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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研究生国际化水平是高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进“双一流”建设、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和创新能力

高水平人才的必然选择。以中国矿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为例，本文分析了化工类研究生的国际化

培养现状，通过建设国际化导师团队、营造国际化学术氛围、深化国际化交流合作和优化师生导学关系

等举措，构建了以导师科研团队为基础的化工类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新模式，可为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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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postgraduates is inevitable for universities to serv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major strategi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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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This 
study takes the disciplin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s a sample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cultiva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ostgraduates at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A novel mode of international cultivation for postgraduate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based on a tutor research group was established by building an interna-
tional tutor team,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tmosphere,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ex-
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teacher-student guidance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tinuing the reform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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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时代重任，是国家经济社会前进、科技发展和综合

实力提升的重要基石。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开拓全球视野、增

强国际合作和竞争意识，是研究生培养重要战略方向[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教

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必然趋势，与世界接轨才能提高我国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水平，提升我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要求围绕“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这一中心任务，要“加强与世界一流

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并“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研究生作为高等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化培养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引领“双一流”建设向纵深发展

的关键，对推进大学“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 
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支柱性产业，在农业、能源、材料、信息、生命、制造等领域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化工专业研究生教育肩负着为化工行业输送更多应

用型和研究型高级专业人才的重要使命，其培养质量直接影响化工行业的创新水平和发展前景[3]。当前

“双一流”背景下，以提高化工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为目标，探索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改

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矿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为例，分析了化工类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现

状，提出了基于导师科研团队的化工类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新模式，包括建设国际化导师团队、营造国际

化学术氛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和优化师生导学关系等内容，以期能提供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实

践经验。 

2. 中国矿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现状 

中国矿业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队伍，面向未来的发展目标

是：到本世纪中叶，把学校建成能源资源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隶属于化工学院，是

江苏省优势学科，在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下，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近年来，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化

工类研究生普遍存在专业知识薄弱，高水平期刊阅读困难和英语沟通能力差等问题，导致化学工程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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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科研究生国际化进程缓慢[4]。 
究其原因，学校尚未营建可供研究生交流的国际化氛围和平台、研究生导师国际化意识和能力不强、

国际来往和合作少、国际科研项目和科研平台缺乏、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不完善；此外，本校优秀

本科毕业生外流导致生源质量较差，间接制约了学科一流建设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为了满足研究生国际

培养的发展要求，契合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自 2010 年设计培养目标，

制定培养方案，深入推进学科国际化建设。针对当前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学科以导师科研团队为牵

引，以学术交流为引领，通过开展国际合作项目、构建国际合作平台、完善国际培养体系等举措，逐步

形成了基于导师科研团队的长效稳定的多途径培养模式。 

3. 导师团队制下化工类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优势 

按照研究生培养主导方进行划分，国际化培养模式可分为以政府、大学或科研院所和以导师科研团

队主导的组织模式，前两者主导的组织模式已经在很多单位得到实践和探索，但以导师科研团队主导的

培养模式少见研究和报道[5] [6] [7]。该模式是基于导师及导师团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项目的培养模式，

导师团队通过平台和项目提供多渠道、多形式的国外学习机会，研究生依托导师科研团队提升创新意识、

开拓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相比于政府、大学或科研院所，导师团队更为了解专业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外

方导师团队交流更为紧密，这种合作背景下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更具系统性、连贯性和递进性，可提高

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效率。 

3.1. 充分发挥团队导师资源 

针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传统单一导师负责制的局限与弊端，如导师精力有限、专业领域过窄、知识

结构和广度单一等，导师采取团队方式“多对一”指导研究生已发展为新型的培养模式[8] [9]。建立导师

科研团队可充分发挥成员特长、优劣互补，丰富研究生专业技能的多样性；协调多边团队，整合团队资

源、群策群力，矢志打造多种多样的平台提供更多交流渠道，鼓励学生“走出去”，在合作中共享资源、

互相提高。 

3.2. 实现研究生全过程育人 

与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模式和以大学或科研院所为主导的组织模式相比，导师团队与外方联系更为

密切、沟通更为便捷，可就研究生的培养保持实时沟通，确保研究生的课题方向前后承接得当，在出国

前后一致性或衔接性更高。在以导师课题组主导的组织模式下，研究生国际化培养过程中一些常见问题

可得到有效避免，如因不了解外方导师师德师风、科研水平导致研究计划不顺畅，国内导师与研究生交

流较少导致不能开展全程育人、实施研究生在外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等[10]。 

4. 导师团队制下化工类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举措 

以化工类专业国际化人才需求为牵引，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全面开展化工类研究生国际化人才培

养，我们基于导师团队制开展了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了以导师科研团队为主

导、以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为重点、以平台项目为支撑的长效运行模式，如图 1 所示。 

4.1. 探索导师团队国际化运行机制，构建国际化培养的前提和保障 

团队围绕“立德树人、潜心教研、追求卓越”的主线，立足能源与环境的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际

学术前沿领域，建立一支国际化的研究团队，引进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祝京旭院士和徐春保院士作为兼

职教授，与日本九州大学和富山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苏州研究院和亚科廷大学等院校的知名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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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立了良好合作基础，经过多年实践逐渐形成由导师团队为牵引，以平台项目为载体，以研究生为主

体，以国际化培养为重点的团队运行机制，努力探寻一条有特色的培养化工类研究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切实提高研究生国际化教育质量。 
 

 
Figure 1. Mode of international cultivation for postgraduates under tutor team system 
图 1. 导师团队制下化工类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 

4.2. 多途径营造浓厚的国际化学术氛围，夯实国际化培养的基础和适应度 

通过接收国际留学生及博士后进入团队、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做报告、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营

造国际化学术氛围。团队吸引阿拉伯、马里、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多名研究生和博士后，在日常生活、

学术探讨和课题汇报中锻炼研究生的英语沟通能力。定期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来课题组参观访问、组

织双方成员线上线下交流、并做学术报告，汲取相关领域先进技术与学术观点，激发研究生科研兴趣；

通过举办国际会议，为研究生提供会务组织、口头报告、同参会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开拓研究

生全球视野，培养国际化思维。 

4.3. 多渠道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方式，搭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科研平台 

深化现有的科研合作基础，构建稳固的互动合作机制，日益拓展与国际知名团队的合作网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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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提供更多海外学习机会。团队成员围绕碳质资源清洁高效转化，与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和比利时

等国家的 10 余所知名科研团队保持着密切合作和交流，已培养多名研究生外出研修学习，同时引进多名

学者归国工作，从“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思维深化国际合作以实现良性循环。持续跟踪化工领域

热点和难点科学问题，联合海外团队进行课题申报，组织团队导师和研究生开展科技攻关，强化科研合

作力度。通过越崎引智计划、外聘专家和双导师等途径引进国际高层次专家学者加入团队，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教师发展、资源共享等方面实现全面合作，从研究生选题、课题开展和论文写作等环节实施

双导师联合管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4.4. 优化师生导学关系，遵循培养规律全程育人 

团队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发挥好导向作用，通过成长引领、学术指导、思想价值引领等方式优化导

学关系，实现全过程育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团队注重人文关怀，引导研究生做好职业

生涯规划，入学初介绍团队发展历程、导师个人成长经历、优秀毕业生发展情况；入学后引导学生进行

学术生涯选择，支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积极鼓励研究生出国深造，指导研究生个人境外交流，申

报交换项目、国家派出项目、联合培养项目等，并综合考虑个人优势、学术兴趣和团队发展需要，为研

究生选择留学单位和指导老师。团队持续跟踪在外研究生动态，加强与外方导师沟通，通过邮件、视频

会议、社交软件等方式对联合培养研究生进行全程指导，协助发表高档次论文，创作高质量研究成果。

团队重视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研究生的价值与思想引领，坚持以“三全育人”理念开展研究生思政工作，

建立包含行前教育、境外交流阶段教育、入境后教育的全过程思政教育体系；在文化交流加深同时冲突

不断的当下，引导研究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同时展现“包容性”，保持兼收并蓄的开

放胸怀。 

5. 结语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以提升化工类研究生全球意识和创新能力为牵引，以中国矿业大学化工类

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为例，构建以导师科研团队主导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新模式，包括建设国际化导师团

队、营造国际化学术氛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和优化师生导学关系等内容，有效增强化学工程与技术专

业研究生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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