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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主旋律是创新，是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成果基于创新性和多样化的教育理念，自 2012 年着手开展化学学
术型硕士研究培养模式探索，从创建导师制、构建学术创新载体、构
筑课程体系、构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形成了基于“学科-团队-导师”多
维度交叉渗透的“一创三构合一”化学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合力实现
创新能力培养的统一目标。 
1．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问题一如何解决原先单一导师培养模式，导致研究生难以博采众长，
多角度、多元化地汲取不同学术主张? 
问题二如何解决原先忽视营造宽松的学术交流环境，导致研究生缺乏
广阔的学术视野? 
问题三如何解决原先“填鸭式”教学为主，教学内容集中于研究生所属
学科、专业，导致研究生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 
2. 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采取了“一创”：依托省一流 A 类化学学科，以学院推进团队建
设为助力，以导师负责制为基础，实现不同二级学科优秀导师共同指
导，创建了基于“学科-团队-导师”多维度交叉渗透合力导师制，确保
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2）实施了“三构”：为了提升研究生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完善了学
术型研究生培养文件，构制了“严进、严管、严出”的链条式管理；积
极鼓励化学学术型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年会和专题会议，并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来专题讲座，构建了多维度和多层次学术创新载体，营造了宽
松科研氛围；由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方向主干课、发展方
向探究课构成的四级课程体系，通过采用小微学分课程、Seminar 课
程、系列讲座课程和短期课程等形式，实现课程形式多样化，内容丰
富化，从而构筑了“又宽又尖”四级四类课程体系。 
（3）实现了“一合”：基于“学科-团队-导师”多维度交叉渗透的“一创
三构合一”化学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合力实现创新能力培养的统一
目标。 
3. 创新点 
（1）创建基于“学科-团队-导师”多维度交叉渗透的“一创三构合一”化
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2）构建多维度、多层次学术创新载体，营造全方位、宽松科研氛围。 
（3）构筑“又宽又尖”的四级四类课程体系，全面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独立
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 
4. 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为适应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需要，先后出台了多个配套文
件，确保在培养方法和手段上符合学术型研究生注重创新能力的特点，
使得杭州师范大学化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在提升动力、提升质量和支
撑发展上更上一个新台阶。改革实施后研究生的学术产出和创新性成
果有了显著提升。在学科一流期刊（一区和二区）发表论文由 2014 年
的 32 篇增至 2018 年的 62 篇；学生在学术会议上墙报展示达 85 人
次；盲审论文优秀率逐年增加，从 2014 年 42.3%增至 2018 年 70.6%；
近五年就业率均为 100%，升学读博率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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