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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校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赵文武，王雪松，李俭川，甘可行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研究生院培养处，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围绕学校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对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 

总结，分别阐述了原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新课程体系的构建思路及呈现的特点，同时对下一步的建设思路提 

出了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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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研究生课程教学是整个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基础性环节， 

对打牢研究生的学科理论基础，强化学科专业知识，培养 

理论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至关重要。可以说 ， 

课程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我校 

于 2006年组织开展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调研工作 ，对学校研 

究生课程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梳理，并与国内外知名 

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对比研究与分析，形成 

了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对比研究报告》，为 

科学构建学校研究生课程体系打下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008年，在研究生培养质量调研的基础上学校组织开展新 
一 轮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培养方案制订过程中， 

我们结合前期课程体系对比研究成果，对研究生课程体系 

进行了重新构建，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能 

较好支撑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背景下拔尖创新军 

事人才的培养需求。本文主要对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制 

订工作中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 ， 

并对下一步的建设思路提出一些思考。 

二、研究生2002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存在 

的问题 

学校研究生20O2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建 

设已相对比较完善，基本满足研究生基础理论学习和学位 

论文研究需要，教学内容能被大多数学生及导师接受，具 

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根据前期调研情况：65％的研究生 

和69％的导师认为本学科的课程体系设置 “基本合理”。 

65％的研究生和56％的导师认为 “本学科的核心课程基本 

上能支撑本学科的主干知识架构”。7l％的研究生和78％的 

导师认为，本学科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大纲总体 

上 “基本科学、较合理”。73％的研究生和75％的研究生导 

师认为硕士生的课程学分 (28学分)要求合适；74％的博 

士生和72％的博士生导师认为博士生的课程学分 (14学 

分)要求合适。 

但是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相应学科课程体系相比对，特 

别是与学校创建我军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信息化条件 

下一体化联合作战对高层次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需求相 

比对 ，研究生 2O02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及其内容建设还存在 
一 些差距，具体表现在课程体系的科学 内涵和理论脉络不 

够清晰，对学科知识的宽广度、纵深度体现不够，前沿性、 

前瞻性不突出；学科前沿课程、科技方法课程、综合交叉 

课程以及高水平研讨和专题讲座的开设普遍偏弱；不同层 

次研究生课程体系的特点体现不够 ，对学科前沿、装备技 

术发展的动态反映不够；课程数量偏多，存在一些开设效 

益不大、内容重复、水平不高的课程 ，有必要进行全面的 

梳理、精简和调整。 

三、新一轮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构建思路 

根据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对人才培养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需求分析，结合前期课程体系对比研究成果， 

我们依据学校党委签发的 《制订新一轮培养方案的指导性 

意见》，确定了新一轮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构建思路： 

1、按照学科知识体系优化设计研究生课程体系，课程 

体系和内容设计要充分体现学科内涵、学科基础和学科前 

沿。有针对性地开设更多高水平课程，坚决取消低水平课 

程和冗余性课程。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加强内容建设，充 

分考虑 “复杂电磁环境”等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大 

需求 ，及时用科学技术进步、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发展的 

最新成果充实更新教学内容。 

2、按照课程级号明确课程类型和内涵。其中，500级 

课程为学科基本理论和技术基础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 

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层次的理论或技术基础课程以及本学科 

公共的研究生层次的实验技术课程等；600级课程为学科专 

业课程，包括本学科的研究生层次的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以 

及本学科研究生层次难度较大、较专门深人或涉及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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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或为特定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设置的专门文献阅 

读、讲座或实验技术课程等；700级课程为学科前沿的新理 

论和新方法课程，包括本学科前沿高新技术的理论基础或 

专业课程等；800级课程为高级讲座与研讨课程，包括反映 

本学科前沿和最新发展的系列讲座类课程等。 

3、依托一级学科设置课程系列。根据学科内涵，进一 

步凝练学科核心知识，设置一批高水平的学科核心课程； 

瞄准学科发展前沿及军事应用需求，一般按照0．5或 1学 

分的方式设置800级课程，以提高课程的灵活性和时效性。 

4、提高实践性教学比例，强化实验教学环节。每个工 

学一级学科按照学科核心知识，开设若干门高水平的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课程，由不少于 l8学时的实验单元或综合实 

践项 目 (Project)组成，努力提高研究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学参照工学，根据需要开设实验 

课程或课程实验。军事学、人文社会学科 的专业课教学， 

要进一步强化部队实践或社会实践环节。 

四、新一轮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呈现的特点 

1、课程体系明显优化。新一轮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涵盖 

政治、数学、外语、军事、军体、科技基础、人文社会科 

学等 7个公共基础课系列课程和按一级学科设置的 41个学 

科专业系列课程。公共基础系列课程以围绕培养学员坚定 

的政治思想基础、扎实的数学理论根基、较强的外语运用 

能力、过硬的军事专业素质、雄厚的科技和人文素养进行 

设置，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学科专业课程以一级 

学科为基础，以学科核心课程设置为重点 ，统筹硕士、博 

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按照交叉初级基础理论课程、学科基 

本理论和技术基础课程、学科技术专业课程、学科前沿新 

理论与新方法课程、高级讲座与研讨课程等进行分级，打 

破博士、硕士研究生的选课限制；注重课程设置和课程内 

容的军事背景和军事应用；初步形成了具有军事特色和国 

际水准的研究生课程体系，较好地适应了 “宽口径”、“厚 

基础”的人才培养需求。 

2、课程数量、学时总数大幅精简。新一轮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中共设置研究生课程766 f-I，比原有课程体系设置 

的998门课程总数减少近 25．5％；其中公共课 46门，较原 

来减少了 30．3％；专业课 699 f-j，较原来减少 了25％。计 

划设置研究生课程总学时为 26554学时，较原来 的总学时 

39576学时减少近 33％。通过课程数量的精简和课程学时的 

压缩 ，切实提高了课程学分 “含金量”，有效地消除了低水 

平课程和冗余性课程，使课程体系更加精炼。 

3、实践性教学比例大幅提高。围绕学员创新实践能力 

的培养，依托学校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为代表 的系列教学 

科研试验条件，结合学校 “研究生学科综合实验中心”建 

设工作，理工学一级学科按照学科核心知识要求，开设相 

关高水平的综合性实验课程，军事学、人文社会学科则强 

化了部队实践或社会实践环节。在新一轮培养方案课程体 

系中，共设置综合性实验课程 47门，同时大多数专业课程 

均设置了课程实验、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大作业，实践性教 

学环节的课时比例明显提高，由原来的9％提高到接近于 

2o％，其中综合性实践项目约占15％，很好地实现了实践 

教学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 

4、课程的前沿性和开放性明显突出。各学科均瞄准学 

科发展前沿及军事应用需求，设置了一批高级讲座与研讨 

课程，按照0．5～1学分的方式进行设置，提高了课程的灵 

活性和时效性。这类课程的教学内容贴近学科发展前沿， 

采取研究型教学方式，可聘请国内外高水平教授开设，体 

现课程体系的前沿性和开放性。在新一轮培养方案中，各 

学科共设置高级讲座与研讨课程83门。 

5、个性化培养理念得到充分体现。新一轮培养方案降 

低了学员课程学习最低学分要求，优化了必修课程的学分 

结构，减少了修学专业课程的限制条件，给学科和导师更 

多的自主权，突出了导师的主导地位，导师可在培养方案 

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更多地依据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理 

念，制定符合学员个人特点的培养计划；同时，更加强调 

研究生自主修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基础或人文社会科 

学基础课程；并认可研究生修学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 

机构的课程学分、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学分。 

五、结束语 

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构建工作自2OO6年 

启动课程体系对比研究开始，至 20O9年 2月培养方案颁布 

实施截止，历时近三年时间，期问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研讨论证工作 ，最终形成相对科学、完善的研究生课程体 

系，对培养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高层次人才在知 

识、能力和素质需求上能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 

下一步的工作应该重点放在课程内容建设和课程开设 

效益上，主要工作思路是结合学校 “十一五”研究生重点 

课程建设工作，继续抓好学科核心课程建设，切实帮助学 

员打牢扎实的基础理论；结合 “研究生学科综合实验中心” 

建设，重点抓好实验课程建设，解决学员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的瓶颈问题 ；依托专题研讨类课程建设，引进国内外名 

师来校授课 ，加强研究型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引导学员直 

接接触学科前沿；借助研究生教学督导组等有关力量，实 

施基于学科责任制的课程水平评估，保证课程开设效益。 

总之，课程体系及其内容建设是一项长期、滚动的建 

设过程，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进展以及人才培养 

目标的调整不断进行建设 、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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