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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生培养及经验借鉴 

11月 28日，第十一期研究生导师沙龙在研究生院第一会议室举行，本次沙

龙荣幸邀请到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王丰教授作了题为“国外研究生培养及经

验借鉴”的专题报告，来自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学院、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等

近 20位研究生导师参加了此次沙龙。 

王丰教授 1987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

夏威夷大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以及清华大学任教，目前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王丰教授对美国

的研究生教育非常熟悉并有着丰富的研

究生培养经验，他主要从研究生录取、培

养、导师资格及作用三方面介绍了美国研

究生教育现状。美国本科教育比较注重通

识教育，硕士教育主要培养具有一定专业

知识的实用人才，而博士学位获得者知识

更专业、就业范围也日趋广泛，如学术研究机构、政府部门、非盈利机构、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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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所以，某些学科的博士学位培养也鼓励学生选择第二硕士专业。招生录

取过程中，除了基本的本科成绩、个人申请说明、推荐信、考试、兴趣吻合，“研

究生录取委员会”发挥着平衡派别、人情、数量等关系的公正性，学术研究生培

养除了中途淘汰、辍学或转为硕士生一般学制是 5-6年，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

相对更长，这样的培养年限使美国的博士生培养质量普遍较高，王教授建议博士

生教育应该扩大硕博连读生比例，废除三年博士学习期的不现实做法。在美国，

只要是正式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都可以培养研究生，但一般不担任论文委员会主任

职务，主任职务一般由资深教授担任，导师每一两周跟学生交流科研进展，并拥

有论文“比对、查重”权限，这就避免了国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前“相似度检

测”“盲审”等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最后，王教授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根据为社

会培养高端人才和复旦大学的定位，应对博士生培养目标和制度进行改革，包括

招生质量和学习年限；第二通过结合国家拨款和自筹资金，对不同博士的项目设

置不同的资助力度，不设导师招生名额，结合社会市场需求确定博士生招生人数，

鼓励有市场需求的院系自筹资金多培养人才；第三，取消包括要求博士生发表论

文等规定。王丰教授认为复旦这样的知名高校，应该给予导师和学生更多的自主

与信任。 

通过王丰老师对国外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分享，开阔了在座导师的研究生培养

思路。两个小时的沙龙交流，大家各抒己见、意犹未尽、深感收获颇丰。 

 

 

 

 

 



复旦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经验做法 

为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复旦大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过

多项改革举措振奋精神、凝聚共识、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加强建设、优化服务，

努力构建长效机制，着力打造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一、注重思想引领，强化导师立德树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注重思想引领，以宣传学习“钟扬精神”为抓手，引导全校导师在思想上进

一步增强立德树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钟扬教授是在本校导师身边涌现出来的

“时代楷模”，我校将学习“钟扬精神”与贯彻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工作

有机结合，以此为契机对全校所有研究生导师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一年多来，

学校开展了主题党日、专题座谈会、联合党组生活等各类多层次、多形式的钟扬

学习活动，研究生导师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自觉加强立德树人职责意识方

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为强化示范引领、榜样教育，学校开展“钟扬式

好老师”和“钟扬式好团队”评选活动。每年评选 10名思想素养过硬，业务能

力突出，立德树人、爱生如子、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中青年教师予以表彰。同

时，每年认定 10个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成绩突出

的教学科研单位、创新团队为“钟扬式好团队”。 

  二、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制度建设保障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 

  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制度建设是保障。学校严格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导

师队伍建设的各项文件，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制订《复旦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

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复旦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

《复旦大学审核新增及认定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暂行规定》、《复旦大

学审核新增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的暂行规定》等系列规章制度，逐步构建起一套

完善的制度体系。通过以上制度体系构建，进一步明确了我校研究生导师的权责、



管理规范、岗位任职资格的基本条件、审核流程等，建立起了全校健全师德师风

建设长效机制。 

  三、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优化导师服务工作，全面提升导师素养和指导能

力 

  学校采取多项措施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力促导师队伍的整体素养和指

导能力提升。学校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培训工作，从 2018年起，将导师培训与

导师上岗挂钩，明确规定只有参加过培训的研究生导师才有上岗资格。针对新教

工、新研究生导师，加强岗前培训，强化岗位意识，将师德师风、学术规范等主

题列为上岗之前的必修课程；针对在岗导师，多途径搭建导师能力提升平台，鼓

励和支持导师参加国际高层次学术会议，促进导师不断进取、保持科研创新活力，

始终紧跟或处于本学科领域学术前沿。同时，不断优化导师服务，充分发挥服务

引导作用。为此，研究生院专门设立“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具有组织“导师

交流活动、接受导师日常咨询、调解师生矛盾等多重功能，搭建起了不同学科导

师、导师与学生、导师与管理部门之间有效沟通交流平台。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

自成立以来，组织了十多场“导师沙龙”活动，深受广大导师的好评。 

  四、以提高学位论文质量为抓手，深入推进导师首要责任人职责落实 

  学校围绕师德师风与校风学风建设任务，以提高学位论文质量为抓手，真正

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首要责任人职责。具体做法是：第一，前移学位论文质量

内控关口、做实预答辩（预审）环节，要求提交的学位论文通过预答辩（预审）

后才能进入后续环节，避免少数研究生学位论文提交过迟、极少数导师审核不严

等问题；第二，引入学位论文网上提交与审核机制，明确要求导师需通过网上论

文审核系统，对学生网上提交的学位论文作进一步审核和确认，通过信息化技术

手段，更直观地赋予了导师对学位论文的审核权利，令导师对论文审核工作更为

慎重；第三，确立学位论文质量指标与招生资源配置挂钩的联动机制，对于双盲

评审中出现存在严重问题论文的学科，扣减所在院系相关学科的招生名额并暂停

相关导师下一年度招生资格，同时对在学位论文质量控制方面成绩突出的院系及



导师给予招生名额奖励；第四，高度重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制订《复

旦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处理办法》，对涉及导师作出处理，并根据

抽检结果对下一年度招生资源配置进行联动调整，同时要求相关院系在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会议上作整改汇报。 
 

 

 

 

 

 

 

 

 

 

 

 

 

 

 

 

 

 

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服务中心（Fudan Supervisor Service Center，简称 FSSC），于 2016

年 11月成立，主要职能：提供政策咨询、组织导师培训与导师沙龙活动、发布导师相关信

息、协调处理师生关系以及开具博导证明等事务性服务。  

Email：gs_supervisor@fudan.edu.cn  

联系电话：021-65642077 

联系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号 8号楼研究生院 225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