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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2017〕25号 

 

 

 

各学院、各部处、各单位： 

现将《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四优平台”建设实施方案（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南师范大学 

2017 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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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华南师范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总体规划》

的建设任务，培养具有高水平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拔尖研究

生，完善研究生培养模式，决定建设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四优平

台。 

一、四优平台 

依托学校优势学科群和全国示范基地搭建平台，邀请优秀导

师、选拔优秀研究生进入平台参与科学研究与专业实践，学校为

平台内师生提供政策、招生指标和经费支持，为研究生提供科研、

实践和学术交流的资助，平台内还将开设全英课程、案例教学和

学科国际前沿讲座等，构建“优势学科+优秀导师+优秀研究生+

优质资源”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平台（以下简称四优平台）。 

二、建设目标 

按照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结合我校学科与研究生教育实

际，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期间建设 2-3 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四优平

台，建设 1-2个拔尖应用人才培养四优平台。 

三、入选条件 

1.优势学科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主要是学校的优势学科群（国家重点学科

或 ESI入围学科所在学科群）；专业型研究生培养主要是我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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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省级及以上示范基地的特色专业学位。优势学科由学院申报，

研究生院审核，分批选拔。 

2.优秀导师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师应具有博士学位、海外学习经历、国

家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充足和丰富科研经验的研究生导师；拔

尖应用人才培养导师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长期指导校外基地实

践和专业领域课题研究经验丰富的研究生导师。优秀导师的选拔

由入选学科所在学院负责遴选。 

3.优秀研究生 

具有较高外语水平、较强科研潜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的高水平

大学优秀本科推免生或全日制在读研究生。 

四、资源配置 

1.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四优平台 

平台内博士生导师可优先招收 1-2 名硕博连读博士生，1-2

名学术型硕士生；硕士生导师每年可优先招收 2-3名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招生指标根据培养业绩实施动态调整；学校鼓励导师开

设全英课程和学科国际前沿讲座，并提供经费支持。 

研究生进入平台后将获得科研创新项目和拔尖研究生境外

联合培养项目资助，导师按照学校“助研”岗位津贴发放标准为

研究生提供科研津贴；科研业绩优秀者可获得硕博连读资格。 

2.拔尖应用人才培养四优平台 

平台内导师每年可招收2-3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被聘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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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指导教师，学校资助平台导师从事案例

库和专业领域课题的研究。并通过专业实践能力竞赛选拔优秀专

业型研究生进入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 

研究生进入平台后获得专业实践类课题项目和拔尖研究生

境外联合培养项目资助，示范基地依照“助教”岗位津贴发放标

准为研究生提供津贴，表现优秀者可获得十佳优秀专业技能标

兵。 

经费由学校根据入选学院申报情况统一在高水平大学建设

项目经费中下达。 

五、组织管理 

1.平台搭建 

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论证确定平台依托学科，并组织选拔四优

平台导师，协助平台导师完成优秀生源的选拔工作。 

2.平台管理 

平台实行导师负责制，学生进入平台后由导师负责培养，学

生学籍及日常管理归属导师所在学院。平台导师负责研究生定期

进行科研进展报告，每学期向研究生院汇总人才培养情况。 

六、考核内容 

四优平台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下达经费的使用、人才培养绩

效和课程建设等方面，具体如下： 

1.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四优平台 

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下达经费使用及导师为研究生配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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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津贴情况；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必须完成校级创新科研项目、

进行半年以上境外联合培养和发表两篇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每

个平台需要开设 2-3 门全英课程、开展不少于 10 次学术前沿讲

座；  

2.拔尖应用人才培养四优平台 

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下达经费使用及导师为研究生配置助

研津贴情况；拔尖应用人才培养四优平台的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

必须参加过专业技能竞赛、完成一篇案例库和发表一篇专业实践

类学术论文；每个平台至少完成 10 个案例库、举行 2-3 次专业

实践类教研活动等。 

本实施方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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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3月 29日印发  

责任校对：李培 邓静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