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工程大学教育教学督导通报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第17期（总第123期） 

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发（2022.12.05）      http://ddp.ahpu.edu.cn 

 

根据本学期督导工作安排，就“如何培养高素质研究生，切实提

升研究生的专业技能和培养质量”，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开展了研究

生导师座谈会专项活动。座谈会分文、理科两场，每个学院安排新、

老研究生导师各一名参加，共 30 名导师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上各

位导师代表围绕我校研究生培养教育展开讨论，就研究生生源质量、

课程设置、专业实践、科研指导、学位论文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和

建议。 

请各学院、相关管理部门引起重视，加强教育教学管理与服务工

作，更好地关注和解决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现对座谈会情况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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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类型 座谈会反映的主要问题或提出的建议 

研究生招生 

1.建议学校出台一定的激励和鼓励措施，促使本校的本科

生留校读研；学生留校一等奖学金目前学校要求是比赛获奖+

第一志愿，希望放宽至科研获奖/比赛获奖+第一志愿。 

2.建议跨专业的考试复试时增加专业综合考试。 

3.建议复试时把是否通过四级作为一项指标。 

4.近两年研究生录取分数大幅度提高，在艺术学院存在专

业能力强，英语考试成绩低，总分不够没有录取我校的学生，

非常遗憾，建议学校针对这些情况采取相关措施，制定相关政

策。 

5.建议实施本科至硕士打通的人才培养方案，本科生提前

选修硕士课程，提前进入导师课题组。 

硕导资格、当年

招生资格、导师

招生指标、导师

培养 

1.在满足硕导招生资格基本条件的同时，重点是师德师风

的考核：主要依据多年本科教学质量考核。 

2.在硕导资格认定上，生食学院等很多学院的认定资格条

件比校级都开始高了，建议硕导资格认定条件不宜猛然提高太

快，需要一个逐渐适应过程，同时建议硕导资格认定条件可以

以团队作为审核条件。 

3.硕导资格方面，可适当把经费和论文等级稍微提高，现

在的要求有些偏低；当年招生资格：新导师第一年尽量不要单

独带研究生，经验可能存在不足，可采取和老的硕导合带研究

生来提高指导研究生的经验。 

4.在硕导资格认定上，建议不宜审核多方条件，文科一般

高级别项目比较难拿，可以侧重于某一方面突出成绩，比如论

文，这样有的年轻博士来了就可以担任硕导。 

5.在硕导招生资格认定上，经费审查建议不宜以在研项目

为准，时间条件也不宜是近三年而是有经费即可。 

6.对新的硕士生导师需要加大培训，比如跟随老导师后面

见习，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过程。 



 

 

7.目前学校要求新进导师第一年不能单独带研究生，学校

的角度出发是为了适应教师的成长规律；但是学校目前对于两

位导师的研究生成果认定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最普遍的

情况就是学生做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年轻导师带领完成的，但是

为了学生毕业，必须将成果转让给总负责导师，这会导致学生

与新进导师之间对于成果的争抢；学生需要成果，评奖学金、

助学金，新进导师需要成果，评职称，希望学校可以予以考虑。 

8.关于《安徽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修订）》

中的附则：“鼓励对暂未取得导师资格的优秀青年教师，参与

指导研究生。”修改为“推行导师组制的研究生指导方式，鼓

励对暂未取得导师资格的优秀青年教师以第二导师参与指导研

究生。” 

9.进一步明确导师招生指标与硕士培养业绩的关联性，如

上一年度获得高水平TOP期刊的论文、承担项目、学生国奖比例、

申博率等，为防止马太效应，建议获得的所有业绩必须除以目

前导师所带的研究生数目。 

工作室条件、实

验条件、科研经

费 

1.艺术学院工作室、实验室等条件非常不足甚至没有条件。 

2.研究生教育中助研很重要，建议文科、理科要有区别，

尤其是助研经费的发放不能一刀切；艺术类科研经费非常有限，

项目下来经费非常少，教师自己都不舍得用。 

3.助研经费，导师支出2000元/生/年，对于文科导师来说

太多了。 

4.艺术学院研究生外出写生、考察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培养

环节，目前了解的情况（不一定全面准确）教师没有专项经费

支持，这与相邻的安师大美术学院及其他学校有差异。 

5.建议学校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适当增加研究生科研经

费的投入，目前一名研究生的科研经费是3500元，还要扣除答

辩费等费用，剩余2000多一点，这些经费尚不够发表一篇论文

或者申请一篇专利的费用。 



 

 

5.科研经费与年终绩效可进行自主切换，如江苏一些高校，

将高水平论文的科研绩效可以切换成项目经费。 

6.目前纺织服装学院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但仍希望进一

步解决用房问题，如实验室空间、研究生办公室空间等；另希

望学校能够建立危化药品试剂的购买库，方便科研使用，目前

危化品纺织服装学院都是和其他学院联系购买，周期较长。 

7.工作室条件不好，十多个导师用一个工作室，无法和学

生进行辅导交流。 

8.导师责任大、压力大，但报酬低，计算工作量偏少。 

研究生教育教

学相关的制度 

1.研究生是一个学校的科研主力军，相关奖励制度应该进

一步细化，如SCI分区情况、专利转化情况以及中国研究生创新

实践系列大赛获奖情况等；目前，研究生的比赛获奖仅按照安

徽省本科生A、B类赛事划分，这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博士点申

报表中，有一个关键指标点是研究生培养情况，而中国研究生

创新实践系列大赛获奖是可以作为代表性成果的 

2.各专业不同，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最好按学生数比例分

到二级学院评审；建议增加研究生申请项目计划总数，激发他

们研究兴趣。 

3.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业特殊性，建议在学生入党指标上

应当给予适当倾斜。 

研究生课程教

学、论文指导、

企业实践 

1.从“三全六专”学生工作专项考虑，艺术学院研究生课

程教学从实际出发，教师抽出一定量的课程时间带学生到校外

城市、企业体验教学效果要好很多，也就是说：课程教学应该

鼓励教师展开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带学

生走出去（城市、企业、乡村甚至是人物访谈），动起来、学

起来、乐起来、正起来、壮起来、勤起来、和起来。 

2.研究生尽量在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半学期完成课程，以便

后期进入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3.建议公共课适当减少学分，专业课程适当增加；可以适



 

 

当开设由企业导师或专家结合市场的授课课程。 

4.建议增加课程设置灵活性，比如跨学院选修相近学分。 

5.文科学生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都不够好，研究生学术

节、论坛、夏令营等学术活动缺乏经费，建议举办一些文理科

打通的讲座。 

6.研究生课程教学是否可以允许一定比例的多样化形式，

如讨论会、外出调研、学术讲座等；严格按本科生教学模式和

课堂考察秩序会好很多，但研究氛围的营造会差一点。 

7.建议开展学术论坛、名家讲坛、研究生论坛等方式，营

造学术氛围；定期举行研究生汇报展演讲座等提升研究生学术

能力与兴趣。 

8.毕业条件文科太高，文科和理科应该加以区分；各专业

要个性化培养，区别对待，文科出刊周期长，三类文章都难以

发表，何况学生需要发有硕士招生资格院校学报。 

9.毕业条件中对于高水平赛事不宜以第一署名人作为认定

成果，比如团队或双人项目怎么办？ 

企业导师制度、

“四题”工作 

1.校外导师目前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资源没有得到

很好的利用，应以适当的机制与报酬补偿，提高校内外导师的

课酬，让校外导师融合进校内导师教学课堂，打通校内与校外

导师的隔离。 

2.加强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及用人部门在人

才培养、课程教学、实践探索、科学研究、导师互聘、资源共

享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和优势互补。 

 

抄送：教务处、研究生部、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后勤保障处、国际工程

师学院校区管理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