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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教育部学位中心委托项目 1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获批时间

1 研究生教育服务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与路径研究（课题） 李英民 2020

2 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分析与设计 张云怀 2015

3 贫困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 刘清才 2015

4 “建筑学”与”环境科学与工程”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曾旭东 2015

5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生第二课堂体系建设与实践 陈大勇 2015

6 毕业研究生职业发展质量研究 冯 斌 2015

7 大数据产业下全日制专业硕士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与质量评价研究 冯 永 2015

8 数学类研究生公共课程教学自助辅导平台研究——以《数值分析》为例 胡小兵 2015

9 大数据技术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分析与预测 周 庆 2015

10 工程硕士实践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黄宗明 2014

11 动力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核心案例库建设及实践的研究 杨 晨 2014

12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 方祯云 2013

13 负责面向行业的全日制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黄宗明 2013

14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能力标准和测试体系研究 郑小林 2012

3.1.2 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重大项目 1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获批时间

1
基于“学科引领—德智双修—全面育人”三位一体的建筑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
杜春兰 2022

2 “大思政课”视域下辅导员参与研究生思政课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罗 滌 2022

3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研究生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应用 宋永端 2021

4 构建交叉型平台化课程体系培养电子信息拔尖创新人才 刘 敏 2021

5 面向“双一流”建设的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综合指数研究 郭劲松 2021

6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实施成效分析及优化路径研究 谢昭明 2021

7 “三全育人”格局下材料类研究生协同联动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王敬丰 2020

8 面向地区重大发展需求和国际化的建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与实践 卢 峰 2020

9 人工智能新时代卓越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向 涛 2019

10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质量保证体系构建与实践 王时龙 2019

11 研究生教育质量审核体系构建与实践 李 宏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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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流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与标准研究——以建筑学类为例 褚冬竹 2019

13 基于学科群构建一流水准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李英民 2018

14 一流电气工程学科建设需求下的创新型研究生选拔及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廖瑞金 2015

15 先进制造领域工程博士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朱才朝 2015

16 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黄宗明 2012

17 基于协同创新平台的车辆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郑 玲 2012

3.1.3 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重点项目 45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获批时间

1 数字、低碳导向的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黄海静 2022

2 本硕博贯通培养公共课程体系的重构探索与实践——以重庆大学为例 秦 鹏 2022

3 双碳背景下矿业类研究生“四位一体”培养模式 葛兆龙 2022

4 基于第二课堂的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重庆大学为例 林鉴军 2021

5 基于 BIO+X 的创新型生物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及实践 王伯初 2021

6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与标准研究（一） 皮天雷 2021

7 建筑类专业来华留学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 谢 辉 2021

8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导师团队培养模式探索 司马文霞 2021

9 立德树人理念下增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陈大勇 2021

10 《建筑智能建造算法》课程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刘界鹏 2020

11 强化能动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孙 宽 2020

12 长江生态大保护视域下生态环境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何 强 2020

13 基于户外现场感知的电气工程类专业硕士实践能力提升培养模式研究 张占龙 2020

14 市政工程 +人工智能学科方向专业硕士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赵志伟 2019

15 大数据智能化背景下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蔡 斌 2019

16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城乡规划硕士研究型设计课程改革与实践 李和平 2019

17 面向智能医学工程的医工融合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探索与实践 侯文生 2019

18 新时代背景下博士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及长效机制研究 陈 东 2019

19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肖益民 2018

20 提升博士学位质量、构建质量保障体系——面向重庆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郑 忠 2018

2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中美电气工程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对比研究 陈民铀 2018

22 新能源交叉学科方向研究生培养方式与支撑体系研究 廖 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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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获批时间

23 基于材料类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的实验平台建设 周 燕 2018

24 依托国家镁合金工程中心一流学科基地培养材料学科高水平学术型研究生人

才
陈先华 2017

25 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的探索与实践 何德忠 2017

26 博士生工作站社会实践育人模式探索 刘清才 2017

27 研究生导师团队构建机制与运行模式研究 何 培 2016

28 应用创新需求驱动的研究生专业学位实践环节建设 韩庆文 2016

29 水务行业专业学位研究生“立体式”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翟 俊 2016

30 建筑技术学科学术型研究生创新培养模式研究 严永红 2015

31 面向国际化的土木工程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刘汉龙 2015

32 研究生国际双学位人才培养合作机制与模式 郭 瑜 2015

33 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个性化竞赛培育平台的构建研究与实践 冯 斌 2015

34 机械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林 超 2014

35 电气工程学科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的思考与探索 侯世英 2014

36 基于学科交叉的建筑与环境类研究生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 李百战 2014

37 全方位、多元化、分段式的全日制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研究 向 诚 2013

38 大数据产业下计算机全日制专业硕士创新培养模式研究 冯 永 2013

39  “基于社区的城市设计”课程综合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黄 瓴 2013

40 面向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与探

索
李正良 2012

41 矿业安全工程“三创新”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宏图 2012

42 工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创新实验平台建设研究与实践 刘和平 2012

43 面向 21 世纪的高层次信息安全专业硕士培养模式及实践 向 宏 2012

44 研究生高水平产学研创新实践平台构建研究 郑小林 2011

45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联合培养模式研究 刘京诚 2011

3.1.4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 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获批时间

1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评价与关键环节质量监控体系研究 杨 帆 2022

2 基于行业促进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探究与实践 韩庆文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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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论文 15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时间

1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的行政规制意涵：基于政校关

系的视角
范 奇 2021

2 新时代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现实路径研究 杨守鸿、杨聪林、刘庆庆 2019

3
论高校学位撤销的权限设定与行为定性——基于

行政“组织 + 行为”法的分析框架
范 奇 2019

4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生第二课堂体系建设 陈大勇、罗 敏、刘清才 2017

5
打破学科专业束缚按行业大类定位培养复合型专

业学位人才
向 诚、黄宗明、张云怀 2016

6
紧贴行业需求 , 校企协同培养控制工程领域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

向 诚、柴 毅、王东红、张云怀、

刘京诚、黄宗明、郭 瑜
2014

7
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育复合平台的构建研

究——以重庆大学为例
冯 斌、王 怡、郑小林、张云怀 2013

8
工程硕士教育与区域职业资格认证相衔接的探索

与实践
郑小林、冯 潇、冯 斌 2012

9
以生为本 提升质量 着力构建高水平有特色的研究

生教育体系——重庆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

思考与实践

黄宗明、张宗益、郑小林、

张云怀、王平
2012

10
C9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学科发展比较——基

于 ESI 数据库的计量分析
何 培、郑 忠、何德忠、李 彦 2012

11 从工程师培养看工程硕士学位标准的构成要素
何德忠、刘 东、李 宏、王东红、

郑 忠
2008

12 工程硕士学位标准属性与制订的基本思路
李 宏、刘 东、王东红、何德忠、

王平义
2007

13 工程硕士学位标准体系的构想 李 宏、刘 东、肖建国、陈 渝 2007

14 研究生创新团队的构建模式及原则 侯映霞、李 华、冯 斌、郑小林 2007

15
在创新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重庆大学研究生

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重庆大学研究生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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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的行政规制意涵 : 基于政校关系的视角（范奇）

（26）新时代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现实路径研究   杨守鸿 杨聪林 刘庆庆

(14) 论高校学位撤销的权限设定与行为定性

——基于行政“组织 + 行为”法的分析框架 ( 范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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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学科专业束缚按行业大类定位培养复合型专业学位人才

.............................................. 向诚等（29）

紧贴行业需求 , 校企协同培养控制工程领域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 向诚等（11）

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育复合平台的构建研究

——以重庆大学为例 ............................................. 刘全利等（22）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申
报
支
撑
材
料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支撑材料

53

C9 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学科发展比较

——基于 ESI 数据库的计量分析 .......................... 何 陪等（64）

工程硕士教育与区域职业资格认证相衔接的探索与实践

.............................................................................. 郑小林等（57）

以生为本 提升质量 着力构建高水平有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重庆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思考与实践 ........... 黄宗明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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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 12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时间

1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项目的评价体系建构——基于 CIPP 评价

模型的研究
周 梅 2021

2 学术硕士在校培养因素对职业发展状况的影响研究
冯 斌、李婷婷、赵云鹤、

谢昭明
2020

3 一流大学视角下一流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白 强 2017

4 基于导师团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集体培养模式探索
向 诚、张云怀、王东红、

郭 瑜
2015

5 党对高校研究生信仰吸引力的实证研究 陈大勇、刘清才、冯佳文 2015

6 论研究生学术英语课程建设的重要性——来自英国高校的启示 周 梅 2014

7 研究生教育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以 C 大学为例
冯 斌、刘培森、张云怀、

郑小林
2013

8 研究生创新团队的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杨 胜、方祯云、蔡金清 2013

9 研究生优秀生源选拔中的面试技术优化问题探讨 曾军丽、刘渝琳、李 志 2011

10
实施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实践与思考——以重庆大学“高水平”

项目为例
李玉兰、张云怀 2011

11 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与研究生开放实验室的构建
冯 斌、刘新宇、郑小林、

张云怀
2011

12 国内外大学机械工程学科研究生课程教材的比较研究 李玉兰、孙 锐、魏群义 2011

研究生学术英语写作项目的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 CIPP 评价模型的研究 ............. 周梅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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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硕士在校培养因素对职业发展状况的影响研究

............. 冯 斌，李婷婷，赵云鹤，谢昭明 53

一流大学视角下一流研究生能教育的思考 ............. 白强 19

基于导师团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集体培养模式探索

................................. 向 诚，张云怀，王东红，郭 瑜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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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高校研究生信仰吸引力的实证研究

............................................. 陈大勇，刘清才，冯佳文 20

论研究生学术英语课程建设的重要性

——来自英国高校的启示 ...................................... 周 梅 84

研究生教育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以 C 大学为例

....................................冯 冰 刘培森 张云怀 郑小林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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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创新团队的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 杨 胜 方祯云 蔡金清 44

研究生优秀生源选拔中的面试技术优化问题探讨

.................................................. 曾军丽 刘渝琳 李 志 39

实施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以重庆大学“高水平项目”为例 ...... 李玉兰 张云怀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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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与研究生开放实验室的构建

.................................... 冯 斌 刘新宇 郑小林 张云怀 6

国外大学机械工程学科研究生课程教材的比较研究

.................................................. 李玉兰 孙 锐 魏群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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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其它相关论文 14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1
破“五唯”夯实学术话语权统筹提

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张育新、王时龙、李英民、

刘京诚、李 梅、王 易
教育发展研究 2021

2
传统组会与国际联合组会在理工

科研究生教育中的践行研究
张育新、郭梓阳、董 帆 大学（教学与教育） 2021

3
“双一流”背景下建筑环境与能源

类专业型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

式探讨

高亚锋、丁 勇、陈金华、

李 楠、徐 爽、肖益民
高等建筑教育 2020

4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实践环节质量保证的探

索——以暖通空调方向为例

王 勇、肖益民、刘 勇、

刘 方
高等建筑教育 2020

5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卷调查分

析——以人居环境类研究生为例
刘 方、唐春尧、翁庙成 教育教学论坛 2020

6
新工科背景下专业课程的混合式

教学实践——以《计算多体系统

动力学》为例

潘勇军、张志飞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

学学报
2020

7
面向计算机核心能力的专业实践

体系构建研究
古 平、孙天昊、李 佳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0

8
以实践能力为核心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探析
罗 钧、侍宝玉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

究与评估）
2020

9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堂教学

模式改革初探
冯 鹏、何 鹏、魏 彪 教育现代化 2019

10
协同创新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郑 玲、朱才朝 高等建筑教育 2018

11
案例教学在车辆工程全日制工程

硕士人才培养中的创新实践
郑 玲、朱才朝 高教学刊 2018

12
全日制专硕专业实践增强研究生

创新创业能力的可行性探析
杨 晨、周 辉、曾 理 教育现代化 2016

13
工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控

制的研究与实践

邓 力、刘和平、余传祥、

串 禾、郑群英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

科学版）
2013

14
研究生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

探讨

张志清、周 正、黄光杰、

杨晓芳、陈泽军
高等建筑教育 2011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申
报
支
撑
材
料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支撑材料

61

3.2.4 省部级及以上研究生教学成果奖 11 项

序号 等级 名称 参与成员 类别 获奖时间

1 特等奖

内改外放，创新协同——卓越工

科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构建探

索与实践

王时龙、李英民、李 宏、

黄宗明、任亨斌、谢昭明、

郑小林、方祯云、何 培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22

2 一等奖

行业引领、学科交叉、多元协同

的汽车领域复合型拔尖人才培

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郭 钢、王 旭、胡晓松、

贺岩松、胡建军、谢昭明、

王 攀、张财志、江爱群、

鲍欢欢、张志飞、卢海峰、

阳小光、褚志刚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22

3 一等奖

联合培养协同创新——全日制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与

实践

张宗益、张云怀、刘京诚、

王东红、王 平、向 诚、

郭 瑜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13

4 一等奖

工科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政

产学研用”合作育人模式探索与

实践

涂亚庆、郭 平、柴 毅、

胡勇刚、陈 云、安建勇、

毛育文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13

5 一等奖
构建复合型实践体系，促进研究

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

郑小林、李方伟、冯 斌、

陈 渝、张云怀、赵显莲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13

6 二等奖
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多主体协同

培养高层次专业学位人才

黄宗明、张云怀、王东红、

向 诚、郭 瑜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研究生教

育成果奖

2014

7 二等奖
控制工程领域创新人才的军民

融合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

涂亚庆、柴 毅、张海涛、

李 楠、杨辉跃、马 乐、

肖 玮、甘思源
部级教学成果奖 2018

8 二等奖

《计算机技术领域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基本要求》及培养质量体系

的研究与实践

王宽全、董开坤、赵铁军、

郭茂祖、何中市、蔡莲红、

臧根林、孙玉山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18

9 三等奖

基于一流学科群构建土建类研

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

探索与实践

李英民、文海家、杨庆山、

谢 强、王亚欣、柴宏祥、

杜春兰、仉文岗、何德忠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22

10 三等奖
探索本硕随机数学对接教学模

式提升工科研究生培养质量

钟 波、荣腾中、刘朝林、

黄光辉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13

11 三等奖
突出创新、强化能力——研究生

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孙渝红、易 兰、周 梅、

蒲 燕、舒 莉、杜 玲、

张 科
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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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入选成果集 4 部

序号 专著名称 出版社 作者 出版时间

1 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案例集 科学出版社 马永红等 2022.03

2
产教结合 协同育人

——第一届“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成果巡礼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6.03

3 工程硕士教育研究成果选编（2009—2010 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 贺克斌等 2012.08

4 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实践与创新 清华大学出版社 刘惠琴、沈 岩、雍翠菊 2003.09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申
报
支
撑
材
料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支撑材料

66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申
报
支
撑
材
料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支撑材料

67

3.2.6 出版专著 2 部

序号 专著名称 出版社 作者 出版时间

1
高校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研究与实践
重庆大学出版社 方祯云、郑小林等 2021.03

2
学术型硕士生研究生应具备的能力标准和测试

体系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一川、方祯云等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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