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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经验与改革要点 

△落实“创新强校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建设规划 

△基本完成研究生课程库信息完善和清理工作 

△启动全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宏观设计 

△加强教学案例建设，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质量 

△加强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建设，推动基地建设上台阶 

 

 工作通报 
△开展制定《研究生实验课经费管理办法》的校内外调研 

△出台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的相关制度措施 

△2014 年度校级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立项名单 

 

 工作动态 
△研究生院举行 2014 年博士生创新人才培植计划立项答

辩暨交流座谈会 

△研究生院召开“国家公派留学项目”经验交流座谈会 

△我校举行“合生珠江教育基金博士生科技创新计划（出

国培植）”结题答辩会 

△加强管理、提高质量、推动研究生教务员队伍建设上台

阶 



 工作经验与改革要点 
1. 落实“创新强校”建设规划，确保阶段性建设目标如期实现 

研究生院通过制定宏观方案、明确实施步骤、制定相关管理办法，2014 年组

织开展了“创新强校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博士生

创新人才（国内培养、国外培养）培植计划、广东省研究生学术论坛等 11 大类项

目，立项 53 项，资金使用率良好，阶段性建设目标如期实现。 

2. 基本完成研究生课程库信息完善和清理，为优化课程体系打好基础 

从 2014 年 6 月至 10 月，组织任课教师对系统中 900 多门研究生课程进行信

息完善和清理，通过规范教学大纲、逐一审核、分类处理、联动核对、个别教师

座谈等环节，历时 4 个月，基本完成研究生课程库信息完善和清理的工作，共清

理和存档 230 门课程，现课程库共有 670 门左右，保证全部开课课程教学大纲完

备与充实。 

3. 未雨绸缪，启动全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宏观设计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指导性文件，自三部委出台《关于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以来，部分重点高校启动了全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

的工作。2014 年研究生院在调研 20 所高校的基础上，以修订课程管理办法为切入

点启动相关工作，准备将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与落实学位基本要求、一级学科课

程设置、课程管理办法修订等“打通、衔接”，准备于 2015 年上半年完成培养方

案修订工作的实施方案，下半年完成各学科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审核。 

4. 推动课程教学案例建设，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质量 

案例教学是推进以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之

一，一直以来，我校在课程案例建设上有所欠缺。2014 年，研究生院在调研全国

各高校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于今年首次推出研究生课程教学案例建设和立

项工作，2014 年立项 4 项，以期通过案例课题建设逐步带动案例教学的蓬勃发展。 

5. 加强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建设，推动基地建设上台阶 

2014 年，研究生院相继完成了我校 9 个省级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的梳理

和总结工作，起草了我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的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结合省相关文件制定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资助经费使用计划表”，

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我校校级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的建设工作，以期推动

示范基地建设上台阶。 



 工作通报 
1. 开展制定《研究生实验课经费管理办法》的校内外调研 

针对师生反映的研究生实验课经费拨付和管理的问题，2014 年，研究生院扎

实开展校内外调研工作，校内全面梳理 16 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实验课建设情况，

校外向中国农大、西北农林、华中农大、四川农大等高校取经，目前已形成实验

课经费调整的基本数据和思路，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完善实验课管理办法，以重点

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提高实验课拨付经费，二是出台相关管理办法使之规范，三

是结合学科差别拨付经费合理。 

2. 出台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的相关制度和措施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教研〔2013〕1 号）等文件精神，研究生院 2014 年出台了《华南农业大学研究

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暂行办法》（华南农办﹝2014﹞154 号）、《华南农业大

学博士生创新人才培植计划暂行管理办法》（华南农办﹝2014﹞155 号）等培养创

新文件；起草我校研究生暑期学校、学术论坛、示范课程等的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7 个。启动并完成暑期学校、学术论坛、示范课程的评审，基本完成博

士生出国培植（国内、国外培养）遴选工作。 

3. 2014 年度校级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立项名单 

（1）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案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类别 资助经费 案例类型 

1 
香港“双非”问题与岛内社

会保障之争 
刘娟 公共管理学院 重点案例 8000 元 综合课程案例 

2 
涉农企业国际元立集团的

组织文化分析 
郭萍 经济管理学院 重点案例 8000 元 综合课程案例 

3 
利用分子对接技术探讨杀

虫剂作用模型 
徐汉虹 资源环境学院(原) 一般案例 5000 元 知识点案例 

4 初出茅庐的菁果国际教育 左伟 经济管理学院 一般案例 5000 元 综合课程案例 

 

 

 



（2）校级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涉及培养方面的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单位 

1 高校智库建设背景下多学科交叉培养研究生的改革探索 重点项目 廖杨 公共管理学院 

2 支持多平台访问的科研型实验室及研究生日常管理信息系统研制 重点项目 章家恩 农学院 

3 广东省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运行机制及政策优化研究 一般项目 陈翱 研究生院 

4 
研究生课程《园艺植物基因工程原理与技术》教学改革与探索：以

科研为导向 
一般项目 陈长明 园艺学院 

6 研究生培养环节中的信息化管理改革与探索 一般项目 陈火君 资源环境学院 

7 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实施成效研究 一般项目 李飞武 外国语学院 

8 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 柳松 经济管理学院 

9 整合式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培养的探索研究 一般项目 吴茵茵 图书馆 

 

（3）校级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项目 

序号 合作单位 学科（领域） 校内负责人 所在学院 资助经费 备注 

1 广东信源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农业工程、机械工

程 
钟南 工程学院 20000 元 

 
2 

深圳市深宝华城科技有限公

司 
食品科学 李斌 食品学院 20000 元 

 

3 

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究中

心（国家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

护中心） 

林学 李吉跃 
林学院 

（原） 
20000 元 

 
4 广州康艺电子有限公司 

农业机械化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赵祚喜 工程学院 20000 元 

2011 年省立项

基地，直接认定 

5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公司 
食品科学、农产品

加工及贮藏工程 
孙远明 食品学院 20000 元 

2011 年省立项

基地，直接认定 

6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研究院 
食品科学、农产品

加工及贮藏工程 
孙远明 食品学院 20000 元 

2011 年省立项

基地，直接认定 

7 惠州财兴实业有限公司 水产学 甘炼 
动科科学学

院 
20000 元 

2013 年省立项

基地，直接认定 

 

 

 

 

 



（4）校级创新人才培植（国内培养）项目 

序号 资助者姓名 专业名称 学院 导师姓名 

1 李亚菲 基础兽医学 兽医学院 曾振灵 

2 毛雅慧 微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海洪 

3 沈博然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彭新湘 

（5）校级创新人才培植（国外培养）项目 

 

 

 

 

 

 

 

序号 资助者姓名 专业名称 学院 导师姓名 申请院校 

1 邱华龙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资环环境学院(原) 何余容 瑞士洛桑大学 

2 卢锦明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资源环境学院（原） 陈宏伟 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3 赖彪 果树学 园艺学院 胡桂兵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4 何韩军 植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吴鸿 美国拉荷马州立大学 

5 卓春柳 草业科学 生命科学学院（原） 郭振飞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工作动态 

研究生院举行 2014 年博士生创新人才培植计划 

立项答辩暨交流座谈会 

日前，2014 年博士生创新人才培植计划（国内培养、国外培养）立项答辩暨

交流座谈会，在行政楼三楼东会议室举行。培养办主任侯辉萍和培养办负责老师

参加了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为答辩陈述环节，4 名申请培植计划“国内培养”的博士生与 7

名申请培植计划“国外培养”的博士生，围绕本人基本情况、国外联系导师情况、

计划安排、工作展望和预期成效等进行了陈述介绍。 

第二阶段为交流座谈环节，11 名研究生敞开心扉，交流了对开展该项目的看

法，谈及了本人选择这个项目的顾虑，并就如何增加项目的吸引力提出了本人的

建议。会上，一位博士生真诚地说到“国外培养”项目，真的很好，博二的时候

没有资格申请“合生珠江”资助项目，等到博三时该项目又停止了，进入延长期

后以为自己的出国研修梦破灭了，没想到学校又帮助我们实现了梦想”。 

交流会最后，培养办侯辉萍主任向同学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培养办负责老

师就答辩交流会后的后续工作及经费拨付报销问题进行了说明,并就 2015年 3月启

动第二批申报工作进行了预通知。 

相关链接： 

博士生创新人才培植计划（华南农办〔2014〕155 号）分国内培养和国外培养

两种，资助有科研创新潜力的博士生在延长期间分别在国内（校内为主、国内其

他高校短期研学为辅）和国外（境外）继续开展其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旨在强化

我校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 

 

研究生院召开“国家公派留学项目”经验交流座谈会 

为创新培养方式、加强经验交流，扩大联合培养研究生出国留学规模，研究

生院于 2014 年 6 月 6 日上午举行了“国家公派留学项目”经验交流座谈会。培养

办负责老师、近年我校成功申请留学项目的研究生、有留学意愿的研究生代表等

4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章艳丽老师主持。 

培养办公室侯辉萍主任就举办交流会的目的、意义进行了介绍，她希望通过



举办此次活动，能够为大家搭建相互交流平台、共享申报留学经验，并鼓励大家

留意平时信息、提前做好规划、打牢相关基础、争取申报成功。章艳丽老师就历

年我校研究生申请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和相关政策向与会人员做了介绍。 

随后，已成功申报留学项目的研究生们“倾囊相授”，结合自身在申报和准备

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向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和交流，特别是在出国研修计

划、外语水平考试、科研论文成果、国外导师沟通等方面进行了很好地分享。 

会后，低年级参会同学纷纷表示，通过参加本次交流会，进一步了解了国家

出国留学政策，明确了相关准备内容，为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我校举行“合生珠江教育基金 

博士生科技创新计划（出国培植）”结题答辩会 

2014 年 7 月 8 日下午，华南农业大学首批“合生珠江教育基金博士生科技创

新计划（出国培植）”结题答辩会在行政楼三楼东会议室举行。来自资源环境学院

的陈少华博士、生命科学学院的朱磊博士、工程学院的邹海鑫博士、经济管理学

院的刘芳博士，总结回顾了从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分别赴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求学成长经历和科研收获。

副校长吴鸿教授以及彭新湘教授、洪添胜教授、傅晨教授、罗明忠教授等作为评

委出席了答辩会。 

会上，4 位博士以 PPT 的形式，围绕“项目计划的完成情况”、“主要研究内

容”、“主要研究成果”、“收获体会和建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 15 分钟的陈述。答

辩会评委老师分别就四位博士的报告内容进行了提问。与会评委对四位受资助博

士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评阅，评委们认为，在本次出国培植项目的资助

下，学生们开阔了国际交流视野，研究思路和方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达到了出

国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和初衷。经评委会讨论，给予其中两位博士的结题情况予“优

秀”，另两位博士的结题情况予“合格”。评委们还就完善该培植项目的评选办法、

加强该项目中期检查与反馈力度、保持出国学习期间科学研究的连贯性等方面提

出了建议。 

 

 

 



加强管理、提高质量、推动研究生教务员队伍建设上台阶 

2014 年 5 月 8 日下午，研究生教务员工作例会在行政楼三楼东会议室举行。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彭新湘，培养办主任侯辉萍、综合管理办主任戴雪飞、各学

院（部）研究生教务员及研究生院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彭新湘副院长对各位教务员为推动学校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所付出的

努力表示感谢，并指出研究生教务员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重要力量，要对这支队

伍常抓不懈、经常性地进行人文关怀，彭院长强调，研究生院成立后，我校研究

生教育力求在水平、效率、业绩方面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教务员也应在自身建设

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研究生院招生办、综合管理办、培养办相关负责同志对下一步工作的思路进

行了简单介绍，并就研究生课程库建设、创新强校工程项目、培养和教学工作量

核算、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工作等进行了安排。会议后半段，各教务员围绕

日常教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提出了一些提升研究生教育管理的

意见和建议。 

研究生教务员队伍建设是研究生院进一步加强教育教学管理的重要抓手，拟

于每月举行一次，以形成常态化的工作交流平台。本次会议的召开，使研究生教

务员队伍明确了工作思路，加强了交流，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