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文件 
 

南医大研〔2022〕2号 
 

 

关于印发《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
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直属单位、附属医院： 

为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

设，完善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全面提升我校导师队伍整体素质，特制定本

方案。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方案（试行）》 

 

 

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2022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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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方案 
（试行） 

 

一、培训目标 

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

导师）队伍的建设，完善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努力打造一支“政

治优良、师德高尚、学养深厚、术业精进、治学严谨、指导有方、

潜心育人”的新时代高素质导师队伍。 

通过规范导师培训，全面提升我校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充

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切实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 

二、培训原则 

1. 针对性原则：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解决导师在教

育教学中的困惑与问题。 

2. 时效性原则：紧密结合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问题和实际需

求。 

3. 系统性原则：以学校整体发展为本，保证培训对象的全

面性和培训内容的多样性，使导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得以提升。 

4. 自主性原则：在导师个人自主学习和学校组织集中培训

的基础上，各二级培养单位自行定期分类组织导师培训活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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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研究生院汇报培训情况。 

5. 开放性原则：在校内导师间互帮互助的基础上，鼓励校

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三、培训对象 

1. 拟聘任导师的人员 

2. 在岗导师 

四、培训内容 

1. 师德师风：导师政治素质、社会责任感，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2. 规章制度：国家、江苏省和学校有关研究生招生、培养、

管理、学位授予等工作以及导师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 

3.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规范解析，学术

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及相关典型案例介绍。 

4. 研究生指导方法：新型教学方法、信息技术、团队合作

精神、研究生带教经验、研究生优质教学资源（课程、教材、案

例）建设方法等。 

5. 心理健康：导师自我压力管理、研究生日常人文关怀、

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与疏导等。 

6. 就业指导：毕业生职业倾向、最新就业形势、各类岗位

能力要求与发展前景等。 

7. 实验室安全：实验室设施和环境、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

防护、通风柜的安全使用、实验室的安全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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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训方式 

1. 自主学习 

导师自学相关文件资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每年更新发

布的《导师手册》，研究生教育相关书目或期刊，如《德育新论》、

《中国古代教育论著选》、《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研究》等。 

自主学习由导师个人不定期自行开展。 

2. 集中培训 

通过线上“导师云课堂”或线下培训会，对师德师风、研究

生教育规章制度、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研究生指导方法、研究

生心理健康、实验室安全等内容进行系统培训。 

集中培训由学校组织开展，每学年至少 1次。 

3. 分类培训 

（1）专题讲座：结合研究生教育教学的热点问题和实际需求，

邀请专家学者，重点针对科学研究指导、专业实践指导、导师立

德树人、师生关系处理、研究生心理疏导、研究生安全教育、毕

业生就业指导等开设专题讲座。 

（2）交流研讨会：按照导师类型或导师从事学科专业分组开展

交流讨论。相同类型的导师“老”带“新”传授经验，交流各类

研究生的教学体会，研讨各类研究生带教方法和技巧，研究生代

表可受邀从学生角度提出对导师指导的想法和观点。相同或相近

学科专业领域内的导师开展学科前沿进展讨论和学术交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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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思维。 

分类培训由各二级培养单位组织开展，每学年应选择以上两

种形式中的一种至少举办 1次。 

4. 校际学习交流 

推荐各二级培养单位在岗导师代表组团参加省级及以上或

国内双一流高校导师研修班，交流学习、启发思考，研修结束后

在二级培养单位分类培训时交流学习成果。 

校际学习交流由学校组织开展，每学年 1次。 

六、培训考核 

导师培训考核采用积分制。每三学年为一轮次，一轮培训结

束时，各二级培养单位统计本单位导师积分情况，导师培训积分

汇总表见附件 1。每位导师每一轮次至少获得 3 个培训积分，同

种培训方式最多只计 1次。导师培训情况将与导师资格聘任及招

生资格审核挂钩，并纳入导师聘期考核指标体系。 

1. 自主学习：认真学习相关材料，一轮培训结束后向二级

培养单位提交自主学习反馈表，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自

主学习反馈表见附件 2。完成可计 1个培训积分。 

2. 集中培训：认真进行线上课程学习或线下培训。所有拟

聘任导师的人员均须参加集中培训。学习完毕且考试合格可计 2

个培训积分。 

3. 分类培训：认真参加专题讲座和交流研讨会。完成可计

1个培训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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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际学习交流：学习结束形成心得体会并在二级培养单

位进行交流分享。完成可计 3个培训积分。 

七、保障措施 

1. 落实经费支持 

学校层面按照每位导师每学年不低于 100元的标准设立导师

培训专项经费，用于集中培训和校际学习交流。学院层面根据实

际情况设置导师培训专项经费，为导师参加相关培训提供保障。 

2. 完善导师奖励制度 

学校每两年评选 1次“十佳研究生导师”“优秀研究生导师”

和“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对获奖者进行奖励，弘扬典型的示范

引领作用。 

获评以上荣誉称号的导师和导师团队成员、省级优秀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作为主讲人在学校或二级培养单位举办的

培训中做 1次经验分享，即可免除本轮导师培训。 

校级及以上研究生优质教育资源建设项目负责人、研究生教

育研究课题主持人作为主讲人在学校或二级培养单位举办的培训

中做 1次经验分享，可计 2个培训积分。 

3. 完善管理监督制度 

各二级培养单位需认真制定培训方案，至少提前一周向研究

生院报备培训活动的时间、地点、形式和主题，研究生院安排督

导随机抽查。若督导评价为不合格，则取消该单位下一届“十佳

研究生导师”、“优秀研究生导师”和“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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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资格。督导评价表见附件 3。 

每一轮考核结束后，各二级培养单位向研究生院上交本轮导

师培训活动的总结报告，包括文字、照片、影像材料、导师培训

积分汇总表等。 

八、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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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1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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