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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青岛大学材料学科为例，构建了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为导向的“3+”(课
程+、导师+、平台+)研究生培养模式，解决了当前地方高校材料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研究生课

程设置单一、研究生培养模式单一、学科平台建设与研究生培养脱节等问题，可作为全国地方高校材料

类研究生高质量培养的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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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material science discipline of Qingdao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3+” (course+, tu-
tor+, platform+)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is established to cultivate high-level innovative tal-
ents with national feelings and integrity. It solv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process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materials in local universities, such as single curriculum 
setting, single training mode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disciplin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grad-
uate training, and can be used as the promotion mode of high-quality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materials in loc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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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高校与学科之间的竞争显然将日趋激烈。在这

种情况下，地方高校无疑将面临巨大挑战，它们很难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师资以及社会服务方面与

传统强校进行竞争。2018 年 8 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双一流”建设，根据国务院印发

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关

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大力培养高精尖急缺人才，多方集成教育资源，制定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探索建立政治过硬、行业急

需、能力突出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机制[1]。从中不难看出，“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核心在于高层

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2]。怎样在“双一流”建设中树立研究生培养目标，稳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已经

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3]。现代高校针对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要及时转变自身研究生教育

工作理念，创新完善教育培养工作内容和方式，科学遵循研究生培养规律，有效构建出符合一流高校建

设的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我国研究生人才培养发展战略目标[3]。 
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是大学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及其实现途径，体现了一所院校的

教育理念，是“双一流”建设中人才培养要素和机制的总和。如何实现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深化研

究生教育教学的改革，已经成为关系到地方高校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按照“双一流”标准来看，我国

现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仍存在很多问题，尤其针对地方特色院校，尚未达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凝练办

学特色、强化内涵发展、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本质要求[4]。因此，为应对“双一流”建设对高校

研究生培养质量要求，针对当前地方高校材料类学科研究生培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将在借鉴先

进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经验基础上，对地方高校材料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进行探索。 

2. 地方高校材料类研究生高质量培养主要抓手 

从历史地位和现实发展要求看，研究生教育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集中体现，是建设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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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核心要素之一，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对实现国家战略、促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5] [6] [7]。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三个问题一直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也是材料类学

科研究生教育的战略性、系统性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对材料类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理解。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已基本建立了起培养模式相对合理的材料类学科研究生培养体系，课程体系从

过去的专业主导发展到通专融合教育模式，人才培养主体从校内单一导师扩展到多方参与，培养模式包

括校企联合、大学–地方合作、国内外大学合作等。地方高校还积极探索导师组培养、创新团队合作培

养、产学研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从而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多渠道、多模式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2.1. 优化研究生思政教育体系，构建思政育人新模式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深入推进

素质教育、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地方高校要持续加强了研究生课程思政、思政课程

建设和研究生党支部建设，通过加强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建设、开展“思政讲座”等举措，不断拓展新

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要根据研究生专业课程的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统

一，构建研究生思政教育新模式。 

2.2. 加快培养模式改革，形成融合发展大格局 

地方高校要通过做实科教融合，加强学术学位研究生知识创新能力培养；要围绕国家重点战略需求

和地区经济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组团队、搭平台，面向科教融合，成立产学研机构和

智库服务平台；要积极与科研院所对接，推进研究生联合培养，并在研究生管理、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生培养、科研开展等方面实现高度融合。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地方高校要加强研究生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重点加强了案例库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全面实行双导师制，不断推进产教融合发展。 

2.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打造立德树人好团队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导师既要做好研究生的

学业导师又做好研究生的人生导师。地方高校要组建以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为师德建设第一责任人、学院

行政主要负责人为直接领导责任人的导师师德师风建设领导小组，不断加强和完善师德师风相关制度建

设，全面加强导师队伍管理；同时要根据学校自身需要，实施多级导师管理模式，积极开展常态化导师

培训，不断完善导师考评体系，构建上岗审核、岗前培训、质量检测、量化考核闭环式的研究生导师管

理机制。 

3. 地方高校材料类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研究生课程设置单一，课程育人作用有待提高 

课程教学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当前多数高校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只注重

学科理论知识传授，而忽略了思政教育、人文素养、方法类等素质教育课程设置，同时教学内容上也缺

乏课程思政和理论实践，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脱钩。 

3.2. 研究生培养模式单一，创新实践能力有待提高 

当前，多数地方高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仍然采用“单导师制”培养，导师负责从学生进校以后的

选课、科研课题的指导和监管、毕业论文的指导与修改等，甚至需要负责学生的身体心理健康以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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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许多细微的事务[8] [9]。单导师制在应对创新型和应用型研究生培养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主要表

现在研究生导师和学生两方存在较为传统的培养观念，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同时，单一校内导师往

往注重理论研究，轻视实践指导，难以培养出实践性、应用型人才。在此背景下，要培养一流人才，就

必须注重培养模式改革，在研究生培养中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 

3.3. 学科平台建设与人才培养脱节，没有转化为优质的教育资源 

研究生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平台的建设。当前，多数地方高校在研究生创新教育中仍

未充分发挥平台的支撑和桥梁作用，学科平台在运行过程中也未能于研究生培养定位紧密结合，并及时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优质的研究生教育资源[10]。有的平台虽然已开展研究生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未将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实践过程，与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脱节。 

4. 青岛大学材料学科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青岛大学于 2011 年获批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权点，2019 年获批材料与化工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2016 年 12 月获批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立项。近年来，随着学校实施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战略，

该学科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研究生教育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高质量

人才培养为目标，全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4.1. 发挥“课程+”育人作用 

高质量课程教学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环节。如何将思政教育有效融

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中，是高校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任务。近年来，青岛大学材料学科高度重

视研究生课程改革，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根据研究生培养目标要求，不断加强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

建设，全面推进“理论课程 + 思政教育”、“实践课程 + 思政教育”教学模式，着力构建科学合理的

课程教学育人体系，打破了地方高校单一理论课程设置模式。学校围绕“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德才兼备

的创新型人才”，将“知识育人”与“道德育人”有效融合，建设了一批“思政德育课程、人文素养课

程、基础理论课程、研究方法课程、学科前沿课程、方向特色课程、科研实践课程、专业实践课程”的

“课程+”示范引领课程和双语课程，为研究生课堂教学构建起较为完善的“课程+”育人体系(见图 1)。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mode 
图 1. “课程+”育人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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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着力建设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引领构建“课程+”育人体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围绕“门门课程有思政”中心任务，不断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创新课程思政教育模式，全力打造思政课

程、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二是深入发掘各类教育资源，强化研究生思政教育。学校依托“学习强国”平台优势，以理想信念

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牢固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深入发掘

各类教育资源，依托“学习强国”平台，推进“互联网 + 思政”的育人模式创新，将传统的思政教育工

作方法与现代网络技术充分结合，构建多元统一的育人体系，强化研究生思政教育，保障研究生思政教

育课程落实有效。同时，我校材料学科还建立了从“导师、课程教师、研究生管理工作者和研究生个体”

四位一体的全程育人机制，挖掘出各类课程育人的隐性资源，全面推进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三是组织课程建设培训和经验交流，促进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学校以课程教学团队为建制，定期组

织省、校级研究生示范课程教学观摩活动，开展“课程建设”专题系列培训和经验交流，确保专业课程

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不断推进课程教学质量提升。 
四是建立课程质量督导反馈机制，确保各教学环节高质量推进。围绕“以学为中心”，强化过程考

核，形成了课程质量督导有队伍、有制度、有反馈、有改进的良性循环，促进教学质量大幅度提升。 

4.2. 发挥“导师+”育人作用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研究生学术创新和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以及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近年来，我校材料学科高度重视研究生

导师指导能力提升，将“研究生导师定期培训”作为学校研究生导师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学校

大力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学科交叉融合、国际交流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改革，鼓励学科

实施导师团队(导师组)指导，主动对接校外各类专家资源，并按照学校导师上岗要求，聘任为研究生第二

导师，全面落实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度，逐步搭建起“科教融合导师组、产教融合导师组、跨学科

导师组、国际化导师组”的“导师+”育人模式，大大解决了地方高校因资源缺乏而导致的研究生单一校

内导师指导模式，不断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实践应用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

养(见图 2)。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utor+” education mode 
图 2. “导师+”育人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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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组建科教融合研究生培养团队，培养高层次拔尖型创新人才。以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

的，与中科院海洋所、生物能源所等科研院所联合组建科教融合研究生培养团队，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实施科研项目联合攻关、成果转化，支持校内、校外导师将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资源，引入到

人才培养各个环节，联合开展研究性课程，构建科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长效机制。 
二是组建产教融合研究生培养团队，培养高层次卓越型创新人才。与海信集团、明月海藻等企业联

合组建产教融合研究生培养团队，全面实施专业学位“校内导师 + 企业导师”双导师制，充分依托企事

业单位，组建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团队，探索出培养高层次卓越型创新人才培养途径。 
三是组建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团队，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

需求，依托学科自身发展优势，发挥校内医学、纺织等其它学科领军人才和知名专家学者作用，组建跨

学科研究生培养团队，开拓交叉学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有效衔接途径，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 
四是组建国际化研究生培养团队，培养高层次国际型创新人才。聘请美国、俄罗斯等国外知名教授

为本学科客座教授，组建国际化研究生培养团队，借鉴国外先进的培养理念，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

形成本学科独具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为培养高层次国际型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4.3. 发挥“平台+”育人作用 

教学科研平台是开展研究生基础教学和科学实践的重要场所，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发挥着至关重

要作用。近年来，青岛大学材料学科加快推进各类研究生教学科研平台建设，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围绕“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思政育人”，大力发挥平台育人功能，不断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同

时，学校积极对接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充分利用交叉学科和国际交流合作等研究生联合培养资源优

势，按照互需、互惠、互联、开放、共享的多赢合作原则，构建起“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产学研联合

培养基地平台、跨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平台、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等“平台+”育人体系，建立了校外研究

生联合培养体制机制，将学科平台资源转化为优质研究生教育资源，为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见图 3)。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tform+” education mode 
图 3. “平台+”育人模式示意图 

 
一是利用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提高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生物多糖纤维国家重点实验室科

研平台优势，依托纵向项目，加大基础研究，推进科教融合联合培养，构建与本学科相应的学术学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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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人才培养模式，大大提高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拔尖型创新人才。 
二是利用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平台提高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充分利用青岛大学–海信集团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等产学研平台开展实践教学，依托横向项目，加强应用研究，推进产教融合联合培养，构

建与本学科相应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卓越型创新人才。 
三是利用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提高研究生综合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山东省海洋纤维协同创新中心等

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面向大工程、大项目，实施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进学科交叉项目申报与研发，

提高研究生综合创新能力，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四是利用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提高研究生学术交流能力。充分利用“111”计划、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国际平台，大力开发国际合作项目，推进学科交流融合发展，开展合作研究，促进

平台内国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度，引导校内导师和研究生进入客座教授的科研团队，提高研究生学术

交流能力，培养国际型创新人才。 

5. 青岛大学材料类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效 

经过六年的改革发展，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已构建了集思政德育、人文素养、基础理论、

研究方法、学科前沿、方向特色、科研实践、专业实践等课程为一体的，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学术创新等功能为一体的“课程+”育人体系，充分发挥课程育人的作用。构建了集导师、导师组、

导师团队协同育人，集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学科融合、国际融合导师团队联合指导的“导师+”育人体

系，克服了单一导师指导的局限性。构建了集重点实验室、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协同创新中心、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等平台为一体，集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综合创新能力、学术交流能

力等功能为一体的“平台+”育人体系，使学科平台资源转化为优质的研究生教育资源，使之更适合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拔尖型、卓越型、复合型、国际型创新人才。 
成果应用后，本学科研究生培养成效显著，共建设平台及导师团队 15 个，聘请企业兼职双师 13 人，

获“省级博士优秀论文”等优秀学位论文 26 项、研究生学科竞赛获奖 17 项，材料学科授位研究生人均

高水平成果数逐年攀升，从 2016 年的人均 0.39 项增加到 2021 年的人均 1.6 项(见图 4)。材料学科的全球

排名快速提升，2018 年 1 月进入全球排名前 1%，2020 年 5 月进入全球排名前 5‰，2021 年 7 月进入全

球排名前 3‰ (见图 5)。 
 

 
Figure 4.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high level achievements per student 
of material discipl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of “3+” training mode 
图 4. 研究生“3+”培养模式改革前后材料学科研究生人均高水平成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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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omparison of the completion value of the material discipline 
ranking top 1% in the world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of “3+” training mode 
for graduate students 
图 5. 研究生“3+”培养模式改革前后材料学科全球排名前 1%完成值对

比 

6. 结论 

本研究以青岛大学材料学科为例，构建了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学术创新等功能为一

体的“课程+”育人体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强化研究生思政教育，构建了集思政德育、人文素养、

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学科前沿、方向特色、科研实践、专业实践等课程为一体的“课程+”育人体系，

挖掘出各类课程育人的隐性资源，围绕“以学为中心”，建立了“课程+”质量督导反馈机制，形成了质

量督导有队伍、有制度、有反馈、有改进的良性循环，促进教学和育人质量大幅度提升。解决了地方高

校研究生课程设置单一、育人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的问题，使之更适合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德才兼备的高

层次创新人才；构建了集导师、导师组、导师团队协同育人为一体的“导师+”育人体系。推进研究生联

合培养模式改革，克服了单一导师指导的局限性，充分利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跨学科、国际化导师

组和团队在学科、专业上的互补优势，为研究生提供多方面、全方位的学术指导，不断加强研究生学术

创新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综合创新能力和学术交流能力的培养。将校内、校外、国内、国外导师的科

研项目转化为教学资源，实现研究生培养资源共享、协同创新，解决了地方高校因资源缺乏而导致的研

究生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使之更适合培养高层次拔尖型、卓越型、复合型、国际型创新人才；构建了

集学术创新、实践创新、综合创新、学术交流能力培养等功能为一体的“平台+”育人体系。利用“材料

科学与工程”山东省一流学科和山东省高水平学科建设的契机，构建了基于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跨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学科平台的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按

照互需、互惠、互联、开放、共享的多赢合作原则，充分利用了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和国际合作等学

科平台资源，拓展了研究生培养空间，解决了地方高校学科平台建设与人才培养脱节的问题，使一流的

学科平台成为研究生能力培养的重要阵地，使学科平台资源转化为优质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可作为全国

地方高校材料类研究生高质量培养的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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