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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校 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9年增列为省级立项建设博士研究生

培养单位和博士后培养单位。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内涵式发展，

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一批高层次专门人才。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学校现有1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11个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授权

点，已形成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

艺术学等 9大学科门类的研究生培养格局。

（二）学科建设

1. 强化重点学科建设

（1）成功获批2个安徽省高峰培育学科。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徽省高峰学科

建设五年规划（2020-2024年）》，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重要

专项，安徽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启动高等学校高峰培育学科建设的通知》，学

校认真组织，统筹协调，并经过专家论证，推荐软件工程、生物学学科申请安徽

省应用型高峰培育学科，并成功获批，学校为每个学科配套300万元的专项建设

经费。

（2）着力加强校级高峰学科建设。根据《淮北师范大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

方案（2021-2024》，分层分类加强校级高峰学科建设（高峰学科2个、高原学科

3个、特色学科6个、培育学科4个）。根据2023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学校调整了

部分学科的建设经费，其中4个学科分别上浮20%、1个学科下调了20%，累计建

设经费1614万元。

2. 举办多场学术会议，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学校举办了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分会理事会暨高端学术论坛、第三届活性反

应中间体化学研讨会、第五届主观化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学术研讨会、首届基础

教育校长论坛•核心素养理念下普通高中课堂教学改革研讨会、生命科学学院‘博

士论坛’系列学术报告、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青年博士论坛’系列学术报告、人机

交互力觉临场感遥操作机器人技术及应用、长三角体育学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等

多场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会，参与其中研究生受益匪浅。

3. 大力资助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持续推进高水平科研

为促进学科及学位授权点建设，鼓励开展高层次理论研究，进一步推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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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与繁荣，2023年，对35部高水平学术专著给予了不同额度的出版经费资

助（见表1.1）
表 1.1 2023 年度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名单

序号 作者 专著名称 出版社名称

1 蔡丰 《喻林》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 蔡丰 文言文教法研究 朗文出版社

3 陈士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 河南人民出版社

4 吕华亮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释 黄山书社

5 赵永明 徽州契约文书词汇研究 黄山书社

6 杜道流 简明西方语言学史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7 高再兰 现代汉语长短词功能差异详解 人民出版社

8 张训 体育犯罪及其分层治理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9 王庆超 延续奇迹：他者视域下新时代中国未来改革战略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朱庆跃
近现代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挑战的回应

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11 徐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重要论述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12 张立驰 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13 杨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14 刘佰合 清代安徽科举研究 中华书局

15 余敏辉 汴水泱泱话漕运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

版社年版

16 余敏辉 淮北文化十三讲 安徽人民出版社

17 惠圣 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管理教学案例集 学苑出版社

18 蔺红春 培智学校课程建设研究 学苑出版社

19 尚云丽 新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 燕燕 神经认知与教师教育 上海三联书店

21 卢迪 地方高水平大学国际化能力评价研究 新华出版社

22 王耀祖 孙复、石介的教育学术活动与宋代儒学复兴 学苑出版社

23 任行伟 金融窖藏视角下的货币供给与中小企业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

版社

24 张李节 资源型城市转型新路的探寻与实践 朗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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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曹文刚 英美汉学中的《儒林外史》研究论稿 吉林大学出版社

26 孟高旺 高校英语教学创新发展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27 孟高旺 中国高等外语教育现代化建设探索 中国商业出版社

28 刘苏周 死后黎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

29 刘苏周 老人与海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30 王晔 音乐创作理论与作曲技术的融合教学研究 吉林摄影出版社

31 周梦雨 音乐创作的方法与要素 现代出版社

32 况雪 高校音乐教学多元化发展与应用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33 陈高朋 体育荣誉观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34 卢安 明清地方文献所载皖籍武人研究 成都时代出版社

35 周婕 乡村景观设计探究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三）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情况

1. 研究生招生

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学位人数占比较高。2023年，我校共录取各类硕

士研究生 918人。其中，学术学位研究生 248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27.02%，专

业学位研究生 670人（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609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 61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72.98%。

加大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生源质量明显提高。2023年，一志愿录取的硕

士研究生较往年最多，调剂生源中部分考生来自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23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网报确认人数 2570人，本科毕业冠名大学的考生

为 932人，生源质量明显提高。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联合培养 20

名硕士研究生，扎实推进我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 研究生培养

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研究生培养质量体系。完成 2023版研究生人

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助推学校研究生教育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提升研究生

教育质量，促进研究生分类培养，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2023 年，先后修订了《淮北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淮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与考核办

法》《淮北师范大学课程考核及管理办法》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教育部令第 41 号）淮北师范大学实施办法》等文件。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

加强研究生培养环节的质量监控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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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生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基本情况。2023 年，共毕业研究生 757 人（含留学生 1 人）、结

业 1 人；授予硕士学位 757 人，其中学术型研究生 195 人，约占 25.76%，专业

型研究生 562 人（含非全日制研究生 53 人），约占 74.24%（见表 1.2）。

表 1.2 2023 年硕士学位授予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位类型 学科专业名称 授予学位人数（人） 合计（人）

1

学术学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 8

195

2 理论经济学 1

3 教育学 22

4 心理学 7

5 体育学 11

6 中国语言文学 24

7 中国史 17

8 数学 13

9 生物学 21

10 化学 25

11 软件工程 13

12 材料科学与工程 9

13 应用化学 1

14 信息与通信工程 10

15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16 美术学 12

17

专业学位

教育 372

562

18 电子信息 0

19 法律 23

20 国际商务 30

21 体育 92

22 应用心理 21

23 新闻与传播 14

24 翻译 10

总计 757

4. 研究生毕业、就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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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位居安徽省属高校前列。2023年，毕业研究生的

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就业率）为 94.41%，位居安徽省属高校前 6名。2023年，

毕业研究生 757人（含留学生 1人）、结业 1人。在毕业研究生中，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为 372人，约占总人数的近一半，彰显了师范特色。其中，管理科

学与工程、数学、信息与通信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学、软件工程、化学、

应用化学、美术学、体育学、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商务、新闻与

传播等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初次落实去向率（就业率）均为 100%。

研究生就业岗位与专业契合度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显著提升。截止 2023

年 8月 31日，共有 32人考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

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的博士研究生；98人进入华南师范

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安徽科技学院等高校就业；301人进入中

初等教育单位就业；38人进入国家机关单位工作；32人进入国有企业工作。

5. 导师队伍规模及结构

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趋于合理。截止 2023年底，学校共有硕士

研究生导师 436人，其中外聘硕士研究生导师 43人。此外，学校聘有专业学位

研究生校外第二导师 234人。在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186人、

副高级职称者 222人，占导师总数的 93.58%；44岁及以下者 191人、45-54 岁

者 181人、55岁及以上者 64人，中青年导师占比达 43.8%。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研究生党建工作

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激发党员队伍活力，促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

2023年，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党支部获批安徽省“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培育

创建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研究生党支部、美术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为校级“研究生

样板党支部”，新发展研究生党员 121人，研究生党员数达 560人。文学院研究

生党支部、体育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支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支部被评为校

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单威威等 8名研究生被评为校级“优秀共产党员”，魏

红艳等 6名研究生被评为校级“研究生样板标兵”。

进一步丰富研究生党团活动，不断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面向 2023级全体

全日制研究生新生围绕“社会实践育人、创新创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等主题

开展系列讲座，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旨在让研究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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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不辜负

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组织遴选研究生参加学校举办的 2023年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学习。组织研究生参加“宪法晨读”、“学宪

法，讲宪法”知识竞赛及演讲比赛等活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开展辅导员系列培训活动，提升辅导员业务能力。学校现有从事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人员 36名，其中研究生辅导员 18名，占总人数的 50.0%（含专职

7人，兼职 11人）。2023年，学校从就业创业、资助、心理育人、岗位能力提

升等多个方面组织开展了辅导员系列培训活动（具体见表 2.1），进一步提升了

辅导员的业务水平。

表2.1 2023年辅导员系列培训活动一览表

时间 培训主题 形式

3 月 7-10 日 2023 年全省高校就业指导教师培训会 线下

3月 21-24 日 2023 年全省高校就业指导教师培训会 线下

6 月 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培训 线下

7月 17-21 日 全国高校辅导员提升政治能力培训班 线上直播

8 月 10 日 迎新系统培训 线上直播

8 月 10 日 新生资助政策解读 线上直播

8月 29-30 日 2023 年辅导员校内集中培训（6个专题） 线下

8月-9 月 辅导员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提升 线上直播

8月 1日 安徽省 2023 年高校辅导员岗前培训班 线下

8月 1日 安徽省 2023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专题培训班 线下

10 月 1 日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科研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 线下

10 月 1 日 辅导员心理危机干预实务技能培训 线下

（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强化社会实践作用，进一步升华理想信念。我校研究生会暑期“三下乡”校

级重点团队开展“红色汇演颂党恩，唱响红色主旋律”相关暑期实践活动，赴安

徽省淮北市杜集区实验小学对乡村儿童进行红色主题教育，培养其爱国主义情

怀。美术学院利用暑假开展“濉溪红色历史展”相关实践活动，通过展览，旨在

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的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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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活动均被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网报道。

以课程思政建设项目为载体，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课程思政的价

值引领目标，强化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与专

业知识紧密结合融入教学；同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在专业课程中融

入思政元素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课程思政形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并建立完善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确保教学效果，激励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建

设，有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23年，在校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工程中，立项建设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3门，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开展课

程思政研究，深入挖掘思政教育资源，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

无声的育人效果。

（四）校园文化建设

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塑造优良学风。2023年，学校成功举办第五届研究生

学术科技文化节。先后举办第七届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第十届“学术

新锐”研究生论坛，约 500余名研究生参加院级初赛和校级决赛，共有 130名研

究生获得校级奖励。举办社会实践育人、创新创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等各类讲

座 12场。举办研究生趣味运动会等文体活动，丰富研究生校园生活。召开学校

第五次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19名研究生会委员会委员、3名研究生会

主席团成员。校研究生会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校园学术文化活动。

持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以 2023版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为契机，将《学术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纳入研究生学位基础课程体系，有力保

障了研究生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工作。组织各学院在入学教育环节开展学

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为研究生作以“做学术道德与学

术规范的守护者和实践者”为主题的学术规范讲座，规范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杜

绝学术不端行为。

（五）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健全日常管理责任体系，明确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主体责任，坚持导师“第一

责任人”制度。严格执行研究生请销假、走读等管理制度，加强研究生学术规范

和学术道德教育。及时了解研究生思想现状，强化价值观引导，促进研究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科学、合理运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对研究生培养计划审

核、课程免修、重修、补考、选课、评教、调课、排课等培养环节实施在线实时

管理，节约研究生和教师办理相关事务的时间成本，提高日常管理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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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学位论文第三方送审平台、安徽省就业管理服务平台分别实现学位论文线上

送审、就业信息管理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为研究生教育工作提供保障

2023 年，制定了《淮北师范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暂行办法》，并修

订了《淮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淮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遴

选与考核办法》《淮北师范大学课程考核及管理办法》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淮北师范大学实施办法》等文件。

（二）加强课程建设和实施，压实培养过程管理和监控

2023年，学校共开设各类研究生课程 839门次，其中双语课程 16门次。进

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课程和教材建设，要求各学位授权点根据

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学位授予要求，坚持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养为重

点，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保证研究生掌握坚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严格

规范研究生课程设置、考核、免修、重修、补修等培养过程管理，认真完成研究

生课程安排、期末考试、成绩录入等常规培养工作，定期开展研究生期中教学检

查、学院督导专家听课、学校督导专家听课等监管工作。

（三）导师遴选与培训

加强导师遴选制度建设。为持续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水平，2023年，学校

修订完成《淮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与考核办法（修订）》，进一步完

善导师遴选与考核制度。

组织开展导师多维培训。2023年，学校组织 2015年以来遴选的硕士生导师

参加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的“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研究生导师专题网络培训。共 263名硕士研究生导师参加培训，全部完成

培训任务，考核均合格。同时，学校结合高校教师寒暑假研修等活动，积极开展

研究生导师的业务培训（见表 3.1）。

表 3.1 2022 年研究生导师培训情况统计表

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地点 培训时间 培训人次

1
2022 年度研究生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宣传推广

各学院及学校会议

室
2023.11.17-12.17 436

2 2023 年暑期高校教师研修
国家智慧教育高等

教育
2023.7.14-8.31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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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平台

3

“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

展，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专题网络培训

中国教育干部网络

学院平台
2023.6.1-8.31 263

4 2023 年寒假高校教师研修
国家智慧教育高等

教育教师发展平台
2023.1.5-2.28 453

（四）师德师风建设

成立专门机构，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学校成立“师德师风与学术道德专门委

员会”，依据国家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师德师风建

设长效机制。要求研究生导师强化理想信念，提高个人业务素质，切实履行立德

树人职责。在研究生导师考核中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发挥榜样力量，弘扬优良师德师风。2023年，学校开展“师德标兵”评选工

作，共评选出“师德标兵”1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 7人。在 2023年度安徽省

新时代育人质量工程项目（研究生教育）评选中，不仅树立了师德典范、激发了

教师自我提升的热情、强化了师德教育、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还提升了学校形

象和社会认可度，为学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学术训练和学术交流

搭建校级学术平台，加强学术交流。2023年度，学校举办了第十届“学术新

锐”研究生论坛，评选出一等奖 15名、二等奖 21名、三等奖 29名；举办学校第

七届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评选出一等奖 15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30名；

编制《淮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刊》，刊发学生论文 20余篇。

支持学院开展学术系列活动，提高学术水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举办第三届

活性反应中间体化学研讨会，数学与统计学院举办“博士、校友论坛”，体育学

院承办 2023年长三角体育学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这些论坛的举办为全国青年

学者与研究生学术交流搭建了高水平平台，有效提升了他们的科研水平。

（六）研究生奖助

严格程序精准施策，提升资助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严把评审流程关，保障

各类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公开、公平、公正。2023年，23人获得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1581人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844人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28人获

得 2023届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研究生、71人获得校优秀毕业研究生、

93人获得校优秀研究生、53人获得校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助研、助管

和助教岗位分别为 706个、18个和 2 个。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求职创业补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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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 405人和 73人。2023年累计发放奖助津贴 2091.88万元，其中国家奖学金

46万元、国家助学金 1063.5万元、学业奖学金 864.9万元、助研津贴 154.8万元、

助管津贴 2.88万元、特困补助 5.44万元。

强化研究生荣誉奖励体系的激励导向作用，发挥资助育人效能。强化资助育

人理念，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入学生资助工作全过程，帮扶受助研究生成

长成才。在受资助研究生群体中，涌现出一批自强不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

研究生，如原建档立卡研究生覃凤兰获得 2023年国家奖学金；霍兴欣同学课余

时间积极投入志愿服务，作为国内技术官员执裁第 19届杭州亚运会，并顺利完

成裁判工作。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1. 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为研究生培养提供强有力支撑。截止 2023年底，学

校获批建设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6个、省级技术研究中心 3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1个、省级智库 2个和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

个（表 4.1）。学校成立新型功能催化材料研究中心、皖北作物害虫绿色防控技

术研究中、淮海区域党史研究中心等 7个校级科研平台。

表 4.1 省级以上科研平台一览表

序号 类型 科研平台名称

1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绿色和精准合成化学及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

省级重点实验室

污染物敏感材料与环境修复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3 资源植物生物学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4 合成化学及应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5

省级重点实验室

清洁能源及绿色循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6 含能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7 绿色材料化学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8

省级技术研究中心

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与利用安徽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 安徽省陶铝新材料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中心

10 和安徽省西瓜甜瓜生物育种研究中心

11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安徽省先进功能复合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12 省级智库 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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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徽高校管理大数据研究中心

14 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

皖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15 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2. 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为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截至 2023 年 12月，学校投入研究生培养费 531.68 万元、研究生导师指导

费 198.25万元、研究生专业实践经费 27万元、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费用 46.77

万元、学生活动经费 29.624 万元、思政管理经费 20 万元、就业指导经费 21.5

万元，合计 711.98 万元，充分保障了研究生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和研究生创新

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

3. 进一步深化科教、产教协同培养，努力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

与国内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2023年，学校进

一步加强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深入合作，双方就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招生

与培养、学位授予、日常管理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进一步推动建立全方位科教

融合战略关系；协商在学科共建、科教协同、学术交流等方面加强紧密合作，共

同提升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质量，实现资源和科技成果双向协同共享，深入推进科

教融合发展。

4. 进一步推进培养模式改革，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继续加强产学研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建设。联合相关科研院所、企业或

产业部门积极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突出职业导向，强调职业能力

培养，加大实践基地建设力度，稳步推进双导师制；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

产学结合为途径，结合行业需要优化培养方案，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综合改

革，加强研究生应用实践能力提升。组织学院开展 2022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

业实践工作，开展专业实践中期检查并召开 2023年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座谈会，

强化专业实践的过程管理。

持续强化学科竞赛，以赛促学。以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为平台，评选出校

级一等奖 15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30名。22名选手进入全国“田家炳杯”

全日制教育硕士教学技能大赛决赛，其中获二等奖 4人、三等奖 5人。数学与统

计学院许天明、张亚宾等同学荣获“中国光谷 华为杯”第十九届中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三等奖，在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实现新突破。体育学院霍

兴欣同学蝉联全国大学生击剑锦标赛女子花剑个人冠军。

狠抓教学案例建设，成效显著。积极组织授课教师参与案例编写工作，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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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骨干以及研究生等共同参与，进一步推动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开发

与案例教学实践工作，2023年，学校组织遴选了 10篇优秀案例参加第五届全国

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征集，经过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的专家评审，

我校 4篇案例成功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见表 4.2），累计入

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教育硕士教学案例 14篇。开展实践评优，

以评促建，成效显著。39名研究生获得“优秀实践研究生”荣誉称号，21名校

内外教师获得“优秀实践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表 4.2 我校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教育专业学位案例库名单

专业领域 案例名称 案例作者

教育管理 新班主任与家长们的“对决”
惠圣、尹博文、徐靖颖、罗

丹迪、李新

教育管理 “望女成凤”引发的家校冲突 刘兆宇、彭钰茹

学前教育
挡不住的“离巢”危机——L 园长的文化

领导困境
方明宝、程志宏、来艳

学科教学（语

文）

探寻从课标走向课堂的路径——基于新

课程标准《带上她的眼睛》备课始末
任强、徐海华

（二）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结构合理，有力保障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目前，学校拥有专任教

师 1480人，其中有博士 680余人（含在读博士）、硕士 700余人，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 630余人。全国优秀教师、“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4人，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者 3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19人，省模范教师 1人，

省先进工作者 1人，省劳动模范 1人，省三八红旗手 2人，省教学名师 43人，

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57人，省级教坛新秀 48人，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获得

者 13人，省优秀教师、师德标兵、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18人。

（三）科学研究

狠抓教师科研，强力支撑研究生教育发展。2023年，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取

得较大进步（见表 4.3），共获批高级别纵向科研项目 33项，纵向科研项目到账

经费总计 1010.89万元，横向课题 134项，横向科研项目到账经费总计 3651.845

万元。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222 篇。出版专著和编著 35 部。取得知识产权 87

项。获批省级科研平台 2个，市级科研平台 4个，荣获省级科研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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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23 年度高级别科研项目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1 张坤颖
认知神经科学视域下幼儿道德情绪形成机理及教育

路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教育学专

项

2 张立友 新时期乡土小说域外经典化中的中国形象生产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3 王宗峰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4 郭学勤
官方案牍与民间文书中的明清徽州社会问题及其治

理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5 赵敏 明清徽州女性阅读史料整理与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6 陈高朋 国家体育荣誉体系的建构路径与运行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7 李云 三线建设时期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8 燕燕 脉式时间性自然主义肉身哲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9 张晓利 宋代文章总集与文章学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10 张跃
制度组态视角下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效率提升的多

元路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11 张琪 智能时代的学习投入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

12 李庆彬 《古文尚书撰异》整理与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

13 张力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红利重构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子课

题

14 刘蒙蒙 几类复杂流体的若干数学问题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青年项目

15 林桃燕 钯催化不对称 Suzuki-Miyaura 偶联反应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青年项目

16 王银玲 含酚木质素基单体的可控自由基聚合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青年项目

17 刘根
单细胞趋电性迁移及相关膜蛋白的电化学发光可视

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青年项目

18 张标
中介体 CDK8 激酶模块调控马克斯克鲁维酵母动态响

应热胁迫的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面上项目

19 王文平
巢湖蓝藻水华暴发过程中原生动物群落构建及两种

优势种控藻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青年项目

20 曾昕
TetR、LysR 转录因子介导霉菌-链霉菌通信驱动ε-

聚赖氨酸高效合成的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面上项目

21 许磊
基于聚异腈的双螺旋聚合物的合成及其手性分离功

能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青年项目

22 张素娟
无机光-热复合材料与醇氧化-CO2 甲烷化体系的双协

同效应和催化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面上项目

23 段永波
转录因子 PtPIF4 响应高温调控半夏耐热性的机理解

析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
面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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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24 杨晗
ETFα蛋白与外源氮营养协同调控水稻减数分裂起始

的分子机制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

金委项目
青年项目

25 张海军
NPTX2 基因抑制乳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分子

机制研究

省自然科学基

金委项目
面上项目

26 张克枫 光镍协同催化亲电试剂参与的 C-N 键构建新方法
省自然科学基

金委项目
青年项目

27 刘树龙
装甲用抗冲击陶铝功能梯度复合材料关键技术研发

安徽省教育厅
高校协同

创新项目

28 张永兴
重大工程建设用环保型阻燃耐火聚烯烃基线缆材料

的研发与产业化
安徽省教育厅

高校协同

创新项目

29 李晓明 主要粮食作物灾害遥感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与应用 安徽省教育厅
高校协同

创新项目

30 徐大勇
生物酶工程新技术绿色高效制备胆红素药物的研发

与产业化
安徽省教育厅

高校协同

创新项目

31 石莉 面向 AI 科普教育的具身智能复合机器人研发 安徽省教育厅
高校协同

创新项目

32 吴一
蓝激光增材再制造修复铝合金及其复合材料关键技

术研究
安徽省教育厅 高校协同

创新项目

33 赵敏 鲁之裕《式馨堂诗文集》点校 安徽省教育厅
古籍研究

项目

注重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2023年共遴选研究生创

新基金项目 52项（见表 4.4），其中人文社科类 33项、理工科类 19项，并按照

理工科类 3000元/项、人文社科类 2000元/项进行资助，共资助经费 12.3万元。

表 4.4 2023 年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立项名单

序

号

项目

类型
姓名 资助项目名称

1 人文社科 林娣 习近平青年发展观的演进历程及当代价值研究

2 人文社科 徐新荣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利益思想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启示研究

3 人文社科 蒋少洁 抗战时期中共自我革命的实践历程与当代价值——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例

4 人文社科 刘倩 "双减"背景下青少年学业自我概念对课堂投入的影响

5 人文社科 朱莉娜
高职生职业自我概念清晰性对主动职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 SCCT

理论的追踪研究

6 人文社科 郑园 运动视觉大细胞功能训练对改善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个案研究

7 人文社科 吴紫佩 淮北市自闭症儿童家庭教育需求现状调查及专业支持策略研究

8 人文社科 田名 学科融合下的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与对策探究—以 P 市为例

9 人文社科 卢彦霓
师范类高校教师创造性教学行为同感评估体系的构建——以淮北师范大学

为例

10 人文社科 方晓洪 隐性自恋与大学生网络欺负的关系：敌意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与自我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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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姓名 资助项目名称

调节作用

11 人文社科 陈姜州
新冠肺炎疫情下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困境与弥合路径——以淮北市朝阳医院

附近居民区为例

12 人文社科 王雪梅 流行语的新构式特点的案例分析

13 人文社科 梁迪 基于《说文解字》的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研究

14 人文社科 童琪 注音用字音韵地位自动标注系统设计与实现

15 人文社科 徐慧 《三朝北盟会编》公文词语研究

16 人文社科 王强祥 消费者反馈机制下“互联网+社区养老”的多元协同监管研究

17 人文社科 胡子坤 低碳发展视域下安徽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时空演变与提升路径研究

18 人文社科 赵绪涵 安徽省洪涝灾害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及风险分散机制研究

19 人文社科 王昕昕 柳亚子书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20 人文社科 陈睿豪 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热”现象研究

21 人文社科 李晨灏 明清墓志铭中女性形象的书写研究——以重庆出土明清墓志为考察中心

22 人文社科 吕珺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泾县茂林地区传统村落调查与研究

23 人文社科 陈明 素质教育背景下中学音乐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24 人文社科 李颖 新型用工关系下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问题研究

25 人文社科 王晓珂 妨害安全驾驶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26 人文社科 姜颖 论石黑一雄《无可慰藉》中的情感共同体书写

27 人文社科 刘荣昌 动态书面纠正性反馈在中职学生英语写作中的应用研究

28 人文社科 柯笑笑 产出导向法在高中英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29 人文社科 刘云阳 基于 SWOT-AHP 模型的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策略研究

30 人文社科 杨欠欠 大学生体育选修课上自主支持与课程满意度的关系：链式中介模型

31 人文社科 泥凯旋 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田径四级联赛竞赛体系构建研究

32 人文社科 汪翰林 核心素养背景下中小学体育教师能力识别与提升策略研究

33 人文社科 李紫秋 “新课表”背景下体育教师教学能力表现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34 理工科 刘妍妍 RNA 甲基化修饰调控酵母耐热性的机制研究

35 理工科 金齐德 鳙鱼信息素诱导下巢湖三种溞属种类表型可塑性的变化

36 理工科 刘丹 半夏 WRKY 基因家族的全基因组鉴定及表达模式分析

37 理工科 刘畅
三氮唑类药物 yu10126 对三阴性乳腺癌 SUM159 细胞迁移、侵袭、增殖能力

的研究

38 理工科 陈冻冻 梯形 g-C3N4/In2S3 异质结的制备及其光催化 CO2 还原活性

39 理工科 周同 锡酸盐薄膜的制备和能带调控

40 理工科 李凯芯 超快光纤激光器中类噪声矢量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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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姓名 资助项目名称

41 理工科 马跃 “伴你同行”—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导盲杖设计

42 理工科 吴佩琨 变废为宝-生物质碳管及其复合材料的电磁波吸收性能研究

43 理工科 侯星 基于时序建模的动态多目标优化算法研究及在生物材料制备上的应用

44 理工科 王妍延 基于图像法水质检测特征颜色提取关键技术研究

45 理工科 张婧婧 向量布尔函数的相关函数性质分析

46 理工科 周吉 循环矩阵特征值和多项式临界点问题的研究

47 理工科 甘滨滨 具有离散和分布时滞的神经网络系统的稳定性研究

48 理工科 孙宇鹏
原位氧化还原法制备富氧缺陷 Cu-Cu2O/CeO2 复合材料以提高光催化 CO2

转化率

49 理工科 李思宇 基于嘧啶酮骨架的新型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及抗炎活性研究

50 理工科 浦婷婷 三氟化硼促进亚砜化菲类化合物的合成

51 理工科 张慧 碳基量子点的制备及其对药物小分子的 ECL 检测研究

52 理工科 王子琦 生物功能化电化学发光探针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充分发挥助研岗位的育人效能，助力研究生成长成才。为进一步创新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充分调动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强化科研实践训练，提

高科研能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设立“助研”岗位，并逐年加大资助力度。

2023年学校设立“助研”岗位 706个，资助经费 154.8万元。

研究生科研水平进一步提高，硕果累累。2023 年，研究生的多项科研成果

在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Green Chemistry、Frontier in Plant

Science、Organic Letters等高水平期刊发表。其中，2022级硕士研究生李梦蝶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发

表高水平研究成果。

表 4.5 2023 年研究生部分发表论文统计表

序号 期刊名称 专业 作者

1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有机化学 李梦蝶

2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动物学 李建俏

3 Green Chemistry 有机化学 钟强

4 Organic Letters 有机化学 李安妮

5 Carbon 信息与通信工程 吴佩琨

6 Analytical Methods 软件工程 施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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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ontier in Plant Science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徐娟娟

8 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赵雅玉

9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强祥

10 Multimedia Systems 软件工程 覃凤兰

11 Current Psychology 应用心理学 刘倩

12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应用心理 方晓洪

13 Nanomaterials 电子信息 钱健

14 Nanoscale 材料学 汪静

15 Peer J Computer Science 软件工程 汤祁

16 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动物学 刘强

17 Frontier in Plant Science 遗传学 朱秀秀

18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 微生物学 张晨

19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物理化学 任伟

20 Green Chemistry 有机化学 李晴

21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材料物理与化学 张海波

22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材料加工工程 段海军

23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材料物理与化学 马明珠

24 Spectroscopy 信息与通信工程 刘想

25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管理科学与工程 胡子坤

26 建筑结构 美术学 兀郁文

27 物理教师 学科教学（物理） 陈思羽

28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体育教育训练学 曹文晓

29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 中国史 顾铭秀

30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学科教学（语文） 李晨曦

（四）传承优秀文化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提升优秀文化涵养育人效果。2023年 4月，校研究生

会赴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和淮北市博物馆开展主题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重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峥嵘岁月，追忆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引导新时代研究生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党史观，增强文化自信。美术学院组织研究生赴徐州博物

馆参观、考查、学习，感受了汉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激发了研究生自觉

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推进文化创造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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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交流合作

开展研究生国际教育交流合作。2023年，学校积极开拓渠道，继续加强研

究生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并取得良好成效，推动了学

校对外交流合作的新局面。我校与泰国碧武里大学、日本高知县县立大学 2所高

校就教育合作办学签署了框架协议，并与波兰居里夫人大学、博特拉大学、北碧

皇家大学等合作高校开展了实质性合作。引进波兰居里夫人大学线上课程一门，

13名研究生参加了该课程学习，为拓展研究生全球视野，加强研究生国际教育

交流合作进行了有益探索。

探索留学生人才培养新模式。积极联系，开拓招生宣传渠道，新招收 6名外

国留学生来我校攻读硕士学位。新开设《商务汉语》、《娱乐汉语》等课程，丰

富了课程体系；组织留学生参加第十一届“徽山、徽水、徽文化”安徽省外国留

学生文化修学活动、“感知淮北”、 “庐州之光、相约古睢”暨茶+人文美学文

化雅集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其更好地感知中国国情与中国发展，厚植知华

友华情怀。

谋划国际化办学行动计划。学校召开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制定并实施“一院一校”国际化办学行动计划，丰富了对外交流合作的渠道，对

进一步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起到了积极推

动作用。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持续推进学位授权点周期性

合格评估工作，顺利完成 2022 年度《淮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报告》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撰写和上报工作。制订 2023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

合格评估手册，顺利完成了生物学、软件工程和中国史等 3个学位授权点评估的

专家评审工作。

2023 年硕士学位授权点专项核验工作。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学校认真组织

开展了硕士学位授权点专项核验工作，顺利完成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心理学、体育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等 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国际商务、

应用心理、体育、新闻与传播、电子信息等 5个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

基本状态信息表及其他核验材料的准备、评审和上报工作。经教育部相关学科评

议组和教指委的专家评审，我校 9硕士学位授权点结果为“继续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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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学校下发了《关于做好我校 2023 年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2023 年，无增列或撤销的

学位授权点。

具体存在的问题及分析。在学位授权点周期性评估、专项核验和动态调整工

作以及专家的评审意见中发现学位授权点建设中存在以下问题：

1.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特别是高水平

骨干教师的引育，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促进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

2. 科研水平方面，整体科研水平还不高，导师高级别社科研究课题偏少，

需进一步加强高质量学术研究项目的开展和教师论文发表层次的提高。

3. 国际交流合作方面，需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鼓励教师海外研修、

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等学术交流活动。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学位论文抽检结果略有改观。2023年，我校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依然全部采

用第三方平台送审，初评累计送审 1510篇次，合格率 98.48%，与上一年度增加

1.75个百分点，学位论文质量有所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有待进一

步提高。不合格论文中多是由于研究生知识结构不合理或对学位论文写作不严谨

或导师指导有限，导致部分研究生在选题缺乏创新性生，实验设计或问卷出现不

合理，最终导致学位论文质量不高。

六、改进措施

2023年，我校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以“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为工作指导，以“立德树人、服务

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工作主线，全面深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打

造卓越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但是仍存在部分学位授权点建设水平不高、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不优等问题。2024年将聚焦学校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推进我校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一）坚持质量导向，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

实施研究生招生质量提升计划，加大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调动学院和导师

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的积极性，逐步提升生源质量。稳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

模，完善指标分配方案，优化招生指标结构。

（二）强化学位点建设和管理，做好各项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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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好学位点发展布局设计。包括启动学校学位点动态调整工作，撤销或

转设不符合学校发展规划的学位授权点，增列符合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学位授权点，提前布局新增学位点申报组织工作。

2. 扎实推进硕士学位授权点专项合格评估工作。包括提前谋划和组织，制

定评估工作方案，按照评估工作要求和时间节点协调翻译硕士学位点开展各项工

作，确保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授权点专项核验工作的顺利进行。

3. 推进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按照学校发布的迎评方案，分阶

段的推进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督促相关学院完成各项评估材料，并做好抽评的

相关准备，以巡查评估保证学位点建设质量。

（三）完善制度体系，提升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水平

通过“废改立”工作，制定、修订学位点管理和研究生教育相关制度。为适

应新的发展需求、避免制度滞后性，针对《淮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

办法（修订）》《淮北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研究生

评定办法（修订）》等 10个文件开展修订完善工作；为加强学位点建设、明确

职责权限，制定《淮北师范大学学位点建设管理办法》等新文件，争取把制度优

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强化实践基地和案例库建设，推进专业学位教育发展

以质量工程项目建设为引领，多措并举加强实践基地与案例库建设。在 2024

年校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项目建设中，将增加实践基地和案例库项目的

数量，加大对实践基地和案例库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在省级新时代育人质量工

程项目申报（研究生教育）中，积极引导各学院及相关教师申报该类项目，聘请

校内外专家为申报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努力做好各项申报服务工作。谋划第六届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申报与推荐工作，推动我校教学案例库建设新突破。

（五）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监督，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持续优化学位论文质量监督体系。加强思想引导，利用新生入学教育、讲座

等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教育，端正写作动机；强化过程管理，督促导师对研

究生写作进行过程指导，及时发现并改进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聚焦关键环

节，不定期检查培养计划制订、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学术不端检测、评审、

（预）答辩和抽检等关键环节的完成情况，强化落实学业预警机制，利用学位论

文第三方平台双盲审送审制度，确保学位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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