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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度一性”为核心的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实践研究

——以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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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创新领军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当前的研究生教学存在着“三缺乏”的

突出问题，其本质是缺乏深度、难度、强度和研究性。电子科技大学从 2018 年启动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以“三度一性”为

核心，从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管理、助教队伍六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取得

了一定成效。本文在总结学校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还应加强规划、持续优化课程体系，完善激励、持续

提升教师投入，用好数据，持续提升管理水平三个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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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人

才是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论述中

也强调要加快培养大批国家急需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课程教学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

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是研究生夯实宽广扎实的理论基础和

掌握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的必然途径[1]。当前，我国研究生

教学中普遍存在“三缺乏”的突出问题，即教师教学缺乏新

意、导师认为课程缺乏价值、学生听课缺乏兴趣。“三缺乏”

的本质是因为课程教学缺乏深度、难度、强度和研究性。其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教师考核重科研轻教学[2]；教师教学

不投入，教学方式单一，教学信息化手段落后等[3]。

当前，国内外一流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正如火如

荼。MIT于 2017 年启动新工程教育转型计划 NEET，推动以

项目为中心的课程教学改革[4]。佐治亚理工实施 TI:GER项目

以提升研究生跨学科的研究和整合能力[5]，康奈尔大学实施

科学调查合作伙伴关系项目（GK-12 项目）推动教学与科研

的整合[6]。国内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也纷纷开展了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和评选[7][8]。

2020 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核心课程指南”，更进一步为研

究生课程建设指明了具体方向。

为贯彻落实国家要求，提升学校创新领军人才培养质量

与培养水平，电子科技大学从 2018年起，以“‘研’字当

头 建设‘金课’”为主线，以提升研究生课程的“三度一

性”为核心，开展研究生精品课程专项建设，全面提升课程

教学质量，构建具有成电特色的一流研究生课程体系。本文

通过总结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经验，并提出意

见与建议，以期不断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水

平，为培养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创新领军人才夯实基础。

2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实践

2.1 规划与实施

2.1.1 广泛调研，凝聚共识

针对新时代创新领军人才需求，尤其是事关国家重大需

求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求，作为以电子信息

为主的电子科技大学，学校在制定精品课程建设方案前，就

以“对标一流”为原则，重点对国内外电子信息相关一流大

学、国家重点科研院所、行业顶尖企业进行了充分调研。并

与校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校级研究生教育督导专家组、

学院领导和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进行了多次研讨，从学科发

展、人才培养目标、导师和学生需求等多角度进行了深入讨

论。各方高度认可课程教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的基础地位、重

要作用，一致认为应大力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以提高课程

“三度一性”为核心提升教学质量，并与产业界加强合作。

2.1.2 强化顶层设计，以系统工程思维开展建设规划

（1）细化指标，明确指挥棒

学校首先确定了精品课程建设的标准，在教育部“五个

一流”的原则上，结合学校实际，按人才培养类别、课程层

次细化了评价指标，并强调“精品”是一种状态，课程要不

断更新、与时俱进，不搞运动式建设，杜绝形式主义。

（2）优化体系，强化分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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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体现分类、注重特色、协调

发展原则，以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为核心，加强与专业

学位类别课程共建共享，兼顾硕博共选课程，重点加强公共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教学课建设。建设

的课程必须已连续开课三年以上、选课人数达到一定规模，

且学生对课程满意度较高。

（3）问题导向，明确建设要点

围绕“三度一性”缺乏问题，学校分别从任课教师、导

师、学生三方需求出发，分析了造成“三度一性”缺乏的原

因，主要有教师教学投入不足、教学对科研支撑不足、学生

对教学认识不足。以问题为导向，学校明确了精品课程建设

的主要内容，包括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评价和管理、助教队伍六个方面。针对课程思政的

建设，在研究生院统一组织下，思政课教师与各学院专业课

教师集体研讨、共同备课，梳理各课程思政建设思路、挖掘

思政案例，使思政有机融入教学大纲、课堂教学；为提升教

师教学投入，学校在校内从政策、经费、考核和荣誉四个方

面强化引导和激励，在校外与联合培养基地、重点就业单位

加强合作，以专项经费、科研项目为依托，引入行业技术专

家共同授课，突出产教融合；教学内容突出前沿、理论联系

实践，与本科同类课程相比有明显提升；教学方法改革以调

动学生的自主性为主要目标，结合研究生课程教学特点，重

点加强小班研讨式、线上线下混合式、案例式教学模式改革，

大幅提升教学的效率和学生的获得感；建立督导、同行、学

生三方教学评价体系，实施学校、学院、学生三级教学管理

机制，将过程评价与阶段性检查相结合，持续跟踪建设进展，

确保建设质量；实施权值选课法，让学生按需选课，出台跨

专业研究生本科核心课程学习方案，使同一课堂学生处于同

一专业基础水平，避免任课教师为兼顾外专业考入学生而被

迫降低教学的“三度一性”；配好用好助教队伍，重点激励

博士生担任课程助教，既发挥助教对课程教学和课程建设的

辅助作用，也使助教在参加教学研讨等教学活动中掌握基本

的教学规律和教学能力，助力博士生到知名高校任职。

2.2 建设进展与成效

2.2.1 一流研究生课程体系雏形初现

2018 年建设至今，学校分批立项 150 门课程，占全校研

究生课程的 18%，覆盖了学校所有课程类别，构建了以公共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为主，专业选修课、实践教学课为辅的

精品课程体系，进一步深化了课程内涵，使专业基础课体现

夯实专业基础、专业选修课紧跟前沿、实践教学课突出理论

联系实践。立项的所有课程负责人均为教学科研经验丰富、

具有高级职称的校内优秀教师，都构建了较为合理的教师团

队。每门课程均建立了专门的课程网站，录制了课程视频，

公布了课程介绍、教学团队情况，展示了课程思政案例，上

载了教学资料，并提供了在线问答专区。课堂教学模式更加

灵活多样，师生互动交流更加频繁，校院两级督导专家组、

选课学生对课程评价均有较大提升。研究生精品课程的“三

度一性”均有较大提升，质量明显提高，核心课程地位更加

突出，导师、任课教师、学生对研究生课程重要性的认识明

显提高。根据学校开展的问卷调查，2021 年学生对研究生教

学的满意度高达 91.28%，一流研究生课程体系雏形初现。

2.2.2 重视研究生教学氛围浓厚

学校高度重视经验总结和分享，组织各精品课程项目组

总结建设经验，在官方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开设精品课程报

道专题，持续开展了 50 次以上的报道，定期组织精品课程

建设校院两级研讨会，总结和交流建设经验，这些都对课程

建设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经过精品课程建设的一系列举

措，特别是学校研究生教育会议对研究生教学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的进一步强化，在校内成功营造了重视研究生教育教学

的良好氛围。

3 进一步加强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电子科技大学开展精品课程专项建设在提升研究生课

程教学的“三度一性”发面具有一定的经验，但横向比较，

研究生课程教学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受到类似本科教学

一样的重视。因此，提升研究生的课程质量将是长期过程。

对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3.1 加强规划，持续优化课程体系

精品课程建设规划要将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相结合，既

加强校级规划，也要充分发动学院，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遴选

核心课程、优质课程开展建设，构建基础与前沿相结合、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坚决杜绝因人设课，持续提升

核心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地位，持续开展核心课程建设，以

马太效应促优胜劣汰，促进课程体系持续优化，使课程体系

各模块之间关系清楚、功能完善，能充分满足夯实研究生专

业基础、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提升综合素养的需求。

3.2 完善激励，持续提升教师投入

要保持“精品”状态，课程的内容、方法等都需要与时

俱进、持续完善，而教师是质量工程的灵魂，是精品课程建

设的关键。因此，要研究如何提高优秀教师参与教学的积极

性。要从工作考核、职称评定、招生指标、导师评聘、经费、

荣誉等多方面改革，从根源上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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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投入课程教学有兴趣、有动力、有荣誉、有价值。要积

极引入行业力量，让学生的理论学习与行业实践相结合，让

学生明白为什么学、学什么、学了怎么用，让导师和学生都

体会到教学有价值。

3.3 用好数据，持续提升管理水平

课程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建设周期长、影响深远的系

统工程，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制度保障。

信息化是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信息化有利于任

课教师提前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及时调整教学安排、研

讨内容设计，也使得基于学习过程的考核更科学合理。对信

息化教学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将有助于学校

出台促进研究生教学改革的制度[9]，保障研究生精品课程建

设的有效实施和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1] 张铭凯.“双一流”建设与课程变革[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03):7-12+20.

[2] 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EB/OL].http://old.moe.gov.cn //publicfiles/

business/htmlfiles/moe/s7065/201501/182992.html.2014.

[3] 肖玮萍.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探究[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25(07):105-107.

[4] 肖凤翔,覃丽君.麻省理工学院新工程教育改革的形成、内容及内在逻辑[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02):45-51.

[5] 董舒.美国创新型人才教育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佐治亚理工学院 TI:GER项目为例[A].上海来溪会务服务有限公司.2018第三

届教育与信息技术国际会议论文集[C].上海来溪会务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来溪会务服务有限公司,2018:6.

[6] 赵硕,刘旭东.一流大学战略规划中参与要素分析与启示--以康奈尔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J].煤炭高等教

育,2019,37(01):69-73.

[7] 单康康,厉晓华,云霞,等.浙江大学云平台解决视频资源孤岛难题[J].中国教育网络,2018,000(004):69-70.

[8] 程建华,赵琳,孙蓉,李思佳.基于创新驱动发展需求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J].教育现代化,2018,5(13):1-3.

[9]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周涛.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J].人力资源管理,2013(03):174.

作者简介：苟灵（1987—），男，汉族，四川巴中，科长，研究生学历，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