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电机学院 

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2023 年）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革，切实提升研究生培养实效，根据《上海电机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项目管

理办法》（沪电机院研〔2023〕4号）相关规定，学校开展 2023年“一流研究生

教育引领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申报指南如下： 

一、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1.建设要求：对标上海市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申报要求（参考附件 2），

项目建设应以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为核心，突出科研育人。 

2.绩效指标与验收要求：（1）绩效指标制定应对标市级项目建设标准，建设

完成后具备申报市级评奖评优项目潜力。 

（2）培育建设完成符合本课程特点的典型模式案例 1个，完整教学资料（包

括课程大纲、授课计划、教学方案、授课 PPT，试题库，教材与参考材料目录，

教学视频样本）一套，我校线上教学平台课程 1门，结题报告一份。 

3.经费支出：建设经费可用于支出业务调研和学术交流差旅费、专家咨询费、

课程视频制作费、教材出版费、实践类课程少量材料费、市内交通费。 

4.申报范围：申报人应为具有 3年及以上本科教学经验、副高及以上职称的

研究生任课教师，课程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学分管理，由申报人主讲 2

轮次以上。研究生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任课教师均可申报。 

5.建设周期：2年 

二、案例教学（案例库）课程建设： 

1.建设目标：对标省市级优秀教学案例标准建设，推动学校研究生案例教学

（案例库）课程建设，培育具有可持续性、典型性和示范性的特色优秀教学案例。 

2.绩效目标与建设要求：完整教学材料 1份，包括课程教学大纲，课程课件，

教学视频（180 分钟）以及不少于 10 个的完整教学案例（教学案例建设应注意

保护企业及个人隐私，编制教学案例时需隐去相关人员及企业真实信息；教学案

例应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原创性案例占比不得低于 60%）。 



3.经费支出：建设经费可用于支出业务调研和学术交流差旅费、专家咨询费、

课程视频制作费、教材出版费、实践类课程少量材料费、市内交通费。 

4.申报范围：主要申报人应为教学经验丰富的，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任课

教师，鼓励以教学团队形式申报，鼓励企业导师作为项目成员申报；申报课程应

为列入我校研究生培养方案，适宜采用案例教学的研究生专业课程（至少 1门），

所建设案例应具备在相同专业下课程使用的典型性，具有持续扩充的潜力。 

5.建设周期：2年 

三、校级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1.建设目标：项目建设目标为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围绕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的重点难点，探索研究生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和新举措，形成具有示范

引领和激励作用的重大突破和改革经验，培育上海市和校级优秀教学成果。 

2.课题内容：围绕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质量、研究生创新能力、

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项目。 

3.绩效目标与验收要求：（1）对标上海市市级课题建设标准，具备申报立项

上海市研究生教育相关课题潜力； 

（2）验收时提供所发表的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高水平期刊论文 1 篇，结题

报告 1份。  

4.经费支出：建设经费可用于校外专家咨询费、所需材料费、市内交通费、

差旅费、论文版面费、资料印刷费等。 

5.申报范围：研究生导师、研究生任课教师、研究生教学与培养管理人员及

研究生思政教育管理人员）均可申报。 

6.建设周期：2年 

四、研究生培养产教融合特色项目 

1.建设形式：（1）企业专家进课堂：以研究生产教融合型课程为载体进行，

任课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安排，根据授课课程内容与技术需求邀请企业专家授课。 

（2）行业前沿技术系列讲座：结合行业发展最新动态，邀请企业专家进校

开展前沿技术系列讲座。 

（3）校级研究生产教融合示范实践基地认定：认定一批以培养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为目标，以校企协同育人项目为载体的校级研究生产教融合示范实践基地，



发挥示范效应，着力打造具有产教融合特色的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2.绩效目标与验收要求：（1）企业专家进课堂：由研究生任课教师与企业专

家共同授课，企业专家授课课时不得少于 8课时，结题时需由任课教师与行业专

家共同完成符合本课程特点的典型模式案例 1个，完整教学资料（包括课程大纲、

授课计划、教学方案、授课 PPT）一套，提交结题报告一份。 

（2）行业前沿技术系列讲座：建设期内至少举办 4 次讲座，单次时长不得

少于 2 学时，参加研究生人数不得少于 20 人，讲座内容贴合应我校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申报时需提交详细的举办计划，包括主讲人、预计举办时间

及讲座主题等；验收时提交讲座介绍（讲座信息在学校官网的发布情况）、参会

人员签到记录、讲座举办新闻稿等佐证材料及结题报告一份。 

（3）校级研究生产教融合示范实践基地认定：①申请认定为校级研究生产

教融合示范实践基地的项目应具有一定的建设基础，合作企业应具备连续 2年参

与我校各二级学院（部、中心）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基础。鼓励学院以联合多

家企业共建方式申报。该项目不提供建设经费，经学校认定的校级研究生产教融

合示范实践基地赋二级单位年度考核硕士学位点建设指标中特色加分 15分。 

②申报时应提供成熟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建设方案 1份，研究生进入平台实

践效果及校企导师合作成果要有数据支撑（提供符合建设要求数量的研究生实习

佐证材料）；与企业签订实践基地共建协议，形成产教融合育人团队，提供学院

与企业参与建设人员名单；编制的产教融合实践育人手册 1份，并根据《上海电

机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制定产教融合实践

基地管理细则 1套；完整的产教融合育人平台典型案例 1个。 

3.申报范围：（1）“企业专家进课堂”项目申报人应为具有 3年及以上本科

教学经验、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研究生任课教师，课程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实施

学分管理，由申报人主讲 2 轮次以上；“行业前沿技术系列讲座”申报以二级学

院为单位，申报人员一般应是二级学院研究生管理相关人员。 

（2）参与研究生产教融合项目授课或开展讲座的企业专家一般应同时具备

以下条件：①在企业从事相关学科或交叉学科，主持企业及以上科研项目的技术

人员或管理人员（部门经理、技术总监及以上职务等）。 

②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能够将专业教育同思想教育有机统一，谨遵学术



规范，恪守学术道德，为人师表，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③在从事的行业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热爱

教育事业。 

（3）拟设立的实践基地的企事业单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在区域内具有行

业代表性；与相关二级学院长期稳定合作培养研究生，近两年内每年接纳研究生

专业实践不少于 20人；为往届研究生提供学位论文选题或专利申报来源 20项以

上；聘用企业导师 5人以上。 

4.经费支出：建设经费可用于校外专家劳务费、所需材料费、市内交通费、

差旅费、资料制作费等。 

5.建设周期：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