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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文理科工作研讨会 

暨学术年会在甘肃兰州召开 

 

2019年 11月 7日至 9日，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文理科

工作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承办、北京大学协办的“2019 年全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文理科工作研讨会暨学术年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会

议围绕“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和研究

了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举措及成效、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

量控制和制度保障的探索与实践、交叉学科设置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与创新、学位授权制度及审核机制改革工作的思考及探索、研究生

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育人机制的实现途径等议题。 

 

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

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南大学、南昌大学、宁波大学、甘肃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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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学位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等全国 180 余所高校、

研究机构、省部级教育主管部门的 400余名代表参加。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黄宝印，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副会长张淑林，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文理科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立华，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

时宁国，兰州大学副校长潘保田等出席大会。开幕式由兰州大学研究

生院执行院长陈熙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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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潘保田代表兰州大学诚挚欢迎各位代表参会。他介绍

了兰州大学 110年的坚守奋斗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学校在“立

足西部、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目标指引下研究生教育所进行的一

系列改革与探索。他相信，本次会议经过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主题的

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必将能对新时代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

贡献智慧、提出良策，推动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 

 

时宁国代表甘肃省教育厅，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甘肃省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各位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随后，他向与

会专家全面详细介绍了甘肃省情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情况。他

希望借助本次会议，认真学习先进经验，继续推进甘肃省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内涵发展，并真诚欢迎与会领导、专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一

如既往地关心、指导和支持甘肃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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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林代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她回顾了学会、文理科工作委员会的发展历史以及全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她指出，本次会议有创新、有

特色、富有凝聚力，是文理科工作研讨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出席人数

最多的大会，相信通过与会专家和代表们的深入交流与探讨必将碰撞

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献计献策，出智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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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代表文理科工作委员会及秘书处对出席本次大会的领导、

专家、学者以及各位代表表示欢迎，对兰州大学承办此次会议表示衷

心的感谢。他首先介绍了文理科工作委员会换届及工作开展情况，他

指出本次年会是新一届文理科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重要

学术活动，会议将围绕“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主题，聚焦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共享创新做法，探索改革方向。 

 

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由张淑林主持。首先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黄宝印做题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和推

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会报告。他回顾了习总书记关于立德

树人的重要论述和国家政策文件关于立德树人的总体部署，并详细介

绍了学位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向，在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促进研究生

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相关举措。 



 6 / 1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秦惠民做题为《<学位条例>

的“立”“释”“修”——我国学位法律制度的历史与发展》的大会报

告。从《学位条例》的诞生入手，详细解读了《学位条例》的各种适

用，回顾了释法和运用政策工具进行学位管理的改革发展史，提出《学

位条例》修订过程中应强化调整、指引、保障和评价功能等建议，指

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教育也应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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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副校长潘保田做题为《内涵发展 提高质量——兰州大

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思考》的大会报告。他首先介绍了兰州

大学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双一流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并重点从校-院-系分级管理、培养过程监控、导师责权明晰、奖助体

系改革等方面，分享了兰州大学在强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体

系结构、创新培养模式、完善质量保障工作中的做法和经验。最后，

他欢迎与会代表为兰州大学的发展提建议、出智慧、送人才。 

 

 

下午第一阶段大会报告由文理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河南大学副

校长刘志军主持。暨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陈光慧以《创新质量观，

完善治理体系，推进建设研究生教育现代化体系——暨南大学基于

“新时代”的思考与实践》为题，从“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新景象、

新变化入手，介绍了暨南大学“以学位点自治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管

理体系”建设的改革与探索。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顶明做题为《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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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思考》的报告。他从认知重要性、规范明确性、执行严格度、过程

满意度四个维度，全面分析了我国目前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的现状，

并在比较和借鉴国外高水平高校相关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加强

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提出了以加强多元善治、重心前移、因地制宜

为改革思路的三点建议。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徐岚做了题为《何为

“身正为范”：导师人格和指导风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的报

告。基于大量深入的学生访谈，她分析了不同导师的人格和身教是怎

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博士生培养质量，并基于分析研究提出了加强导

师培训、改革导师评价制度、关注博士生心理健康的具体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汪明做了题为《面向未来的研究生教育思

考与实践》的报告。他以心理健康领域的人才培养为例，分享了北京

师范大学面向国家未来发展，打破学科壁垒，整合社会资源，培养“专、

精、深”的学术型人才的和“济天下”的应用型人才相结合的发展改

革实践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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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大会报告由文理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研究生

院副院长叶恭银主持。山西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吕

宏伟做了题为《学科规训视角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报告。他

结合山西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实践，探究了学科规训内在运

行机制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加强建构与专业学

位发展相适应的学科生态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发展建议。 

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黄志繁做了题为《“破五唯”理念

下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综合评价初探》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破五

唯”理念下，研究生和导师综合评价的变化趋势，提出基于学术共同

体价值认同的同行评价理念，并介绍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南昌大学所

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实践工作。 

河海大学研究生基地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平雷做了题为《校企协同  

产教融合 打造多方共赢的育人共同体》的报告。他介绍了河海大学

构建“知识构建+专业实践+价值塑造”、“校内培养+基地培养+社会实

践”、“校内导师+基地导师+管理人员”三维一体，“1+1”校企协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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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分享了基地建设的具体做法、取得的成效

和体会建议。 

 

 

文理科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学位办公室主任黄俊平主持

闭幕式并做总结发言。她代表文理科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向教育部、学

位中心、学会和各会员单位对委员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对兰州大

学承办此次会议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她指出本次大会的参会人数创

历史新高，充分表现出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战线各位同仁对大会主

题的关注与重视，对文理科工作委员会以及秘书处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大会报告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内容充实、针对性强、可学性高，对促进各会员单位的研究生教育实

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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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黄俊平宣布 2020 年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理科工作研

讨会暨学术年会将由宁波大学承办。宁波大学研究生院执行院长戴世

勋作为下届年会承办单位代表，向与会人员发出了诚挚的邀请，欢迎

文理科工作战线同仁明年在宁波再次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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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文理科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11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