创

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院会继续积极联络有关部门和

岗位，建立长期合作，定点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及课程实践，包括实情调查、项目

调研和岗位锻炼等多种方式。

5.不断完善MPA导师和学生的激励机制

提高 MPA 教育资源分配、完善“双导师”（学术学位导师+专业学位教师）管

理制度。完善激励机制，鼓励专职教师将 MPA 教育与学术研究生教育放在同等重

要的地位。提高导师的培养薪酬和案例大赛获奖的认证标准。

提高学生对 MPA 学习及论文写作的重视程度。学生提交学位论文答辩申请的

必要条件之一是必须参加一次案例大赛；学位论文的写作必须提供最少三次在导

师指导下的修改记录。案例大赛获奖以及发表学术论文可通过奖学金等形式给予

奖励。

（三）存在的问题

1.课程设置有待进一步优化

课程设置过多，入学一年内需修满 28个学分，且学习时间短，部分课程质

量难以保证。入学第二年进行实践学习与毕业论文撰写，实习与毕业论文质量有

待提高。

2.双导师制有待进一步落实

实践导师师生比过大的问题，造成事实存在的大班实践教学。

3.实践教学有待进一步深化

MPA案例库编写和教材建设稍滞后于人才培养的要求。

（四）改进措施

1. 结合培养方案和市场需求，完善课程体系设置

深入剖析教育部和教指委关于MPA研究生培养标准对指导意见，进一步完

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控制课程数和课时量，保证学生一般能在两个学期内修

满学分。让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课堂教学、实习等多元平台中得到锻炼和提升，使

MPA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更加契合未来公共管理的需求。

2.落实校内外双导师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整合校内外教师资源，合理实践导师配比量，以便实践导师有效进行实践指

导和教学。加强校内外导师的实质性合作，建立导师奖励与淘汰制度。

3.强化教育实践管理

深化MPA案例库的建设，更好地体现出学科特点，满足 MPA硕士研究生

实践教学的需要。强化教育实践管理，合理增加实践经费投入，配备专兼职的实



731

习指导教师，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将实习制度化、常态化。

我院MPA专业学位点将持续改进和创新，力争显著增强 MPA专业学位点

的影响力，细化MPA研究生培养方向，体现MPA研究生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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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型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是以图书馆学、

情报学及其它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项目，以国内外图书情报工作为职业

背景，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

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为各行各业图书情报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

范式与技术手段，这对图书情报从业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

前我国图书情报专业人才队伍还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

的设立，适应了新兴信息技术下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对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有利

于完善图书情报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图书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图书情报人才

培养质量，是在新兴信息技术下图书情报教育变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在

“中部崛起”战略、“中三角”战略、以及湖北“两圈一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之

下，以知识信息的开发、组织和服务为内容的图书情报行业，其公益性与社会性

以及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决定了它在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

设的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 年入选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公布，华中师范大学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国家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经过 30 多年来

的不懈努力，华中师范大学的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

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能够保证增列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拥有

充足、稳定的生源。同时，为支持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我校已建立了一整套相

对完善的培养与管理制度，并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给予了政策倾斜，这为我校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国家“双一流”战略的指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与时俱进、以生为本、教学相长、质量第一”的办学理念，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科

技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我校自 2010 年招收第一批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相关

培养单位已有大量毕业生走向社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社会影响。正是在这种

良好的发展势头之下，我校于 2013 年底提出了增列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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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申请，并于 2014 年顺利获批，2015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

1.2学科建设情况

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点依托依托图书情报于档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

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学科（专业）方面的资源优势，其中情报学成为湖北

省重点学科，同时拥有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省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拥有“电子商务”国家级教学团队、“知识管理与服务”省级创新团

队。除此之外，为适应于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综合能力培养，信

息管理学院先后成立数字治理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中国图书馆创新发展研究中

心，旨在强化学科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图书情报硕士已逐步形成三个有特色的学科方向：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情

报分析与服务。

同时，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注重专业实践和应用，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社会信息化发展需求、文化建设需要，在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培养

高层次、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优秀人才的过程中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1.3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我校严格把关图书情报硕士招生与学位授予等环节，力图为社会培养优秀的

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图书情报专门人才。

（1）研究生招生情况

在招生方面，图书情报硕士招生具有健全完善的招生制度与科学合理的招生

计划，且均得到有效落实执行。图书情报硕士入学初试为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复

试分为笔试与面试两部分，均以《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华

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为依据并严格执行。招

生过程严格遵守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与法规，无任何违纪、违规或其他不良现象。

近年来，我校图书情报硕士报名及录取情况见表 1 所示：

表 1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报名及录取情况表

年度
计划招生

人数

初试报名

人数

参加复试

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比例

2016 18 93 35 28 30%

2017 17 185 27 19 10%

2018 26 71 52 40 56%

2019 28 243 39 49 20%

2020 58 351 72 65 19%

（2）研究生在读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在读硕士 114 人，其中，

http://dgid.ccnu.edu.cn/
http://dgid.ccnu.edu.cn/
http://clcd.ccnu.edu.cn/
http://clcd.ccnu.edu.cn/
http://clcd.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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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 49 人（拟于 2021 年 6 月毕业）；2020 级 635 人（拟于 2022 年 6 月

毕业）。

（3）研究生毕业情况

本学位点共 98 篇图书情报专业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2 篇学位论文被评

为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由于 2018 年之前外审为抽检，共有 84 篇进行了学

位论文外审，通过率 100%，其中“三优”1 篇，“两优一良”3 篇，“一优两良”

18 篇，“三良”21 篇。学位论文抽检尚未涉及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所撰写的毕

业论文选题从图书馆、科技情报机构、档案馆、政府、高校、企业等不同行业领

域的具体管理实践问题出发，提出了图书馆服务优化策略、科技情报识别前沿方

法、档案馆建设方案、高校新型智库构建框架、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设想以及信息

产品设计方案等，有助于应对新时代图书馆服务内容转型、科技情报更迭加速、

档案长期保存与维护、大数据服务科学决策、教育大数据开发与利用以及用户需

求个性化等现实需求或实际问题，具有应用前景。

（4）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授予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共计

98 人。其中签订就业协议人数为 85 人，6 人升学。根据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

绝大多数毕业生所选择的就业岗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工作单位性质以企事

业单位为主，如 2020 届毕业生秦懿就职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专业技术职务

为助理馆员；2020 届毕业生陈婵就职于上海同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专业

技术职务为战略发展顾问。

1.4研究生导师状况

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点经过多年发展，与校内外机构合作共建了专业

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形成了一支具有明确发展目标、良好合作精神和梯队结

构，老中青搭配、专业职务和知识结构合理的研究创新型团队。

目前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点的教师由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共同组

成。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其中来自学界教师为 38 名，业界导师 39 名，

业界导师占比 51%，师资情况如表 1.1 所示。学界教师主要来源于院内，业界

教师主要来自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档案

馆、湖北省图书馆、烽火科技集团、武汉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

目前学院与上述单位之间已形成了规范的合作模式，建立了嵌入课堂、专家讲座、

实训实习等双导师培养形式，通过制度和人员建设有效加强了过程监督，提升了

图书情报硕士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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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师资情况

校内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

级别
合计

年龄结构 具有博士

学位

人数

具有实务

经历

人数

校内导师

人数

35 岁及

以下

36 岁至

45 岁

46 岁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正高级 17 0 6 10 1 17 17 17

副高级 17 5 9 3 0 17 17 17

中级 4 4 0 0 0 4 4 4

初级 0 0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0 0

总计 38 9 15 13 1 38 38 38

校外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计

单位类型

人均工作

年限

校外导师

人数

党政机

关

企业单

位

事业单位 其他机

构高校 其他

正高级 9 0 0 0 9 0 2 9

副高级 18 0 0 12 6 0 3 18

中级 12 0 3 3 6 0 2 12

初级 0 0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0 0

总计 39 0 3 15 21 0 2.5 39

（1）师资年龄结构

导师年龄结构合理，其中，在校内导师中，60 岁以上导师有 1 个，占比不

足 3%，导师队伍以中青年为主，60 岁以下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具有

37 名，具有一批既具有科研实力又具有工作经验的导师队伍。

（2）师资职称结构

教师职称结构合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

务人数为 26，占比 57.7%，远远超出 20%；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人

数 35 名，占比 42.3%。

（3）师资学历结构

授课教师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系统的知识结构。其中，在校内导师中，具

有博士学位教师 34 人，占比 89.5%，远高于 40%；具有硕士学位老师 38 人，

占比 100%。业界导师中，45 岁以下的导师共计 3 名，都具有博士学位；55 岁

以下导师均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学位导师占比 68.4%。

（4）师资知识结构

①授课教师具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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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多专业知识背景，授课教师在自身专业领域或行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

成果和专业经验，同时学院拥有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群体研究方向为

基于云计算的知识集成与知识服务，是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学科交叉融合的重点领域，可有效满足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图书情报专门

人才培养的需要；②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锻炼并培养了一批富有理论水平和实

践能力的中青年教师；③与芬兰图尔库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亚利桑那大学、北德克萨斯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等学校信息学院建立起学术联

系，与芬兰图尔库大学开展学生交换学习计划，目前共计多名学生赴美国、欧洲

及台湾地区参与交流学习，有效地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④分析图书情报硕士教

师构成，可看出理论课教师与实务课教师人数比例合理，来自图书馆、档案馆、

企业等实务工作一线及管理岗位的教师高于 40%，在课程理论知识学习之余，通

过相关实训、参观、讲座等实践课程辅助，有效丰富了图书情报硕士的知识结构。

总体来说，通过不断优化导师队伍结构，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点已经

形成了一支目标明确、前景良好的导师队伍。主要表现在：

（1）导师聘用及培训。近五年引进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 8 人，

组织各类研究生导师培训十余次。

（2）“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注重引进具有企业实践和学术研究双重经历

的人才，如丁恒老师曾在腾讯和挪威斯塔万格大学从事自然语言算法研究，操玉

杰老师曾于网易及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从事知识管理工作和研究。

导师组制探索。本单位已与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烽火科

技集团等十余家校内外产业部门和科研机构联合开展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人

才培养工作，实行特聘导师、学院导师共同指导的“双导师制”培养模式。

二、主要内容

2.1目标与标准

2.1.1培养目标

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

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

度和工作作风；

（2）掌握图书情报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知识，具有应用专业知识的学术能力

和实际解决问题的创新性实践能力；

（3）能够利用现代管理科学和信息技术理论方法、技术手段从事信息服务，

适应社会信息化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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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独立从事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情报分析与服务工作的职业能力，

兼具从事相关行业信息管理与应用、大数据管理与分析的工作技能。

2.1.2学位标准

2.1.2.1 标准制定

严格按照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和规定，结合

培养定位及目标，通过行业调研、专家咨询论证和校企联合研讨，以人才培养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为指导，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及行业发展的用人需求，

秉承“宽基础+厚专业+突出实践创新”的人才培养思路，以未来职业发展和所需

为目标，细化和重构人才培养方向、培养方式、课程体系（构建公共必修课、专

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实践课为核心，采用校企协同授课、多种考核方式

相结合）、职业能力（信息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职业素养等）、实习实践

和学位论文等六大要素，制定并优化本专业硕士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1）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

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

位导师来自图书情报机构的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同时，根据学生的论文研究方

向， 成立指导小组。课程设置体现厚基础理论、重实际应用、博前沿知识，突

出专业课程、实践类课程。实践教学是全日制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

环节， 鼓励学生到获得认可的图书情报机构实习。实习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

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保证不少于半年

的实践教学。学位论文选题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图书情报

领域的实际、面向图书情报行业应用、具有职业应用价值。学位论文须完成开题

报告、论文中期审查两个必修环节。

（2）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分。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

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实践课等四个模块。

（3）实习实践

实习实践是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具体包括课程

实践、专业实践、科研实践等方面。充分的、高质量的实习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研究生通过实习实践应达到：基本熟悉图书情报行业工

作流程和相关职业规范，增长实际工作经验，注重培养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缩

短就业适应期，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同时在实践中完成论文选题工作。

（4）学位论文 1）选题要求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

眼于实际问题，面向图书情报工作实务，以图书情报实际工作为主要内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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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应用性，体现学生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2）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学术论文，但不限于学术论文，可以采用案例分析（针

对同一主题的若干案例进行研究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报告等。论文的规

范性要求包括：

①程序的规范性

在导师组指导下撰写专业学位论文。导师组应根据学生的选题方向，确定具

体的导师负责其论文的指导工作。导师可来自校内，也可是来自图书情报机构的

专家。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有开题、中期检查、论文评审与答辩的程序；需要定

期（或不定期）向指导小组汇报研究与写作进展，接受导师与指导小组的监督。

②形式的规范性

专业学位论文格式应该遵循《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

式》（GB/T7713-19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05）和本领域现

行的所有国家标准等有关规定撰写。主要应包括以下部分：1）中英题目；2） 中

英文摘要、关键词；3）独立完成与诚信声明；4）选题的依据与意义；5）国内

外研究综述；6）论文主体部分；7）结论；8）参考文献；9）必要的附录；10）

致谢。

③引用、注释与参考文献的规范性

专业学位论文中的引用与注释应该尊重原意，不可断章取义，应该尽可能追

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应该保障作者权益，应该有明显的标识，还必须注意要

适度引用。引用与注释的内容与格式要遵循一定的格式标准，具体标准由各单位

自行确定。参考文献的著录应该遵循《文后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

3）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①专业学位论文应能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论文应

有一定的技术先进性，有一定难度，就选题问题的某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或技术创新。

②论文工作量饱满，在分析、设计、实现、实验或应用等一个或多个方面针

对选题问题完成工作。

③论文写作概念清晰，结构完整，条理清楚，文字通顺，格式规范。4）学

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撰写完成以后应有两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审，其中必须有一名

来自校外实际工作部门的具有时间经验的本领域专家。论文评审应重点审核学术

运用所学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图书情报实际工作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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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应由 5 位本领域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一至两名校外实际工

作部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1）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授予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2.1.1.1 标准执行

我院严格按照制定的人才培养标准来执行，强调研究生的应用能力培养与提

升，毕业生的择业综合竞争力强，就业渠道广，实现了高质量就业（或升学）。

毕业生能力强，在工作岗位上成长快，多数已成为业务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人

才培养质量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

2.2基本条件

2.2.1培养方向

（1）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

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面向新时代图书馆、档案馆、史志馆、企（事）

业信息（数据）中心，基于相关岗位职责和任职要求，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政治

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扎实的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外语

水平和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信息技术等知识，

解决各行各业中文献信息资源采集、处理、检索、挖掘、服务及宏观管理的能力，

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信息化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2）情报分析与服务

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面向新时代企事业单位，针对大数据时代带来

的变革与挑战，基于相关岗位职责和任职要求，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政治思想素

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扎实的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和

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信息技术等知识,依托海量

数据资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借助相应的情报分析工具，采用相应的情报分析

方法，最大限度地揭示情报的价值，完成情报分析报告，研发知识服务产品，满

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信息化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2.2.2师资队伍

（1）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根据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和规定，结合华中

师范大学图书与情报专业硕士学位点的师资队伍、专业特色以及人才培养定位和

目标，在充分考虑生源本科专业的多样性、就业的去向和竞争力的基础上，设置

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和情报分析与服务两个特色培养方向。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

学术骨干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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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

序号 姓名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名称

最高

学位

获得最

高学位

单位

本单位

工作年

限

主要专

业学位

类别

主要

研究

方向

代表

性课

程

代表性成果 主要社会兼职 其他说明

1（培养方向

带头 人）

李玉海 58 教授 博士 华中科

技大学

23 管理科

学与工

程

智 慧

图 书

馆

信 息

系 统

（ 信

息 资

源 数

据库）

我国智慧图书馆 建

设面临的五大 问题，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 2020(2)；图书

馆 智慧服务中的数

据获取，图书情 报工

作，2019(1)

教育部高校图书

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委员会委员；

中国图书馆学会

理事； 湖北省图

书馆学会副理事

长；湖北省信息学

会副理事 长；

iSchool 联 盟

iCaucus 成员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管理信息系统、

图书馆学、情报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

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

图书情报理论与技术。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招 标项目子课题 1 项，中信

所委托项目 1 项，任《图书情报工作》

编委，在《中国图书馆学报》等核心

期刊发表文章 10 余篇，担任教育部高

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会

委员。

2（学术骨

干）

段尧清 54 教授 博士 华中科

技大学

20 管理科

学与工

程

政 府

数 据

治理

政 府

信 息

资 源

管理

数字化转型能否能有

效破解基层治理“痛

点”，国家治理周刊，

2020(2)；政府开放数

据公众初始接受行为

影响因素结构关系研

究，图书情报工作，

2020(3)

中国优选法统筹

法与经济数学研

究会计算机模拟

分会常务理事；中

国电子工业标准

化协会理事，数据

管理应用推进分

会理事，广东省人

民政府科技特派

员

主要从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

务，管理创新方面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

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原国家广电总局社科研究重点项目、

省部产学研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

目共计 7 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

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获软件著作

权 4 项、专利 2 项、省市政府奖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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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骨

干）

吴建华 56 教授 博士 武汉大

学

31 信息资

源管理

信 息

素 养

教育，

数 字

图 书

馆

阅 读

行 为

与 图

书 馆

阅 读

服务、

各 类

型 图

书 馆

（ 信

息 中

心）管

理

美国阅读服务专业人

才培养的经验与启

示，图书情报知识，

2019(5)；个体从业人

员阅读需求与基层图

书馆阅读服务体系建

设，图书情报工作，

2019(24)

中国图书馆学会

阅读推广委员会

专 委 会 委 员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Technologies

(IJDET)》编委

研究领域包括阅读行为与阅读服务、

素养与信息素养。主持完成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项目各 1 项，出版专著、教材各 1

部，发表中英文期刊、会议论文 50 多

篇，获得软件著作权 9 个。担任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多种国际国内期

刊和会议的审稿专家，英国拉夫堡大

学访问学者。

4（学术骨

干）

胡潜 45 教授 博士 武汉大

学

11 情报学 信 息

服务

信 息

服务、

云 数

据 管

理 技

术

图书主题对用户标签

使用行为影响研究，

图书情报 工 作 ，

2016(8) ； An

investigation of

cross/cultural

social tagging

behavior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s ，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018(36)

《情报理论与实

践》期刊外审专家

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 年至今于华

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从事教学与

科研相关工作。在情报学研究领域中，

主要研究兴趣是数字信息资源管理与

服务、信息检索、信息用户等。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社科

基金项目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

篇，出版专著 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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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分析与服务

序号 姓名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名称

最高

学位

获得最

高学位

单位

本单位

工作年

限

主要专业

学位类别

主要研究

方向

代表

性课

程

代表性成果 主要社会兼职 其他说明

1（培养

方 向

带 头

人）

夏立新 52 教授 博士 武汉大

学

18 情报学 信息组织

与检索、

知识管理

与知识服

务、数字

图书馆

信 息

检索

网络问答社区中的用户知

识转移模式研究—基于

MetaFilter AskMe 版块的

实证分 析，情报学报 ，

2019(5)；融合与重构: 智

慧图书馆发展新形 态，中

国图书馆学， 2018(1)

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教育部教学指

导委员会图书馆

学副主任委员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七、八届

学科评议组成员，2018/2022 年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

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国

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国

家文化科技 提升计划项目共计

6 项，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

文 10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译著 6 部。

2（学术

骨干）

易明 42 教授 博士 华中科

技大学

17 管理科学

与工程

社交网络

个性化信

息服务

信 息

行 为

与 个

性 化

服务

基于 Kano 模 型的高校智

慧图书馆功 能需求研究，

图 书 情 报 工 作 ，

2020(14)；Understandi ng

co/editing mechanism

of wiki/based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9(72)

湖北省信息学会

理事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信息行 为、个性化服务， 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子课题 1 项， 担任《知识管理

论 坛》副主编、湖北 省信息学

会理事。 在《中国图书馆学

报》、《情报学报》、《中国管理科

学》、《管理学报》等国内外刊物

公开发表论文 4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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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

骨干）

曹高辉 40 副教授 博士 武汉大

学

15 情报学 信 息 检

索，信息

融合

数 字

图 书

馆 项

目 管

理 、

数 字

图 书

馆 关

键 技

术

基于情境的信息融合模型

研 究 ， 情 报 学 报 ，

2017(06)；Howtomake the

library smart? The

conceptual ization of

the smart library， The

Electronic Library ，

2018(36)

《图书情报工作》

期刊编委会副主

任

情报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组织、用户

行为、数字图书馆。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面上项目 1 项，横向项

目到账经费 103 万，在《情报

学 报 》、《 管 理 评 论 》、

《 Electronic library》等中

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共计 21 篇，

担任《图书情报工作》青年编委

会副主任。

4（学术

骨干）

翟姗姗 34 副教授 博士 华中师

范大学

6 情报学 信息组织

与检索，

数字图书

馆

信 息

检索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n a topic/based

navigation guidance

system in a public

health portal，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67)；

融合链接分析和内容分析

视角的主题门户网站信息

组织研究—— 以国际组

织 WHO 为例， 情报学报，

2017(8)

无 先后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先后

获得第十一届湖北省社科优秀

成果奖、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科

优秀成果青年奖，主要研究方向

为语义出版、数字图书馆、信息

组织与检索。

5（学术

骨干）

程秀峰 38 副教授 博士 华中师

范大学

7 情报学 移动用户

行为分析

大 数

据 分

析 与

应用

移动环境下融合情境信息

的群组推荐模型研究——

基于用户 APP 行为数据

的实证分析，情报学报，

无 情报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计算机科

学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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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技术”与“人

文”并重:智慧图 书馆实

现技术路径及构建模式探

析，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11)

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学 习。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组

织与检 索、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发表 SSI,SCI,CSSCI 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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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师资队伍介绍

目前华中师范大学图书与情报专业硕士学位点的师资队伍由学界和业界的

专家学者共同组成，既注重基础理论知识教育，又兼顾实践工作经验传授。其中

校内专任教师 38 名，校外导师 39 名，校外导师占比 50%；校内专任教师主要

来源于院内，校外导师主要来自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湖北省图书馆、烽火科

技集团等企事业单位，目前学院与上述单位之间已形成了规范的合作模式，建立

了嵌入课堂、专家讲座、实训实习等双导师培养形式，通过制度和人员建设有效

加强了过程监督，提升了图书情报硕士培养质量。具体师资结构如表 4 所示。

表 4 师资结构

校内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计

年龄结构

具有博士学位

人数

具有实务经历

人数

校内导师人

数
35 岁及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

上

正高级 17 0 6 10 1 17 17 17

副高级 17 5 9 3 0 17 17 17

中级 4 4 0 0 0 4 4 4

初级 0 0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0 0

总计 38 9 15 13 1 38 38 38

校外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计

单位类型

人均工作年限
校外导师人

数党政机关
企业单

位

事业单位
其他机构

高校 其他

正高级 9 0 0 0 9 0 2.3 9

副高级 18 0 0 12 6 0 2.5 18

中级 12 0 3 3 6 0 2.2 12

初级 0 0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0 0

总计 39 0 3 15 21 0 2.4 39

师生比例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数
83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数
25

校内师资生师比 2.84 校外师资生师比 2.77

校内导师生师比 2.77 校外导师生师比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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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科学研究

（1）2020 年度新立项科研项目

表 45 2020 年度新立项科研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来源 项目类别（横向、纵向） 项目名称 立项时间 项目开始时间
立项经费

（万元）

操玉杰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词汇范式功能视角下交叉领域知识生长机制研究 2020/12/09 2020/09/15 20.00

操玉杰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纵向

认知结构视角下交叉领域知识生长的演化特征及影

响机制研究
2020/7/1 2020/7/1 5.00

曾江峰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纵向 面向中医药古文献的中医术语识别研究 2020/8/1 2020/8/1 5.00

陈慧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南方电网公司档案管理模式及机制研究咨询服务项

目
2020/03/19 2020/03/19 20.00

陈慧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互联网+”工程项目

档案智能收集研究技术服务
2020/05/29 2020/03/15 50.00

翟姗姗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数字人文视域下非遗知识图谱自动构建与长期演进

研究
2020/12/03 2020/09/15 20.00

丁恒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纵向 面向综述自动撰写的摘要式学术搜索引擎研究 2020/10/1 2020/10/2 5.00

段尧清 横向 横向项目（文） 项目运行维护费追加 2020/4/2 2020/4/2 9.00

段钊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武昌经济开发区循环化改造方案 2020/08/31 2020/06/01 8.50

段钊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武昌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引领十四五规划 2020/08/31 2020/05/15 18.50

冯昌扬 纵向项目 一般纵向（理） 基于机器学习的未来导向技术预见研究 2020/01/18 2020/01/18 2.00

冯昌扬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纵向 面向多源异构数据的新兴技术主题预测研究 2020/8/1 2020/8/1 5.00

冯昌扬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纵向 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中图书馆应急服务体系研究 2020/7/1 2020/7/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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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劲松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理） 多级格网编码模型 2020/11/30 2020/09/30 8.00

胡伟雄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2019 武汉市电子商务统计报表及白皮书撰写 2020/10/09 2019/01/01 12.00

李霞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于动态演化与效应感知的智慧城市政策推动区域

创新机理研究
2020/2/1 2020/2/1 8.00

李玉海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十四五”科技情报事业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2020/07/20 2020/07/20 15.00

刘百灵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大数据背景下基于移动商务用户公平感知的隐私保

护机制研究
2020/12/06 2020/09/15 20.00

刘蕤 横向 横向项目（文） 领域知识图谱构建 2020/12/1 2021/11/30 2.80

卢新元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蕲春县十四五商贸服务业发展规划编制 2020/09/10 2020/09/01 27.00

卢新元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武汉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农村电商培训课程资源

建设
2020/11/03 2020/10/01 85.00

王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
纵向

动态演进视角下“智能+”信息服务技术适应性使用

行为研究
2020/9/20 2021/1/1 24

王萍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纵向 人工智能技术适应性使用行为及优化策略研究 2020/8/1 2020/8/1 5.00

王晓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纵向

基于社交媒体的突发事件事理图谱构建及风险预警

研究
2020/10/1 2020/10/2 5.00

夏南强 纵向项目 委托项目（文科） 明代通俗类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2020/06/01 2020/06/01 5.00

邢云菲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纵向

基于主题图谱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研

究
2020/7/1 2020/7/1 5.00

易明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江陵县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编制 2020/11/18 2020/09/18 19.60

易明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松滋市教育发展规划“十四五”规划编制 2020/11/24 2020/09/19 15.00

易明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 2020/09/30 2020/06/01 45.00

张珺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鄂州葛店中部电子商务国家级示范基地论证与申报

项目
2020/09/22 2020/06/1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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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度已完成科研项目

表 6 2020 年度已完成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职称 归属部门 项目来源 资助类别

立项金额

（万元）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2019 武汉市电子商务统计报表及白皮书

撰写
胡伟雄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12.00 2019-01-01 2020-09-10

APP 交互环境下移动搜索行为机理研究 陈静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直

通车
10.00 2020-04-01 2020-12-31

蔡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十四五”规划

前期研究项目
李延晖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8.00 2020-09-01 2020-12-31

大数据背景下精准扶贫档案的数字化研究 陈慧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A03-丹桂计划项目 3.00 2019-01-01 2020-01-01

大数据环境下碎片化用户生成内容的多粒

度知识组织研究
王忠义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教育部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8.00 2019-03-15 2020-12-31

大数据环境下碎片化用户生成内容的多粒

度知识组织研究
王忠义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A06-自由探索项目 5.00 2019-01-02 2020-02-02

鄂州葛店中部电子商务国家级示范基地论

证与申报项目
张珺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8.00 2020-06-13 2020-07-09

湖北省大数据治理与智能决策研究中心项

目
夏立新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高水平研究机构培育

项目
5.00 2019-05-30 2020-12-31

基于 KDE-PSM 模型的 智慧城市政策推进

技术创新机理研究
李霞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A06-自由探索项目 5.00 2019-04-10 2020-09-01

基于过程性数据的学生学习表现综合评价

模型研究
董庆兴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人工智能与智慧教育

专项
14.00 2019-05-13 2020-12-31

基于机器学习的未来导向技术预见研究 冯昌扬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纵向项目 一般纵向（理） 2.00 2020-01-18 2020-12-31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政府开放数据整合利用

机制与模式研究
段尧清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35.00 2017-06-12 2020-12-31



750

基于人类动力学的大学生移动阅读行为研

究
易明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5.00 2019-01-01 2020-01-31

基于深度学习的引文推荐多样化研究 丁恒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青年教师项目 3.00 2019-06-05 2020-12-01

基于战略性库存的供应链博弈与合作策略

研究
陈鹏宇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验收优秀滚动资助 8.00 2019-03-04 2020-03-05

江陵县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编制 易明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19.60 2020-09-18 2020-12-31

荆州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

编制服务
易明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18.00 2020-11-18 2020-12-31

开放教育资源对社会信息公平的影响机制

研究
罗博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纵向项目 纵向一类（文） 15.00 2017-06-12 2020-06-12

面向重大突发事件的多模态舆情情感识别

研究
曾江峰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新进教师科研启动专

项
5.00 2020-04-16 2020-12-31

面向重大突发事件的图书馆应急服务机制

研究
冯昌扬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新进教师科研启动专

项
3.00 2020-04-01 2020-12-31

南方电网公司档案管理模式及机制研究咨

询服务项目
陈慧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20.00 2020-03-19 2020-10-19

蕲春县十四五商贸服务业发展规划编制 卢新元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27.00 2020-09-01 2020-11-30

人机交互型智能服务技术示能性研究 王萍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新进教师科研启动专

项
5.00 2020-04-20 2020-12-31

社会化问答平台用户画像研究 陈烨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新进教师科研启动专

项
5.00 2018-12-01 2020-12-31

“十四五”科技情报事业人才队伍建设研

究
李玉海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15.00 2020-07-20 2020-10-30

数字馆藏资源多粒度层级结构挖掘研究 王忠义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探索创新项目 14.00 2019-04-29 2020-04-29

双向评价系统对共享经济中信任形成影响 王萍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青年教师项目 5.00 2019-05-01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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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研究：基于 S-O-R 框架 研业务费

松滋市教育发展规划“十四五”规划编制 易明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15.00 2020-09-19 2020-12-20

武昌经济开发区循环化改造方案 段钊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8.50 2020-06-01 2020-12-01

武昌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引领十四五规划 段钊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18.50 2020-05-15 2020-12-01

武汉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农村电商培训

课程资源建设
卢新元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85.00 2020-10-01 2020-12-31

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编

制
易明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45.00 2020-06-01 2020-12-31

襄阳市图书馆新馆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方

案编制
曹高辉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2.00 2019-06-19 2020-09-02

智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与实现路径研

究
曾粤亮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新进教师科研启动专

项
3.00 2020-04-17 2020-12-31

中国电商扶贫的长效机制优化研究 周正龙 讲师 信息管理学院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新进教师科研启动专

项
5.00 2018-12-01 2020-12-01

中国互感器行业分析报告 张自然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文） 2.00 2019-12-01 2020-05-30

2.2.4教学科研支撑

表 7 教学科研支撑情况

序号 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设立时间

2020 年度接收专业实践学生人数（比例）

及基地导师人数 基地评选情况 基地建设成效

学生 导师

1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人

才培养实践基地
湖北省图书馆 201804 3 （6.12%） 1

湖北省联合培养

示范基地

自 2012 年起，先后派遣了多名图情和

农推专硕前往实习，反映良好

2
图书情报硕士、农业硕士实习

基地

湖北省科技信息研

究院
201706 12（24.49%） 9 无

在人才合作培养、创新平台共建等方面

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双方共同发展

3
图书情报硕士、农业硕士

实习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图

书馆
201706 11 （22.44%） 6 无 “一流学科 院馆共建”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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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华中师范大学档

案馆
201803 0 （0.00%） 0 无 “一流学科 院馆共建”的指导方针

5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湖北省标准化与

质量研究院
201804 0 （0.00%） 0 无 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6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中科院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
202009 7 （14.28%） 5 无 提供专业型人才多名

7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湖北技术交易所 202008 2 （4.17%） 1 无 特色起步基地

8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湖北省荣军医院 202007 2 （4.17%） 1 无 特色扩展基地

9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武汉创展云图科

技有限公司
202009 0 （0.00%） 0 无 面向市场实践的新基地

10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别致科技有限公

司
202009 4 （8.33%） 1 无 面向市场实践的新基地

11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武汉普利商用机

器有限公司
202009 2 （4.17%） 2 无 面向市场实践的新基地

12
图情档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

武汉精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202009 0 （0.00%）） 0 无 面向市场实践的新基地

生均实践时长（月） 2 专业实践基地总数 12

2.2.5奖助体系

表 8 奖助体系

专业学位奖助贷

名称
资助水平 资助对象 覆盖比率

学术学位奖助贷

名称
资助水平 资助对象 覆盖比率

学业奖学金

一等奖：12000 元（20%）

二等奖：8000 元（20%）

三等奖：4000 元（20%）

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00% 学业奖学金

一等奖： 12000 元

（20%） 二等奖：8000

元（20%）三等奖：4000

元（20%）

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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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奖学金
二年级及以上年级全日

制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

二年级及以上年级全

日制研究生

优秀奖学金
一等奖：3000 元二等奖：

2000 元三等奖：1000 元

二年级及以上年级全日

制研究生
15%/20% 优秀奖学金

一等奖：3000 元二等

奖：2000 元三等奖：

1000 元

二年级及以上年级全

日制研究生
15%/20%

单项奖学金 100/500 元

二年级及以上的全日制

研究生，在社会公益、学

习、学生工作中表现突

出，或者论文、科技成果

获奖

单项奖学金 100/500 元

二年级及以上的全日

制研究生，在社会公

益、学习、学生工作

中表现突出，或者论

文、科技成果获奖

国交流奖学金

（境外学术交

流）

一等：2000 元二等：1500

元三等：1000 元四等：

800 元五等：500 元

自费或部分自费参加了

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或

信息管理学院组织的境

外交流活动的所有全日

制研究生，达到相关要求

国交流奖学金

（ 境外学术交

流）

一等：2000 元二等：

1500 元三等：1000 元

四等：800 元五等：500

元

自费或部分自费参加

了由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或信息管理学院组

织的境外交流活动，

达到相关要求

国交流奖学金

（国际英语水平

测试）

雅思：1960 元托福：

1761 元 GRE ： 1456 元

GMAT：1725 元

参加了国际英语水平测

试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

成绩达到要求

国交流奖学金

（ 国际英语水平

测试）

雅思：1960 元托福：

1761 元 GRE：1456 元

GMAT：1725 元

参加了国际英语水平

测试的所有全日制研

究生，成绩达到要求

国交流奖学金

（芬兰图尔库大

学交换生项目）

5000 元

参加了赴芬兰图尔库大

学交换生项目的所有全

日制研究生，按要求完成

交换生项目回校

国交流奖学金（芬

兰图尔库大学交

换生项目）

5000 元

参加了赴芬兰图尔库

大学交换生项目的所

有全日制研究生，按

要求完成交换生项目

回校

生活补助 600 元/月 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00% 生活补助 600 元/月
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
100%

华研自强助学金

一等：1000 元二等：800

元三等：600 元四等：500

元

家庭困难、品德优良、学

习成绩优秀、科研突出或

在学生工作、公益活动中

华研自强助学金

一等：1000 元二等：800

元三等：600 元四等：

500 元

家庭困难、品德优良、

学习成绩优秀、科研

突出或在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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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突出的研究生 公益活动中表现突出

的研究生

困难补助
特困：1000 元普通：500

元

因研究生或研究生家庭

成员突发变故等不可抗

拒的原因导致家庭经济

困难的研究生

困难补助
特困：1000 元普通：500

元

因研究生或研究生家

庭成员突发变故等不

可抗拒的原因导致家

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

少数民族研究生

困难补助
1000 元

因研究生或研究生家庭

成员突发变故等不可抗

拒的原因导致家庭经济

困难的少数民族研究生

少数民族研究生

困难补助
1000 元

因研究生或研究生家

庭成员突发变故等不

可抗拒的原因导致家

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

族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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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人才培养

我校严格把关图书情报硕士招生与学位授予环节，力图为社会培养优秀的高

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图书情报专门人才。在招生方面，学位点具有科学合理的

招生计划与健全完善的招生制度，且均得到有效落实执行。

2.3.1招生选拔

图书情报硕士入学初试为全国统一命题的管理类联考；复试分为笔试与面试

两部分，以《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

生专业目录》及《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为

依据并严格执行。招生过程严格遵守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与法规，无任何违纪、

违规或其他不良现象。

图书情报硕士学位点 2020 年计划招生、报名及录取情况如表 9 所示。表 9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报名及录取情况表

年度
计划招生

人数

初试报名

人数

参加复试

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比例

2020 58 351 72 65 19%

2020 年，我校图书情报硕士报名人数逐年增加，从 2016 年的 93 人上升

至 2020 年的 351 人。其中考生的专业背景逐年集中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图书馆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生源结构趋于像图书情报专业集中，具体数据如表 10 所示。

表 10 报考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相关生源情况表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报考相关生源人数 21/93 36/185 21/71 43/243 85/351

专业相关生源比例 23% 19% 30% 19% 24%

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严谨规范。按照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方案，

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自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

位点开始招生以来，共招收硕士生人数为 217 人。其中，2015 年入学的 16 名

研究生有 15 人获得学位（1 人延迟毕业）；2016 年入学的 28 名研究生有 25

人获得学位（1 人因考上国外研究生选择退学、1 人病休、1 人延迟毕业）；2017

年入学的 19 名研究生有 18 人获得学位（1 人退学）；2018 年入学 40 名研究

生有 40 人获得学位。详细情况如表 10 所示。

表 11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情况与生源结构

入学时间（年）

-毕业时间（年）

2015

-2017

2016

-2018

2017

-2019

2018

-2020

2019

-2021

2020

-2022

入学人数 16 28 19 40 4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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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学位人数 15 25 18 40 - -

学位授予比例 94% 89% 95% 100% - -

通过招生环节的复试和后续教学实践发现，部分研究生的专业基础比较薄弱，

综合素质有待提升。由此，在稳步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如何有效提高生源质量

将成为我校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针对图书情报硕士生源的特征，我校已经制定

了吸引优秀生源、保障招生规模的相关政策：第一，扩大宣传，积极争取优质生

源；第二，立足中部，积极组织本地生源；第三，放眼全国，积极推动联合办学；

第四，以人为本，积极吸引考生报考；第五，加强联系，积极促进生源调剂。在

这些措施的保障下，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点生源质量有所提高：2016 年

招收 28 人（“211”高校生源 3 人）；2017 年招收 19 人（“985”高校生源 1 人、

“211”高校生源 1 人）；2018 年招收 XX 人（“985”高校生源 3 人，“211”

高 校生源 12 人）；2019 年招收 49 人（“985”高校生源 5 人，“211”高校生

源 16 人）；2020 年招收 65 人（“985”高校生源 2 人，“211”高校生源 9 人）。

2.3.2思政教育

本专业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图书情报建

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全面构建并落实了“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体系。实施“一

二三四”多措并举，通过全员育人、全带动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实现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1）坚持一条主线，确保“三全育人”格局有高度。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作为主线，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全过程，融入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各环节，对标立表制定“规划图”。

打造两个平台，确保“三全育人”空间有广度线下平台。打造 “E 系列”

和“IM 系列”品牌活动，将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实施“双创之星”

计划，构建一站式人才培育模式。设立“信管之星”领军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开通华中师大信管研会微博与 CCNU 信管研究生微信公众号，全力运行思政专题

页面。发挥“朋辈教育平台”和 B 站的作用，开展线上直播活动，筑牢网络宣

传阵地。

（2）优化三方内容，确保“三全育人”发展有深度。（1）课程育人。党课

引领，坚持书记、优秀党员讲党课制度。课程思政，突出思政元素。科研思政，

强化科研育人导向机制；建设科研育人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2）实

践育人。开展寒暑期实践，前往衡阳、咸宁多地开展支教、调研，在社会实践中，

培养奋斗精神；承接互联网安全志愿者联盟华师站项目，通过“互联网+公益”的

模式提高知识应用能力。（3）文化育人。开展“衔环结草”感恩活动，以写家书

的形式教育学生感恩师长；开展“阳光助残”、“阳光义卖”等公益活动，弘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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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美德；开展“写春联送祝福”主题文化活动，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完善四项保障，确保“三全育人”模式有效度。第一，制度保障。强化意识

形态工作和责任意识，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和课堂教育教学管理体系；严格讲座、

论坛、会议审查，实施“一会一报”制度；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制度。第二，

组织保障。构建院系两级党组织，统筹 “三全育人”工作进程。构建“1+X” 体

系，构建“党员+社团/课题组”、“党员+特殊群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教

工党员+学生党支部”组织架构。第三，队伍保障。组建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创新创业导师、辅导员、学生和教工党支部成员、班主任、校外导师构成的协同

育人思政队伍。第四，经费保障。本专业设立了“三全育人”改革专项经费、课

程思政改革专项经费、“金课”建设专项经费等，支持全体教师开展思想政治研

究工作。

2.3.3课程教学

我校图书情报专业十分注重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应用性实践的操作，设置文献

资源管理与服务、情报分析与服务两个研究方向。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设置《元

数据应用实践》等课程，培养学生信息资源集成管理与服务应用的知识与技能，

使之能在各级单位及组织从事信息组织、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与咨询服务等工

作；情报分析与服务方向设置《科技决策与情报研究》等课程，培养掌握现代信

息技术、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技术收集、组织、检索、分析、评价和开发利用信息

的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立足社会需求，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及职业素养。此外，

针对两个研究方向，我校图书情报专业开设了四大核心课程，包括由易明主讲的

《信息资源建设》课程，包含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信息资源

建设政策等重要内容，提升学生的信息化素养与应用能力；由刘蕤主讲的《情报

分析与研究》一课，通过模块化的情报分析研究方法教学和案例教学，使学生掌

握情报分析的关键方法与常用软件，具备开展情报分析与研究的思维和能力；由

胡潜主讲的《信息服务》课程，面向行业企业创新发展中的信息需求、信息内容

和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利用全过程，建立“数据——信息——知识”的内循环和

信息服务价值链的外循环交互利用思维；由程秀峰主讲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通过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理解大数据技术、分析、应用三大方面的相关概念、基

本思想和常用方法，掌握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能力。

在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方面，我院于 2020 年开设了非全日制教育。课程学习

实行学分制，包含公共必修课（4 学分）、专业核心课（不少于 20 学分，保障

专业基础理论的培育和行业实际的应用）、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4 学分，实现前

沿知识和前瞻性思维的拓展）及专业实践课（不少于 6 学分，保证学生到认可

的图书情报机构进行实习，实现知识的转化）四个模块。每门课程均附有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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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包括课程内容的纲要、教学目标与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参

考书目、考核要求与方式等，强调研究生的应用能力培养与提升，动态调整相关

课程的设置，实现了行业需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有效对接和与时俱进。

在课程教学质量与改进机制建设方面，我校图书情报专业通过明确课程目标、

教学团队建设目标、资源建设目标与信息化建设目标四大方向，提升学生的知识、

技能与综合素养；打造课程专家团队、双师型教师；丰富案例资源、提升成果建

设，最终达到创新型、开放型、多元化的建设效果。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积极探索

新型教学模式，不断改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成果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其中，夏

立新、张自然、卢新元、桂学文及曹高辉申报的项目获湖北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由戴胜利、李霞、王治、谭春辉、费军等人申报的项目获湖北省

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该成果设计的“课堂教学”—“模拟演练”—“竞

赛提升”—“实践锻炼”四维培养模式，比较好地满足了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能力

结构要求，与本专业学生知识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相吻合，利用该模式，通过

“双基地”、“双导师”、“双论文”等特色培养措施，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

业实践技能和科研基本能力。

在教材与资源库建设方面，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点十分注重案例教学

资源建设，拥有系统、完善的教学案例库建设方案，稳定、专业的案例库建设团

队，大量、自主建设的案例资源，实现了案例在课程中的 100%应用，能有效满

足专业设置的需求。在案例教学使用方面，教师结合课程知识，引导学生参与科

研项目。如李玉海教授在与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长江经济带建设动向研究》的

项目合作过程中，带领和指导学生参与研究，提高了学生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应

用能力。在案例编写方面，教师结合自身承担的科研课题，深入行业一线，与图

书馆等就业机构的实际应用场景及需求相结合编写了 50 多项优秀案例。如“湖

北省智慧图书馆应用案例”、“科技报告领域关联数据挖掘应用案例”等。在案例

库建设方面，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点秉承专业性、针对性与系统性，制定

了完善的案例库建设方案。如 2017 年 5 月，易明教授和王忠义副教授参加了

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7 年年会暨培养单位联席会议，学习

相关培养单位的案例教学经验并将获得的优秀案例广泛应用于我校图书情报硕

士课程教学。通过案例资源的构建，采用目标性导向思维，围绕社会需求提升学

生的专业知识及职业素养，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2.3.4导师指导

通过不断优化导师队伍结构，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点已经形成了一支

目标明确、前景良好的导师队伍。

（1）导师聘用及培训。近五年引进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 8 人，

组织各类研究生导师培训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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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注重引进具有企业实践和学术研究双重经历

的人才，如丁恒老师曾在腾讯和挪威斯塔万格大学从事自然语言算法研究，操玉

杰老师曾于网易及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从事知识管理工作和研究。

（3）导师组制探索。已与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武汉普

利商用机器有限公司等十余家校内外产业部门和科研机构联合开展图书情报硕

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工作，实行特聘导师、学院导师共同指导的“双导师制”培

养模式。

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积极推进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根据教育部所印

发的《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等文件要求，提升导师队伍建设，坚持“四为”方针，推进学科教

学调整，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切实加强导师岗位管理。在建设方面，通过“选聘

-培训-考核-变更”等管理模式，一是厘清导师的职责要求，将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学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学业建设发展与导师的评审与绩效相挂钩。

二是严格规范导师选聘标准，围绕学科建设发展特色，招聘具有创新性、政治性

的青年教师，综合提升教育理念与指导能力。三是在导师考核方面，我校图书情

报专业实行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每学年针对导师的工作量、教学过程及学生反

馈综合评价，通过课程评教等方式积极征集学生反馈意见，以此作为教师课程改

进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参考。我校还积极发挥优秀导师的示范效应，针对典型性

经验案例进行宣传，推广成功经验，发挥导师和教学团队的引领作用。四是加强

监督管理机制，推动图书情报专业导师组动态灵活调整，健全导师变更制度，并

根据当前的学生规模，限定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名额，以确保导师精力充分投入。

经过多年的培育与发展，我校图书情报专业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导师培

育模式，涌现出一批典型性教师，包括夏立新、段尧清、李玉海、易明、吴建华、

胡潜等几位具有丰富教学与教育经验的教授及曹高辉、翟姗姗、程秀峰等具有创

新思维的副教授，推动了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的思考能力、学科视野与综合

素养水平。我校图书情报专业还积极搭建校外导师培育机制，包含湖北省科技信

息研究院的门玉英研究员、杨立新研究员、盛建新研究员及湖北省图书馆的王涛

副馆长，发挥实践基地的导向作用，充分提升图书情报专业学生对于社会需求的

认知与综合能力。

在博士生教育方面，我校图书情报专业充分领会《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

管理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认真落实相关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指导的中心

思想，建立职称评定管理办法，严格把控博士生导师的招聘与考核。在职责方面，

由导师全面负责所指导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严格要求博士生遵循各项规章制度；

依据培养方案和因材施教的原则，指导博士生制定学习计划并定期检查；通过课

程讲授与专题研究，充分提升学生对于当前学术热点的思考与探索。此外，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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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专业在培养方面，注重导师对学生的课题培育与多方面引导，积极鼓励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生期间赴芬兰图尔库大学开展双学位培养，并支持学生攻读博

士学位。我校郑卓闻同学在攻读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期间掌握扎实的情报理论基础

和研究方法，并赴芬兰图尔库大学进行硕士双学位培养。2020 年 9 月，以优异

的专业成绩继续攻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博士，参与了多个地区及政府部门

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以及多项横向课题，在人民日报《国家治理》发表文章。

2.3.5学术训练或实践教学

我校高度重视研究生学术训练和实践教学，形成了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建

立了多元的培养基地；组织了合适的学术训练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形

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为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丰富而严格的学术训练

环境。在制度保障上，积极制定规章章程、培养方案、工作制度等，让学生得到

充分学术锻炼与实践训练机会；在经费支持上，全面涵盖各种科研经费，奖学金

管理等财务措施，让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得以充分实施。具体的：

（1）制度保障

经过多年的制度建设，我校形成了覆盖管理体制、招生管理、教学管理、学

位管理、实习实训、奖助贷、财务管理、科研管理、日常工作、档案管理等方面

的制度体系，有力保障了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各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在

管理体制上，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并以正式文

件明确了中心的组织架构、岗位设置和职责分工；同时，为实现重要事项决策的

规范化，制定了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科研管

理制度方面，从内容上涵盖了纵向与横向科研项目、学术规范、学术行为、成果

奖励与转化、学术会议、学术机构、出国交流等各个方面，从对象上全面涵盖了

教职工与研究生两类群体，并且在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制度进行修订与完

善，有力保障了师生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与规范运行。

在教学管理制度方面，制定了多项相关制度。严格依照《关于我校开展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改革建议（参考版）》、《华中师范大学关于修订完善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华中师范大学关于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高度重视对学习纪律与考勤、教学过程与成绩管

理、学术伦理与规范等活动的考察，规范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并将

其作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信息管理学院“信管之星”

等奖励的重要依据。对于违反教学秩序与学术规范的行为，依据《华中师范大学

研究生违纪处分与矫正教育实施办法》予以处罚并帮助其改正。同时，建立以教

学督导为主、研究生评教为辅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对研究生教学活动全过

程和教学效果进行监督，不断完善其反馈机制与整改工作。另一方面，为规范图

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加强对培养方案变动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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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确需对有关课程进行调整时，严格遵循学校教学方案与计划异动程序，需

要填写《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变更申请表》，并提供调整依据与相关背

景材料。

在学位培养制度方面，制定了多项相关制度。为严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对图书

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控制与保障。我院面向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制定相

应学位标准，从基本素质、知识体系、能力建设、实践锻炼、学位论文规范等方

面明确对这一专门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同时，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

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华中师范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实施细则》《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

假行为处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结果处理办法》《华

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工作实施办法》《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分别从学位申请要求、论文撰写与学术规

范、评阅与答辩组织、学位评定标准等各环节加强对学位授予工作的管理，切实

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2）经费支持

财务管理制度方面，既涵盖了纵向与横向项目科研经费、差旅、公务接待、

会议费、奖学金审核与发放等专门费用的管理办法，也涵盖了预算执行考评、财

务助理、报账员、财务联络员等财务管理的相关内容。

奖助贷制度方面，全面涵盖了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及单项奖学金

和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等各类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助学

金、特殊困难救助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各类助学金，以及优秀研究生、研究生标

兵、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等等各类研究生荣誉称号的比例、标准、

申请条件及具体的实施办法。

（3）联合培养及实训岗位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特别是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确定了“夯实专业基

础、提高实践能力、突出创新发展、推动学科融合、培养符合人才”的实践教学

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校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点积极与行业机构密切合作，

目前已建立了 10 多个实践基地，具体可以分为图书馆类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类。

图书馆类实践基地重在发现图书情报领域的理论与应用问题，并通过实践探

索解决问题的方案。具体实践基地包括：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武汉理工大学图

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襄阳市图书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情

报中心、湖北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等。这类实践基地可为图书情报

硕士在图书采编、典藏、流通、阅览、读者服务、信息咨询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方

面提供相应的实习场所、工作任务、设备、指导教师及必要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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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事业单位类实践基地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重在提高人才的实践应用能

力。具体实践基地包括：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武汉钢铁公司研究院信息研究所、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湖北软件评测中心、

中船重工第七〇九研究所、烽火科技集团旗下武汉烽火等。这类实践基地可以为

图书情报硕士在科技信息与文献检索、科技情报信息研究、企业竞争情报研究、

信息咨询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提供相应的实习场所、工作任务、设备、指导教

师及必要的培训。显然，这种多层次的实践基地格局必将能够为我校培养优秀的

图书情报硕士人才奠定重要的基础。

每个实践基地都具有完善的实训设置，均制定了健全的管理制度，并对实训

岗位进行了规范性说明，以确保每个实践基地都有一定数量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

技术人员和专家，能够全面开展专业实践教学，从而为图书情报硕士完成学业提

供条件。

在实训设施方面，图书馆类实践基地均收藏有海量的数字化的馆藏资源和纸

质馆藏资源。数字馆藏资源其类型以全文数据库居多，文摘数据库次之；而数据

库包含的文献类型以及时反映最新学术成果的期刊为主，兼及图书、会议论文、

科技报告、学位论文、技术标准、产品样本、专利等各类。文献资源总量达均在

百万余册以上，其中包括印刷型文献、图书、期刊和报纸等，初步建成印刷型文

献和数字化文献相结合的文献保障服务体系。图书馆服务功能完备，拥有多种现

代化的服务手段，可以提供外借、阅览、听音收视、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

服务、课题查新、读者教育、馆际互借、文献复制、文献传递等多类型、多层次

的服务。图书馆拥有服务器、计算机终端和外部设备，建成了高带宽的馆内局域

网和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可通过国家教育科研网和互联网向网上用户提供文献服

务。其他企事业单位类实践基地均购置了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交换

机等办公设备。设立了各种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协作共用网等，并承担科技计划

项目综合管理平台、重点实验室数据管理平台、企业全流程管理平台、科技人才

工作平台、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创新创业公共云服务综合平台等。

在实训岗位方面，图书馆类实践基地主要提供了资源建设部、参考咨询部、

流通阅览部、信息技术部、古籍特藏部。资源建设的主要工作有：资源采访、图

书捐赠、编目、特色资源库、资源分析。参考咨询部进行常规读者培训，开设文

献信息检索课程，查收查引、科技查新、读者培训、专业文献资源建设、情报分

析等内容。流通阅览部主要负责图书异常借还问题、图书超期遗失问题、综合咨

询等各类读者事务的处理。信息技术部主要负责整个图书馆的一卡通系统的管理

及维护，负责与机房环境相关的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系统的管理，服务

器及应用系统管理，数据管理，网络维护管理，其他多媒体设备管理等。古籍特

藏部承担古籍特藏、流通阅览工作，提供文献咨询服务，满足读者查阅需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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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参与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项目、古籍特藏清理及书库布局优化等。其他企事业单

位类实践基地主要提供了战略研究岗位，包括科技动态搜集、行业情况调研、科

技政策研究、发展规划编制等内容。统计评估岗位，包括科技统计、区域创新能

力监测与评价等内容。期刊编辑和网络编辑岗位，包括科技期刊的选稿、组稿、

编辑、校对等内容。网络编辑包括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的选稿、编辑、

排版、发布等内容。活动策划岗位，包括科技培训、学术论坛、创新创业大赛等

活动的策划、组织、协调、执行等内容。软件开发岗位，包括网站、信息系统、

移动 APP 的架构设计、代码编程、运行测试等内容。综合管理岗位，包括科研

管理、双创载体运营、重大项目策划等内容。

2.3.6学术交流

在科研学术交流方面，从内容上涵盖了纵向与横向科研项目、学术规范、学

术行为、成果奖励与转化、学术会议、学术机构、出国交流等各个方面，从对象

上全面涵盖了教职工与研究生两类群体，并且在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制度

进行修订与完善，有力保障了师生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与规范运行。例如，2020

年 11 月专硕学生罗慧玉在导师陈慧的带领下参加四川大学主办的第七届全国

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

2.3.7论文质量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依据《华中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图书情报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标准》、《华中师范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管理办法》要求，开展硕士研究生的选题、开题、预

答辩和答辩工作。

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学院根据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

士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凡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均

属于抽查、盲评范围，按学校要求组织执行。

2020 年，本学位点共有 38 篇图书情报专业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全部

学位论文均进行了外审，通过率 100%，其中“三优”1 篇，“两优一良”3 篇，

“一优两良”11 篇，“三良”7 篇；其中 2 篇学位论文被评为校级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本年度湖北省学位办学位论文抽检尚未涉及图书情报专业硕士。

2.3.8质量保证

为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学院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进行课程学习监督、专业

实习实践培养以及学位论文管理。学院严格执行《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

方案》，要求学生分时段、分阶段完成课程学习任务；与相关企业建立友好合作

关系，为学生提供定向专业实习实践培养基地，并通过建立校外兼职导师制度，

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实习实践指导；对于顺利通过盲审的学位论文，组织校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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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参与学位论文答辩，严格把控学位论文质量。此外，指导老师在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定期召开讨论会监督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和实习情况，指导学生循序渐进

地完成学位论文。对于阶段性表现不合格的研究生，予以适当的鞭策和警告。

2.3.9学风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成立以学科带头人为组长，学科建设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

位委员会、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等机构牵头的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领导小组，通过宣讲科学道德和科学规范，引导研究生遵

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摒弃学术不端行为，

努力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 号）和华中师

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严格考核，绝

不姑息。

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完成后，需要进行“查重”检索、“双盲”评审等环节。

学位委员会负责对有学术不端嫌疑的行为问题进行初步调查与认定，必要时可邀

请校外专家参与调查。通过这些举措，有效地维护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但是，

也出现了一些需要高度警惕的不良现象，如少数研究生提交的课程作业论文有不

规范之处、极少数研究生因为查重超标而不能按期正常毕业等。

2.3.10管理服务

我院严格按照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和规定，

结合我校培养定位及目标，制定规范科学的学位标准和培养方案，并适时对学位

标准和培养方案进行补充和修订；制定包括师资选聘、教师管理、教学组织、课

程建设、教学方法、评价监督、学位论文指导、评审与答辩、学位授予等在内的

制度和标准，强化过程管理，确保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经过多年的制度建设，我院形成了覆盖管理体制、招生管理、教学管理、学

位管理、实习实训、奖助贷、财务管理、科研管理、日常工作、档案管理等方面

的制度体系，有力保障了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各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在

管理体制上，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并以

正式文件明确了中心的组织架构、岗位设置和职责分工；同时，为实现重要事项

决策的规范化，制定了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奖

助贷制度方面，全面涵盖了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及单项奖学金

和专项（社会资助）奖学金等各类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助学

金、特殊困难救助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等各类助学金，以及优秀研究生、研究生标

兵、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等等各类研究生荣誉称号的比例、标准、

申请条件及具体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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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制度方面，既涵盖了纵向与横向项目科研经费、差旅、公务接待、

会议费、奖学金审核与发放等专门费用的管理办法，也涵盖了预算执行考评、财

务助理、报账员、财务联络员等财务管理的相关内容。

科研管理制度方面，从内容上涵盖了纵向与横向科研项目、学术规范、学术

行为、成果奖励与转化、学术会议、学术机构、出国交流等各个方面，从对象上

全面涵盖了教职工与研究生两类群体，并且在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制度进

行修订与完善，有力保障了师生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与规范运行。

日常工作制度，涵盖了劳动纪律、考勤、坐班人员管理、资料室管理、实验

室管理、研究住宿、消防与日常安全等方面，对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日常工作的

正常运转起到了保障作用。

课程与教学管理制度方面，学校与学院制定了多项相关制度。为健全专业学

位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管理，我院严格依照《关于我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工作的改革建议（参考版）》、《华中师范大学关于修订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华中师范大学关于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实

施意见》等文件，高度重视对学习纪律与考勤、教学过程与成绩管理、学术伦理

与规范等活动的考察，规范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并将其作为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信息管理学院“信管之星”等奖励的重

要依据。对于违反教学秩序与学术规范的行为，依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违纪

处分与矫正教育实施办法》予以处罚并帮助其改正。同时，建立以教学督导为主、

研究生评教为辅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对研究生教学活动全过程和教学效果

进行监督，不断完善其反馈机制与整改工作。另一方面，为规范图书情报硕士专

业学位培养方案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加强对培养方案变动的规范化管理，确需对

有关课程进行调整时，严格遵循学校教学方案与计划异动程序，需要填写《华中

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变更申请表》，并提供调整依据与相关背景材料。

学位培养制度方面，学校与学院制定了多项相关制度。为严格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进一步完

善对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控制与保障，我院面向图书情报专业硕

士制定相应学位标准，从基本素质、知识体系、能力建设、实践锻炼、学位论文

规范等方面明确对这一专门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同时，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华中师范大学学

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结果处理

办法》《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工作实施办法》《信息管理学院博

士、硕士学位论文盲评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分别从学位申请要求、论文撰写

与学术规范、评阅与答辩组织、学位评定标准等各环节加强对学位授予工作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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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切实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2.3.11研究生就业及发展情况

近两届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就业及发展情况如表 3.1 所示。我校 2018 届

图书情报专硕毕业生共计 37 名，就业率为 89.19%；专业对口率分别为 81.08%。

（1）地域分布：45.95% 的毕业生在湖北省内就业，东部地区就业的占 5.41%，

中部地区就业的占 48.65%，西部地区就业的占 0%；（2）行业分布：57.58%的毕

业生在企业工作，包括大型国企（占 27.02%）和知名民企（占 21.62%），以及

三资企业（2.7%），例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通设计研究院等，12.12% 的毕

业生在党政机关工作，例如市人民检察院、省监狱管理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等，

12.12% 的毕业生在事业单位工作，例如北京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四川旅游学

院、肇庆市宣卿中学等。由此可见，我院毕业研究生就业去向集中于事业单位、

国有大型企业和知名民营企业，该情况反映了毕业生素质较高，具备良好的专业

素养，综合能力相对较强，并得到国内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的高度认可。

为了准确掌握毕业生发展情况，我校向每个用人单位发出了《函调证明材料

信》，从用人单位的评价反馈情况来看，大部分用人单位对于我校培养的图书情

报硕士毕业生给予了满意评价，对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以及综合水

平评价较高，认为毕业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工作自

主性以及实践方面都有比较大的优势。部分毕业生在工作岗位表现优秀，毕业一

年已崭露头角，成为业务骨干或部门的中坚力量。例如，毕业生秦懿于 2020 年

7 月入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就职于文献服务部；张玉晗于山西省运城市统计

局档案管理岗位工作半年，取得“优秀实习生”的称号，毕业后在上海同砺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做战略发展顾问；沈雨田于 2020 年 9 月升学至武汉大学信

息管理学院攻读情报学博士学位。

表 12 2018 届研究生就业及发展情况统计分析表

毕业生就业及发展情况

（一）就业情况统计

毕业

年级

毕业

生总数
就业率

专业对

口率

就业情况（人数及比例）

未就业签就业协议/

劳动合同

升学 自主

创业

其他形

式就业国内 国（境）外

2018 37 89.19% 81.08% 33100% 0 0 0 0
410.81

%

（二）毕业生主要去向

毕业

年级
就业单位/就读院校名称（填写人数最多的 5 项）

2018
升学

国内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国（境）外

就业 武汉图书馆清远市图书馆 中国电信股份有 华中科技大学同 河南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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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襄阳分公

司

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

安厅

（三）签约单位类型分布（人数及比例）

毕业

年级
党政机关

高等教育

单位

中初等教

育单位

科研设

计单位

医疗卫生

单位

其他事业

单位
国有企业

三资企

业

民营企

业
其他

2018 412.12% 26.06% 26.06% 0 0 0 1030.30% 13.03% 824.24% 0

（四）签约单位地域分布（人数及比例）

毕业

年级
本省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2015 17（45.95%） 2（5.41%） 0 18（48.65%）

（五）毕业生发展情况（人数及比例）

毕业

年级

获得破格晋升或重点培养

交流
获奖或在行业中取得突出成绩 获得用人单位良好评价反馈

2018 9（64.29%） 4（28.57%） 10（71.43%）

2.4服务贡献

我校图书情报硕士专业注重专业实践和应用，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社会信息化发展需求、文化建设需要，在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层次、

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优秀人才的过程中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具体表现为：

（1） 服务领域广泛：多元服务领域展示了本专业学位对外服务的广度，

也彰显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特点。2020 年我校图书情报专业主要面向政府

机构开展社会服务，涉及教育部门、商务部门、大数据管理部门、应急管理部门

等；企事业单位紧随其后，包括南方电网公司、鲁能集团等。

（2） 服务内容丰富：丰富的服务内容精准对接了国家经济文化发展需求，

体现本专业知识转化水平和专业性。2020 年我校图书情报专业社会服务内容与

专业知识紧密契合，涉及科技情报人才规划、企业工程档案管理、教育信息化、

应急管理机制、电子商务行业分析等，为特定领域实践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3） 服务组织高效：基于不同服务场景和主体特点，将人才培养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校内外资源科学调度的特点贯穿于本专业社会服务始末。2020 年

我校图书情报专业各项社会服务高效组织，在项目实施中科学地汇聚图书情报专

业指导老师与研究生，以人才培养“双导师”模式为契机，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

知识和实践能力，有效整合内外部智力资源，建立了有效的需求“采集-规整-

反馈” 的内部沟通和外部联络渠道，高质量完成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4） 服务效益显著：2020 年度我校图书情报专业在研横向项目共 17 项，

总立项经费为 391.5 万元。社会服务成果形式多样，涉及研究咨询报告、发展

规划纲要、调研分析报告、政策建议等。已完成 7 份“十四五”规划纲要，1 份

政府咨询报告被湖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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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科技进步

2020 年度我校图书情报专业面向科技领域开展的服务主要涉及十四五规划、

企业管理技术、教育监测技术。在科技规划方面，主要有李玉海教授主持的“‘十

四五’科技情报事业人才队伍建设研究”项目、段钊教授主持的“武昌区科技创

新与产业引领十四五规划”项目，高质量完成了“十四五”科技情报事业人才队

伍建设规划报告、武昌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引领“十四五”规划报告、“荆州市新 型

智慧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等。在企业管理技术方面，主要有陈慧副教授主持 的

“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互联网+’工程项目档案智能收集研究技术 服

务”和“鲁能集团风电建设项目档案过程管控研究服务”项目，以及高劲松教 授

主持的“多级格网编码模型”项目。在教育监测技术方面，主要是段尧清教授 主

持的“武昌区绿色教育发展质量监测”项目，该项目基于前期“深圳龙岗区教 育

质量监测平台建设”项目，研制了武昌区绿色教育质量监测指标体系，依据指 标

开发了武昌区教育质量监测系统，主要包括区域性教育质量监测平台、区域性 教

育质量监测工具、区域性教育质量数据分析系统等，充分发挥了质量监测评价的

导向功能、诊断功能与评价功能，大大提升武昌区教育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水平。

2.4.2经济发展

2020 年我校图书情报专业面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开展了系列服务工作，

主要涉及电子商务发展、经济开发区建设、企业档案管理。在电子商务领域，主

要有卢新元教授主持的“武汉农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农村电商培训课程资源建设”

项目、“蕲春县‘十四五’商贸服务业发展规划编制”项目；李延晖教授主持的

“麻城市物流发展规划（2020-2024）”项目；胡伟雄副教授主持的“2019 武汉 市

电子商务统计报表及白皮书撰写”项目；张珺副教授主持的“鄂州葛店中部电 子

商务国家级示范基地论证与申报项目”。在经济开发区建设方面，主要是段钊 教

授主持的“武昌经济开发区循环化改造方案”项目。在企业档案管理方面，主 要

是陈慧副教授主持的“南方电网公司档案管理模式及机制研究咨询服务项目”。

上述项目为地区经济、企业运行管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2.4.3文化建设

2020 年学院受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松滋市教育局委托展开了“十四五”教

育发展规划调研和编制工作。学院高度重视，专题研究部署，由易明教授主持武

汉市洪山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项目、松滋市教育发展规划“十四五”

规划编制项目，图书情报专业 30 余名师生积极参与，通过团队较长时间深入调

研，收集了详实丰富的领域发展事实数据和资料，并通过专业分析和撰写，高质

量完成了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报告、松滋市教育发展“十四五”

规划报告，充分发挥了信息分析、决策支持作用。各项目报告得到了相应部门的

高度认可，各规划的高质量编制和有效实施将助力教育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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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艺术（美术）

（类 别） 代码：1351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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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 2009 年获艺术硕士招生权，2010 年开始招收音乐领域，2014

年开始招收美术领域。是华中地区唯一一所部属师范大学艺术硕士学位授权点，

并在教育部 2015 年开始的专业合格评估中评审通过。

2．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科形成中国画、油画、版画、美术教育、新媒体艺术五个方向的优势和

特色。其中，中国画、油画、版画、新媒体艺术方向主张艺术实践与研究相辅相

成，强调结合当代文化语境与审美理念进行艺术实践和研究，积极将传统文化思

想和当代中国生活转化为艺术实践和研究的资源，紧密配合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

需要。美术教育方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旨在培养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备系统专业知识与高水平技能及良好综合素养的高层次美

术教育人才。

3. 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该学科每年招收研究生 40 余人，其中 20%来为“双一流”高校推荐免试入

学研究生，每年研究生考试统招考生中，约 86%为来自一本院校的考生：毕业生

近五年平均一次就业率为 82%。

4. 研究生导师状况

该学科有硕士生导师 30 人， 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 12 人，副高级职称 17

人；2020 年在读研究生为 118 人，研究生导师生师比为 3.7 :1。此外，学院聘

请“楚天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林志教授任兼职研究生导师并定期来我院讲学；

湖北省美术院院长肖丰(一级美术师)、朱健翔(二级美术师)任兼职研究生导师;

武汉画院原院长冷军(一级美术师)任客座教授讲授示范公开课，全国重点中学的

一线教师朱公瑾、徐军、吴蓉、赵翠云等任美术教育专业课程和兼职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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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如下：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 目标与标

准

1.1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国家文化与艺术事业发展需要以及艺术专门人才培

养需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备系统专业知识与高水平技能及良好综合

素养的高层次美术专门人才，以及胜任文化艺术事业与产业方面

所需的创作、教育、管理与策划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

人才。

我校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为：

1. 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深厚的人文素

养、较强的事业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2. 具有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平、系统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艺术

审美能力，同时具备与之相应的艺术理解力；

3. 熟悉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及发展方向，掌握先进的研究方

法和手段，具有独立从事美术创作实践与研究的能力；

4. 掌握基础美术教育和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

具备较强的教学技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

有创造性的美术教育教学活动；

5. 具有开阔的艺术视野、扎实的美术理论素养、传统文化底

蕴与博大民族情怀，具有终身学习的理念以及自主研究与

创新能力，成为能够胜任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与产业方面所

需的创作、美育、管理与策划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

专业人才。

1.2学位标准

需完成毕业创作、毕业创作报告、美术教育方向学位论文等相关

环节；毕业时需举办毕业作品展览，由导师组进行成绩评定，学

位论文、毕业创作报告须通过答辩，成绩评定合格方可毕业。学

位论文在答辩前实行抽检，答辩通过后由我校进行抽检，再送湖

北省学位办抽检。

2．基本条件

2.1培养方向

或

特色

1. 中国画

2. 油画

3. 版画

4. 美术教育

5. 新媒体艺术

2.2师资队伍

1. 中国画方向，硕士生导师 3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1 名

2. 油画方向，硕士生导师 6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2 名

3. 版画方向，硕士生导师 5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2 名

4. 美术教育方向，硕士生导师 7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3 名

5. 新媒体艺术硕士生导师 9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4 名

2.3科学研究
上年度完成及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 4 项，教育部项目

4项，省社科项目 4项

2.4教学科研

支撑

学院推行“三全育人”，特别鼓励学生积极从事艺术实践和学术

研究活动，在校学习期间参加各种全国专业性展览、竞赛、学术

活动和发表研究论文，学习成果突出。其中，在中国美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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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艺委会)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第二十三届全国版画展、

第七届深圳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全国美

术作品展、第三届中国版画大展等展览中，入选具有中国美协入

会资格的作品 3 件，入选及入围作品 5 件;在五年一届的湖北

省展中入选作品 4 件，其中与导师合作的版画插图获得第十三

届湖北省美术作品展金奖;入选湖北省、陕西省、山西省、新疆

等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展览10件，其中获优秀奖3件;入选湖北省

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主办的省级展览中入选作品 36 件，其中获

优秀奖及以上奖 16 件;入选国际性专业展 24 件。在艺术类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48 篇其中发表CSSCI期刊1篇，八大美术学院学

报发表论文21篇，另外发表英文期刊6篇;获绚丽年华第十一届全

国美育教学成果展特等奖 1 项;获得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党员、团

员 12 人次;获华中师范大学创新研究生项目 4 项;获湖北省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 3 篇、校级优秀硕士论文 36 篇。

2.5奖助体系

学院建立有完备的奖助体系制度，全面贯彻执行《华中师范

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国

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

法》（华师行字〔2014〕140 号）、《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奖

学金、单项奖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一方面，通过“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及单项

奖”、“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研究生专项（社会资助）奖学

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

“研究生特殊困难救助金”、“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等奖助学金

的发放，有效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和培养质量，吸引优质生源，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授予华研楷模、优秀研究生、

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和优秀助管等荣

誉及奖励，激励学生积极进取、发奋图强。

学院目前每年奖助覆盖面已达 100%。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

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2020 年招收推免生 5人，统考生 35 人，报名人数为 352 人，

报录比为 10.1：1；约 86%为来自一本院校的考生，

招收 211 高校及八大美院硕士人数为 18 人，占比为 45%。

通过以下方式来保证生源质量：

1、提高招收推免生比例，已招收 5 人，占 12.5%。

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报考人数。

3、在初试、复试中，加强创作能力考察内容。

3.2思政教育

以“思政+美育”作为“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核心理念，打造“三

课”精品课程，实施“三航”、“四链”、“五进”教育工程，全方

位调动育人资源，完善实践性与专业性的实践育人体系

1. 打造“思政+美育”三课精品工程。建设笔尖上的思政课、

行走的思政课、“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创作课;推出“我

和我的祖国原创作品大赛”、“廉政文化原创作品大赛”、“手



773

绘最美劳动者”、“手绘最美教师”、“手绘最美教官”等精

品活动。结合重大主题与时代关切，推出“壮丽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庆祝新中国 70 周年师生美术作品展。发起

“战疫，华师美院在行动”、“画笔战疫”活动，师生用画

笔参与战役行动，社会反响强烈。出版《画说抗疫英雄传》，

以画歌颂抗疫英雄。

2. 实施“三航”、“四链”、“五进”教育工程。夯实“艺馨学

习发展中心”，开展“导师启航、朋辈引航、党员领航”三

航行动及美院大讲堂等活动，加强典型引领和底线约束。

实施“四链”教育工程，整合“课程链、师资链、成果链、

实践链”四方资源，开展最美课堂、最美教师、最美作业

评选。实施“五进”教育工程，盘活“书记、教师、辅导

员、校友、朋辈”五方力量，通过书记有约、教师午餐会、

朋辈进晚点名、校友进校园等活动，助力青年成长。

3. 依托“导生团队”，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目前已建有英山社

会实践队、赴鄂州“美育”服务队、“艺心向党”党员服务

队、郴州天域爱心社支教队等暑期实践团队，以助力美丽

乡村建设为主题，开展魅力墙绘等活动。2020 年开展“千

生画千村”活动，组织千余名青年学子用手中画笔描绘千

村脱贫攻坚成果。

4. 建立美院恽代英宣传中心，组建“画说”原创工作室。挖

掘杰出校友“恽代英”红色名片全面整合学院网络阵地，

以时政热点等为主题，展开四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推

出“恽代英的最 in 简历”、“南水北调五周年:一滴水的进

京路”。开展“以艺战疫”、“画笔为刃”等网络战役活动。

5. 构建高效能、协同式思政队伍。辅导员队伍专兼结合，队

伍整齐。创立“辅导员素质提升营”提升业务素质，定期

开展导师座谈会。教师团队获“湖北名师”、“桂苑名师”、

“三育人”标兵、“博雅计划优秀导师”等多项荣誉。

6. 建好“艺心向党”创新型党支部。实施“红船引航”计划，

开展恽代英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党团班一体化建设。开设

“书记有约”栏目，做到党建与业务工作双融双促。设立

党员发展实践锻炼岗，组织党员读书会，建立蔡甸区蔡甸

街、仙桃市潭头村党员教育实践基地。

3.3课程教学

4. 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措施。各专业以学分制为核心，包含

公共必修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及专业实践课四个

板块。在中国画、油画、版画、美术教育、新媒体艺术等

多门必修课中开展课程教学改革 2 门，完善建设数字化资

源课程，配备完整的课程教学大纲，树立课程思政意识。

以“问题+课题+专题”的链式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创新。

5. 建立课程教学质量督导制度。强调研究生教学各环节都有

清晰明确、科学合理的质量要求，强化由培养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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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的质量监督小组的职能，对学生在各评价制度中的

产生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促成优秀的教学成果和方法得

到认可和推广，不断优化教学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交流协

作，使得教学最新成果能够在教学一线得到充分的探索。

6. 课程体系构建与艺术实践密切关联。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教

学相互融合，形成课堂训练、课外实践和社会艺术项目等

不同环节的艺术教学、知行体验。已对接的实践基地，及

对重要省、市级美术馆的考察项目，则促进了学生了解社

会对于艺术专业的需求。同时联合社会艺术平台、专业机

构，定期举办作品展和学术活动。培养行业参与度高，执

行能力强，对学科前沿及核心知识理解度完整的艺术人才。

3.4导师指导

学院重视专业硕士导师的聘用与管理，

1. 制定了导师聘用条例，每年由学院组织审核上岗导师，新

聘导师需通过学校组织的专门培训后方可上岗。

2. 聘请专家、特级教师作为兼职导师，共同参与人才培养。

3. 成立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组成各方向导师组统筹各个

教学环节的工作。

4. 目前的导师团队中既有海外导师，又有专业美术机构的馆

长、职业策展人、国家一级美术师、职业艺术家、特级教

师等专家，并且制定相应制度帮助学生参与导师创作小组，

将传帮带制度化。同时积极组织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深入

到专业艺术机构、基础教育部门、创作实践基地，加强培

养过程中的实践指导力度。学生作品参加全国、省市级美

展的入选和获奖率不断提高。

3.5学术训练

或实践教学

艺术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环节，包括创作实

践、社会调研、艺术考察、教育实践等，重点突出艺术创新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与相关美术机构、组织结成联合培养机制。

为了提高艺术实践的质量和成效，积极创造艺术实践的条

件，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加大实践环节的学时数和学分比

例；实行导师负责制，并聘请高水平的艺术家联合指导艺术实践，

并实行 6 位学生配备一位导师。举办的主题性创作艺术实践活动

得到人民日报、湖北省政府新闻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制定《师

生艺术创作作品资助办法》《艺术实践成果奖励办法》《艺术实践

基地建设及活动管理条例》等管理文件，推动艺术实践活动的制

度化，体现艺术活动的实践育人价值。

近五年，学生作品参加全国、省市级美展的入选和获奖率不

断提高，近五年来入选 5 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作品 1 件，获 5年一

届的省美展金奖 1 件（与导师合作），入选 5 件，中国美协入会

资格作品 3 件，湖北省高校美术与设计大展金奖作品 1 件，省美

协作品展入选 16 件，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作品入选 3 件，

获三等奖 1 件（国家级 B 类），北京国际设计周入选作品 2 件。

并有部分作品被国家、省市级重点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彰显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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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艺术实践质量和优势。

3.6学术交流

学院高度重视国际化办学并借助学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和对外

工作处及港、澳、台办公室的作用，组织学生以多种方式赴境外

学习和交流。一、与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北

教育大学等签订合作协议定期派往交流学生，与加拿大里贾纳大

学签署全方位学历教育协定;二、鼓励并帮助学生赴境外攻读学

位，2名学生毕业后分别赴莫斯科国立斯特罗季诺夫工艺美院、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名在读生获意大利米兰布雷

拉美术学院硕士学位; 三、开展短期访学交流，先后组织多次赴

台湾师范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开展访学交流活动;四、组织学生

参加国际艺术展览，每年都有学生作品入选欧美及亚洲地区绘

画、新媒体艺术等专业性展览。

3.7论文质量
近五年来，学生全部完成了毕业创作及毕业论文，毕业率 100%，

毕业论文优秀率 20%，抽检合格率 100%，毕业创作评优率 30%。

3.8质量保证

本领域立足于艺术创作实践与教学实践领域，人才培养过程中注

重核心创作能力的培养，通过导师组的创作课程组合体系，建构

用研究的方法进行创作学习。强化作品的展示方案和方式研究学

习。学生毕业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级美展。创作作品形式多

元。在原创性美术创作方面等方面产出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已形

成华中地区的学术品牌，建立起了一定的学科优势。

3.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理

情况。

1、学院定期培训导师，要求导师学习与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相

关文件，并定期引导学生遵守学术规范。

2、学院定期在研究生中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活动，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

3、学院加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管理，严禁在学术方面剽窃他人

研究成果、或败坏学术风气、或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的行为，

做到“零容忍”，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4、目前，师生未出现学术不端的行为或教师有失范行为。

3.10 管理服

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

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2020 年，研究生总人数为 230 人；学院配备专职、兼职研究生

秘书各一名；配备专职、兼职研究生辅导员各一名。

学院建立了完整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如奖学金评审的公示制

度、成绩公布的公示制度，其他各项评优评选制度。定期对在学

研究生满意度进行调查，2020 年满意度调查结果为 98%。

3.11 就业发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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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1、整体就业信息：

类型 人数 比例

协议就业 23 59%

灵活就业 8 21%

自主创业 2 5%

未就业 6 15%

合计 39

2、协议就业信息：

单位类型
事业单

位

企业单

位

其他单

位

协议人数 10 1 12

比例 43.50% 4.30% 52.20%

3、在学校就业信息：

学校类型
高等学

校

中初学

校

其他单

位

协议人数 4 12 7

比例 17.40% 52.20% 30.40%

4、2021 年，对协议就业的 23 人进行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满

意达 22 人、比例为 95.7%。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

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学院定期组织作品拍卖会，既可以解决困难研究生生活压力，

也可以提高他们创作热情。

4.2 经济发

展

1. 支援西部高校，推动少数民族地区艺术教育发展:为将先进

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学术前沿信息传递到支援院校，我

院先后有五位教师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师范学院;分阶段接收

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云南大理学院、宁夏师范学院，西部高

校教师来我院访学;另与青海师范大学签署协议，并成立“西

海重彩艺术研究中心”，开启与西部高校的全面合作。

2. 利用地域资源优势致力于荆楚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通过

馆校合作，推进公共美术教育，为武汉美术馆策划展览及系

列公共教育活动，雅昌艺术网等多家媒体竞相报道;主持“荆

楚民间美术”项目音像制品获“湖北省政府出版奖”;通过

国家社科与艺术基金项目推动荆楚非遗文化的产学研融合

与创意人才的培养。

4.3 文化建

设

3. 搭建思政+公共+实践育人平台，服务和推动学校美育和社会

美育发展:先后打造桂子山美育节、艺心向党党支部、美育

大讲堂、美育公开课、画说原创工作室等美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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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立美育研究中心，创办《美育研究》期刊，举办全国高校

美育高峰论坛。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教育报等国家级媒

体报道近百次，教育部以《华中师范大学多举措推进美育工

作》向全国高校进行了推介。

5. 以艺战疫、彰显艺术服务社会功能:疫情期间，美术学院师

生及时拿起画笔构筑战疫堡垒，创作视频、书法、绘画、海

报等近 1000 件作品，师生团队编撰《画说抗疫英雄》，受

托为“恒安集团为香港捐赠防疫物资事迹”创作系列海报，

参与湖北省“心手相连，共同战疫”援鄂纪念章设计活动，

拓展了艺术服务社会的丰富内涵。

6. 举办创作展览，贡献华师力量:学院发挥美术创作的优势，

有计划组织创作活动反映国家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活跃地

方文化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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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华中师范大学

代码： 10511

授 权 学 科 名称：艺术（音乐）

（类 别） 代码：1351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1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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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为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师范院校中的佼佼者，具备前

瞻性的视角与引领作用，在 30多年的恢复建院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和众多教学、科研和艺术实践成果。自 1997年开始招收音乐硕士硕究生，2001

年获音乐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开始，先后挂靠历史文化学院、国家

文化产业中心招收博士生，2009年获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2、学科建设情况：

我院学科架构，主体分两个学科方向：中国音乐研究和音乐教育研究。艺术

硕士音乐领域下设“钢琴表演”、“声乐表演”、“器乐表演”、“舞蹈表演”、“音乐教

育”五个方向。注重与高水平师范大学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学术研究上聚焦“荆

楚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史”领域，以“新文科建设”内涵中的“新艺科”引领学科

发展。

3、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学院招生领导小组负责招生考试各环节，对标国家考试标准，优选符合本专

业学科特点的优秀音乐人才，确保招生选拔公平公正、规范透明。录取比例保持

在 18%，录取学生来自全国 12 个省市，其中招录进最多的省份分别是湖北省、

湖南省、河南省。2020年全日制艺术硕士在校生 55人，毕业生为 31人，就业

率为 93.5%。毕业研究生就业结构来看，毕业生就业以中、初等教育、单位领域

为主，此外还有一些高等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其他事业单位等。

4、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1.校内专任教师具体情况

我院硕士学位点师资力量均衡，学缘较为广泛，导师具有丰富的专业实践教

学与指导经验。2020年艺术硕士专职导师 25 人，拥有高级职称 25人，正高级

职称 8人，占比 32%，副高职称 17人，占比 68%；具有博士学位 4人，有海外

经历 9人。我院在岗教师在教学、科研、艺术实践等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2.国内外影响

我院有多位教师长期活跃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和艺术舞台。如康瑞军、陈

永、张业茂、刘畅等教授多次参加“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

年会”等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田晓宝教授率领 Tiankong合唱团在柴可夫斯基音

乐学院、国家大剧院等演出；辛欣教授、王凯平博士定期参加国际音乐节及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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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评委，大提琴演奏家康乔瑄博士多次与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指挥的苏州民族管

弦乐团合作，出访欧洲 9国演出；曹冠玉副教授的作品在美国芝加哥交响音乐厅

等音乐厅演出。通过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艺术交流，提升了学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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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

定位。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够独立从事音乐与

舞蹈理论研究、音乐与舞蹈演奏实践和专业教学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如下：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积极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具有坚实的音乐与舞蹈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关于本研究方

向的现状、历史和发展趋势，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从事音乐与舞蹈学科学研究、

演奏、演唱实践和教学工作的能力。

1.2 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

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

位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

行情况。

注重与高水平师范大学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学术研究上聚焦“荆楚音乐文化”

和“音乐教育史”领域，以“新文科建设”内涵中的“新艺科”引领学科发展。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或特

色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

介。

1、钢琴表演：本方向培养钢琴艺术表演、钢琴专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

2、声乐表演：本方向培养声乐艺术表演、声乐专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

3、器乐表演：本方向培养器乐艺术表演、器乐专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

4、舞蹈表演：本方向培养舞蹈艺术表演、舞蹈专业教学的复合型人才。

5、音乐教育：本方向培养音乐教育教学技能型人才。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

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各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詹艺虹，女，教授；周希正，男，教授；辛欣，男，

教授；张介甫，女，教授；张业茂，男，教授（博导）；王凯平，男，副教授（博

士）；朱宇翔，女，副教授

师资队伍为全体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上一年已完成的主

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

况。

1、主持完成 2020 年度教育部“义务教育阶段音乐学业质量检测工具研制”课题；

2、主持完成“儿艺会”乡土音乐教材研究；3、参加 2020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教育周研讨会（线上），并做专题发言。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

科研的平台情况。

可用于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资源有：多媒体教室、讨论与实践

教室、艺术教育实践平台、社会教育机构实习基地，以及湖北省音乐教育实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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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示范中心。

2.5 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

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

面等情况。

制定和实施了《音乐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

国家奖学金：覆盖面 3%。

学业奖学金：覆盖面 100%，其中一等 20%，二等和三等各 40%。

优秀奖学金：按照学院规定的比例评选。

单项奖学金：按照学院规定的比例评选。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

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

生源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

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报考人数：172 人；

录取百分比：18%

录取人数：31 人（均为全日制专业硕士）；

生源结构：录取学生来自全国 12 个省市，其中招录进最多的省份分别是湖北省、

湖南省、河南省。

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一是扩大推免的接收比例；二是；增强保送生的优

惠政策，主要是保证保送生可以自选导师。三是；扩大招生宣传力度

3.2 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

思政、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

设、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学院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引领切

实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环节，实现三全育人体系。

打造社会实践品牌，强化全过程育人导向。近五年，与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

中国青基会合作开展“音乐教育·星愿基地”，累计向湖北省 28 所希望小学输送

学生志愿者教师 280 名，支教时超 4000 小时，在学校建立培训基地，培训希望

小学音乐教师 400 余人。五年来与盲校、养老院、地铁站等志愿服务基地进行合

作，参与人数累计达 4500 人次，每年组织十余支队伍赴云南、秭归、港澳等地

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与参观，参与人数累计 1000 人次。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形

成全员育人格局。以党建为龙头，强化党管一切、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党员领

导干部下沉基层，定向联系师生党支部、班团支部 10 余个和青年教工 20 余人次。

实行教工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制度，每年进行教工党支部书记年度述职及测评。

建立党员先锋岗、党员先锋队、党员联系寝室等系列党员发挥先进作用的制度，

累计参与人数 1000 余人次，积极开展“红色之旅”“参观抗疫展览”等各类线下

实践活动 30 余次。

优化思政队伍建设，发挥全方位育人效能。学工团队科学化发展，每年聘任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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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22 人，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占比 33%，学工队伍配齐配优、结构合理。坚持周

周晚点名，线上线下结合，筑牢教育阵地，一年累计开展主题教育近 200 学时；

承担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课、形势与政策等素质课程十余门，指导班团活动

20 余次。建立学院爱乐学习发展中心，年均指导学生 120 人次、开展辅导活动

30 次，开展“考研分享会”“学长学姐说”等主题讲座，乐器科普展、SPRING

音乐节、桂子山舞蹈大赛、师范技能比赛、百生讲坛等十余个活动辐射全校。

筑牢意识形态阵地，三全育人全面发力。我院学生整体思想积极向上，政治立场

坚定，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展现出爱党爱国、与时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疫情期间，学院师生以“用音乐传递爱，为抗疫发声”为主题积极创作抗疫作品，

累计推送抗疫作品 100 余个，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青年网、学习强国等

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

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

持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

况。

1.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高级视唱练耳，张业茂

音乐学书目与研究方法，芦玲

音乐教育心理学，刘畅

声乐舞台表演，周希正

外国钢琴教育，詹艺虹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不定期组织学生评教，征求学生对课程教学的

意见和要求，不断改进教学。

3.课程建设情况：根据学校要求，2020 年我们重点建设了《硕士学位论文写作

指导》网络课程建设，录制了教学视频，建设了相关的课程资源。

3.4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

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

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

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

落实情况。

1.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制定了《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

师选聘工作实施办法》，严格导师选聘制度，按照规定遴选研究生导师；

扩大了导师组的规模，共选聘校内专业导师 37 人。

2.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完善导师培训制度，鼓励与

支持导师开展并带领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参与行业实践，

切实提高导师指导研究生和严格学术管理的能力。

3.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建立导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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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委员会领导下的质量监督职能，对评教制度、巡视制度、监督制度、

教学奖惩制度产生的结果进行分析研判，制定质量要求的细节认定和细

则，保证培养质量、学位授予质量。

3.5 学术训练或实

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

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

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1.学院制定有《硕士研究生音乐实践教学管理规定》。

2.专业实践类：主要指各方向研究生在校期间自主完成的学校、学院课程安排的

各项专业应用实践活动（包括舞台实践、学术实践、教学实践、田野调查、社会

调查）等等。岗位实习类：主要指研究生按培养方案在行业岗位上进行的实习见

习实践（包括表演实习、教育实习见习）等等。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

流的基本情况。

1.2020 年 12 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仍有多位研究生赴东北师范大学参加“中

俄教师教育论坛”学术研讨会；

2.在线参加全国音乐教育专业建设等研讨会。

3.7 论文质量

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

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

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本学位

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

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

量分析。

1.有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指导、评阅、答辩等方面的严格规定和要求，

并坚持规范运行，保证论文质量。

2.学位论文实行盲评规则。

3.论文答辩也保证至少有一位校外音乐领域的专家参与。

4.论文评审中的情况：硕士学位论文全部盲审。

3.8 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

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

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

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

情况。

1.严格按照培养方案进行研究生的培养，包括课程教学、学位论文质量

管控等。

2.院相关领导、专业负责人、教学督导听课，加强课程教学质量监控。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

范教育开展情况，学术不端

行为处理情况。

加强学术不端处置机制，结合《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指导》课程的教学，

对学生进行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构筑起学术不端行为不敢、不能、

不想的体制机制防线。

3.10 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

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

况，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

1.配有专职辅导员、研究生秘书。

2.制定了《辅导员工作条例》《专兼职辅导员考核办法》等。

3.制定了《研究生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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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等。

3.11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

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

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

量调查情况。

1.就业率：2020 年就业率 80%。

2.就业去向：中小学，企业，教育相关单位，

3.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通过相关座谈和随机

访谈，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高，包括学生的思想素质、教育情怀、

教学能力等，毕业生发展状态良好。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

步情况

4.2 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

况

1.调整课程结构，拓宽专业口径，拓展音乐教育专业社会应用性特色；

持续调研我国农村基础音乐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师资队伍现况，走进农村、

长征路上的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扶贫，在全国多个贫困地

区的教学基地常年支教。

4.3 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

况

聚焦美育思政融合实践成效，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路径践行初心使命，

呈现多彩艺术实践主题性模块构建，使特色成效既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反

哺音乐学院专业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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