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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累计
培养了1000多万博士、硕士。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2020年 招收研究生110.6万人，
在学研究生313.96万人

2021年招收研究生117.7万人，
在学研究生333.2万人

2022年
招收研究生124.2万人，
在学研究生365.4万人

2023年
考研报考人数474万，
预计招生人数将达到130万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

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

把研究作为衡量研究生素质的基本指标，优

化学科专业布局，注重分类培养、开放合作，

培养具有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

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2020年7月29日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

的重要使命, 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

石, 是应对全球人才竞争的基础布局。

工作主线：
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

2020年9月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16. 加强课程教材建设，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培养单位要紧密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完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审批机制，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教材建

设，创新教学方式，突出创新能力培养，加强体育美育和劳动实践教育。规范核

心课程设置，打造精品示范课程，编写遴选优秀教材，推动优质资源共享。将课

程教材质量作为学位点合格评估、学科发展水平、教师绩效考核和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的重要内容。鼓励办好研究生创新实践大赛和学科学术论坛。在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中单独设立研究生教学成果奖。

4.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开全开好研究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加强研究生课程思政，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建设一批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

•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 提升导师队伍水平

• 严格质量管理

• 加强条件资源保障

改革举措：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双一流”建设高校要更加突出培养一流人

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

向，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

供有力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重要贡献。

2022年4月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联合召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推进会   怀进鹏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2022年10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求



数字教育应是更有质量的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

数字技术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阶梯。发展数字教育，能

够丰富智能教室、自适应学习、学情智能诊断、智慧

课堂评价等场景应用，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互动，改善

教学方法，增强教学过程的创造性、体验性和启发性，

撬动课堂教学发生深层次变革，创新教育教学和人才

培养模式，以教育的智能化支撑提高教育管理和评价

效能，提高人类学习与认知效能，为实现更加优质的

教育提供强大动力。

二、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2023年2月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数字变革与
教育未来“   怀进鹏



数字教育应是适合人人的教育。2500多年前，孔子就

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在人类漫长

的文明进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实现因材施教。

数字教育能够在个性化地学、差异化地教、科学化地

评等各方面发挥独特优势，通过信息跟踪挖掘、数字

回溯分析、科学监测评价等，描绘学生成长轨迹，为

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方案。这也必将有利于重

塑人类教育形态，使人人接受适合的教育成为可能，

助力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二、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数字教育应是绿色发展的教育。绿色发展是以效率、

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面对

日益严重的全球能源危机、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

机，教育不仅不能置身事外，还应为推动经济社会绿

色发展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我们要遵循节约节俭、

简洁高效的原则发展数字教育，重在应用为王、服务

至上，不盲目追求高端。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适应和

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合理使用数字化教材、教具，

推动数字教育成为教育低碳转型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助力绿色发展，保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

二、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二、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能够掌握在教育教学中选择数字化设备、软

件、平台的原则与方法；能够运用数字评价

工具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应用智能

阅卷系统、题库系统、测评系统对学生知识

准备、学习能力、学习风格进行分析；能够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发现学生学习差异，开展

针对性指导等。

2023年2月  教育部 《教师数字素养》



三、山东大学研究生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

分类（学科、专业、出国、就业）

分层（学博、专博、学硕、专硕）

分级（基础班、提高班、高级班）

分类—分层—分级

教学大纲：通用、分类、实用

课程体系：内圈EAP－外圈ESP－拓展圈EPP

教学模式：研讨式，探究式，混合式（技术赋能）

师资队伍：专业化、学科化、复合型

教学效果：五育并举，课程思政，创新能力



PART 02
新形态教材的编写依据



一、研究生英语教学情况

教学重点

PART 01

巩固语言基础，掌握学

术阅读、写作技巧，提

升英语学术交流能力，

落实立德树人的目标

痛点和挑战

PART 02

• 课时大幅缩减、师资匮乏，难以保障教学效果

• 个性化教学需求明显，各层次院校、各专业的需求
不尽相同

• 教学手段相对单一，数字化、信息化应用不足

教材使用问题

PART 03

• 教材陈旧、理念落后，缺乏适合各个专业学习的通识性素材

• 教材缺乏实用性学术技能讲解和练习

• 缺乏数字资源，如配套数字课程、学术类和思政类音视频资源、自主学习资源等

教师数字素养

PART 04

大部分教师仍以“纸质

教材+课件”的授课方式

为主能够熟练运用平台、

工具等技术手段开展混

合式教学的教师较少

学生需求

PART 05

英语能力提升，论文发

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挑战！

高阶思维

价值观念

情感交流

伦理道德



新形态教材

定位

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
（专硕和学硕），匹配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
表》五级

目标

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英语能力、
思辨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学
术实践能力，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和中国情怀，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的拔尖创新人才

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一体化设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互动，使教学过程数字化，创新语言教学方法，提升

教学效果

二、研究生英语教材设计：智能化、个性化新形态教材

纸质教材
（课堂手册）

多模态数字资源
（数字课程、拓展课程）

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

Unipus智慧课堂环境

辅助教学资源
（混合式教学指导手册、

助教课件、试题库）



育人目标

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传播能
力，培养国际视野，坚定文
化自信，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课程目标：多元能力培养

• 语言应用能力：学术场景下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 学术思维能力：思辨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 学术素养：学术研究与实践能力、遵守学术规范与

伦理

教学理论

• 混合式学习理论
• 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理论
• 思政育人

方法手段

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教学实践

教师需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运用U校园
平台的大数据反馈、写作和语音自动评
阅等功能，开展学情分析，辅助作业批
阅，激发学生参与感

教学效果

检验教材设计能否真正满足师生需求，有效实现
混合式教学流程，达到预期教学效果，为新形态
教材的后续修订提出改进方案

研究生
新形态教材

编写

三、研究生英语新形态教材的编写依据



PART 03
新形态教材的特色



一、创设智慧式教学流程，新形态教材模式助力混合式教学实践

评价

分析

应用

理解

记忆

创造

布鲁姆-安德森认知能力模型

高
阶
思
维
能
力

低
阶
思
维
能
力

• 教师引导学生研讨互动，辨析文章深意，分析评
价作者观点，培养批判性思维

• 通过协作实践为写作、口语产出铺设思路，拓展
学术技能，锤炼学术思维

• 落实思政育人目标，培养跨文化能力

线下

线上

• 学生自主研读文本，完成语言训练，
夯实基础、提升语言应用能力

• 学习技巧微课，完成技能训练，掌
握学术技能

•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U校园将线上、线下

环节紧密衔接，充

分融合，通过学情

分析反馈，帮助教

师反拨课堂教学

《新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教学设计



二、思政育人理念与教材内容有机融合，落实课程思政目标

教材巧妙融入思政素材，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

中西对比、实践产出等落实价值观塑造，培育文化自信、

文化传播力。



主题覆盖，丰富全面

二、思政育人理念与教材内容有机融合，落实课程思政目标

政 治 认 同 家 国 情 怀 文 化 素 养 道 德 修 养

职 业 品 格 法 制 观 念



单元主题 思政内容与教学目标 维度

1 Challenge
Saihanba—A green miracle in China
塞罕坝三代林场建设者们如何扎根荒漠，用青春与奋斗创造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
迹”，感悟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增进对生态文明理念的理
解和认识。

家国情怀
政治认同

2 Expanse
China’s new model for urbanization
中国城市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城市群和特色
小镇的构建），增进对国家发展战略与成果的认识，提升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

政治认同

3 Behavior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道德教育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育人思想（“君子”、“仁”）
和方法（“三省吾身”、“学思结合”等），以及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己任，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尊道德、重实干、求进取的育人新要求。

道德修养
文化素养

4 Change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中国高铁当今取得的成就，回顾了高铁修建历程，并展望未来中国交通网络的发展方
向，加深学生对中国建设成就的了解，增强道路自信。

政治认同

5 Energy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in renewable energy
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增
进对国家发展战略与成果的认识，提升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

政治认同

6 Conflict
China’s democratic centralism
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学生对政治制度的理解和阐释能力，充分彰显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培育学生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

提高级《读写教程》



以提高级《读写教程》U4为例

二、思政育人理念与教材内容有机融合，落实课程思政目标

任务设计：全过程、全渗透、多元化、多模态

Change is essential in all aspects of our life. No 
matter what areas you specialize in,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your situation and get ahead in life is 
through change. Without change, individuals would 
lose their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businesses 
would lose their competitive edge … Change helps 
us move forward and leads to progress and success.

单元导语：积极心理视角，正能量传递，好行为习惯



二、思政育人理念与教材内容有机融合，落实课程思政目标

任务设计：全过程、全渗透、多元化、多模态

热身活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创新意识

牛顿

瓦特

爱迪生

爱因斯坦

袁隆平

博纳斯 李



二、思政育人理念与教材内容有机融合，落实课程思政目标

任务设计：全过程、全渗透、多元化、多模态

文化素养：中国故事，中国自信，政治认同，奋斗精神



二、思政育人理念与教材内容有机融合，落实课程思政目标

任务设计：全过程、全渗透、多元化、多模态

迷你任务：讲中国故事，展中国自信，传中国声音

产出导向

结果导向

目标导向



三、选篇视角多元、内涵丰富、启迪思考，体现时代脉搏、国际视野

话题热门
选取环境保护、疾病防治、语言文化、生命科学、全球与区域发展、

法律与伦理道德、新兴科技发展等热门话题

选篇多元
阅读选篇以议论文、说明文为主要体裁，学术性、科普性、信息性、

时效性突出，符合研究生认知水平

素材真实
视听素材聚焦真实学术场景，以学术对话、学术研讨、学术讲座

为主要形式



四、着重培养学术技能，涵盖学术读写、学术听说、学术思辨全场景

• 课堂手册：技巧知识框 

线上线下相结合

学术听说学术阅读 学术思辨

微课视频 + 自主训练

• 数字课程：

机器评阅

语音评测

以产出任务为导向，
形成线上线下学习流程闭环

学术交流学术写作

iWrite智能机评、互评

01 明确任务、提供指南

02 范例学习与分析

03 语言知识拓展学习

04 学术写作/交流技巧学习

05 完成任务（提供脚手架）

专业学术场景,
教师、学生个性化需求

学术拓展课程

• 《学术词汇讲练》

• 《学术英语论文写作》

• 《国际学术英语交流》

微课视频 + 自主训练



五、任务设计关注思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提升实践创新能力

课后问答

深度思考
宏观视角
关联思维

课后讨论

思辨能力
高阶思维
创新意识

拓展任务

中国视角
中国方案
创新发展

创设“教师引领、学生协作、互动研讨”的课堂教学范式



PART 04
新形态教材的使用建议



课前

线上自主学习 线下互动研讨 线上巩固效果

课中 课后

• 学生：了解本单元学习

内容，自主研读文本、

学习技巧，操练语言

• 教师：通过学情分析，

查看学习情况，了解学

生薄弱点

课堂上，师生利用课堂手册

进行互动研讨。检验学生自

学效果、讲解重点难点，辨

析文章深意，应用学术技巧，

鉴赏范文，掌握要领

• 学生：自主复习巩固，

完成小组任务、写作

和演讲等产出任务

• 教师：反馈评价

一、线上线下定位清晰、融合共通



二、注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统一

知识

能力

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融语言能力提升于内容学习之中

素养



三、运用多元教学方式与评价手段

研讨式

真实性

Unipus智慧课堂环境

创新功能与技术手段

U校园平台大数据反馈与
教学管理功能

写作智能评阅引擎
语音智能评阅引擎

语音实时转写

以教育智能技术支持新形态教材多元任务设计，

创新教学方式与评价手段，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项目式

产出性

案例式

个性化 合作式

参与性



四、心怀国之大者，实现价值传承、责任担当和创新发展

语言驾驭能力

高阶思维能力

学术创新能力

中外交流能力

国家
意识

中国
立场

全人
教育

全面
发展



五、教学效果

院校使用情况

80+
院校

60多万小时
学习时长

80000+
学习人数



五、教学效果

教改成果：内蒙古农业大学

《新探索》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五、教学效果

教改成果：内蒙古农业大学

《新探索》促进“学生成长”



PART 05
结语



•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

• 研究生教育正在经历从大到强的转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结语



• 国家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全新定位

• 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提出更高要求

• 教育强国建设对研究生教育提出更高期待

结语

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立德树人

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人

课程思政

高阶思维

创新精神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此处可放置学校logo

一孔之见！
多多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