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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研函〔2024〕12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 2024 年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山东省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行动方案》（鲁教研

字〔2022〕2 号）、《山东省研究生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行动方

案》（鲁教研字〔2022〕3 号）、《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鲁教研发〔2023〕1 号）等文件要求，

现就 2024 年有关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一）山东省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

项目包括：山东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650 篇左右、山东

省研究生创新成果 550 项左右。青年导师访学研修、山东省行业

产业导师项目另行通知。项目申报要求和名额分配见附件 1。

（二）山东省研究生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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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包括：优质研究生课程（含精品课程）240 门左右、优

质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含精品案例库）240 个左右、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 40 个左右。项目申报要求和名额分配见附件 2。

（三）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项目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含专项项目）和重大项目

共 140 项左右。项目申报要求和名额分配见附件 3。

二、名额分配

申报名额根据授予学位人员数量、在校研究生数量、研究生

教育综合评价、学位论文抽检、科产教协同育人、往年申报建设

质量等情况确定。各单位申报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中，单位负

责同志指导申报的项目总数不超过 2 项；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和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两类项目中，单位负责同志主持的项目总数每类

不超过 1 项。

三、申报程序

（一）单位推荐。各单位要根据申报要求，按照公平、公正、

公开和择优的原则，严格标准，择优遴选，认真组织评选和推荐。

各单位要对申报人所填表格内容严格审查把关，如发现申报材料

有虚假信息，将取消申报人申报资格，并暂停申报人所在单位下

一年度推荐资格。申报成果如有涉密内容，由申报单位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进行脱密处理，直至可公开使用后方可申报。

（二）网上申报。通过“山东省研究生教育项目管理系统”

（网址：https://yjs.sdei.edu.cn/xmgl/login.htm）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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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开放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5 日 8:00 至 11 月 20 日 24:00，逾

期不予受理。各单位可在系统开放之前，使用学校账号（账号为

学校代码）登录系统下载查看申报模板，并在用户管理功能模块

按照推荐名额添加申报账号，如忘记密码，请联系技术人员进行

重置。

（三）项目立项。省教育厅将对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

目、优质课程、优质案例库进行资格审查和专家抽检，择优立项。

对推荐的精品课程、精品案例库、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重

点教改项目和重大教改项目组织专家评审，择优立项。未通过立

项的精品课程、精品案例库，择优转为优质课程、优质案例库。

未通过立项的重点教改项目（不含专项项目），择优转为面上项

目立项，未获立项的重大教改项目、专项项目不再转为面上项目。

（四）保障支持。重点教改项目和重大教改项目由省教育厅

根据预算情况给予支持。各高校统筹相关经费，支持各类项目建

设。鼓励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校级项目建设工作。

（五）材料报送。各单位推荐结果在校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

作日，无异议后，于 11 月 20 日 24:00 前按推荐限额通过系统报

送，项目申请书、支撑材料和相关汇总表均需加盖学校公章。

联系人：胡康、王璇，联系电话：0531-51793787、

0531-51793790。

技术支持电话：王老师、赵老师，0531-89701233、

0531-897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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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申报

要求及名额分配表

2.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项目申报

要求及名额分配表

3.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

要求及名额分配表

山东省教育厅

2024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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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
申报要求及名额配表

一、山东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申报范围。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含）

在省内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

（2）评选数量。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50 篇左右，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550 篇左右。其中，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包含作为专业学

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依据的实践成果等。各单位推荐论文应向专业

学位论文（成果）适度倾斜。

（3）申报要求。各单位申报的学位论文须符合申报单位对

文字复制比的查重要求，不得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论文抽检不合

格论文不得申报。

二、山东省研究生创新成果

（1）申请范围。第一申请人应是省内研究生培养单位具有

学籍的研究生。每项成果的申报者一般不超过 3 人，指导教师不

超过 2 人。应为在校期间以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名义取得的相关

成果。

（2）评选数量。550 项左右。各单位推荐成果应向专业学

位成果适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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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要求。根据申报成果的不同类型提供相应支撑材

料。主要包括研究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或直接反映本成果的材

料，如著作、论文、调研报告等（著作、论文须为正式出版或发

表）；科技查新报告书；科技成果鉴定书；使用单位证明书，或

经济、社会效益评估证明书、获奖证书、专利证书等相关资料；

申报者有工作单位的，应由其工作单位出具该申报成果为非工作

职务成果的证明和相关材料。



— 7—

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导师指导能力提升项目
名额分配表

单位
山东省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

山东省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山东省研究

生创新成果

山东大学
35（含齐鲁医院

5个）

53（含齐鲁医院

10 个）

48（含齐鲁医

院 8个）

中国海洋大学 16 33 38

山东科技大学 8 33 3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6 34 34

青岛科技大学 6 24 23

济南大学 3 20 20

青岛理工大学 3 14 17

山东建筑大学 1 18 16

齐鲁工业大学 0 14 15

山东理工大学 3 20 22

山东农业大学 13 27 25

青岛农业大学 0 14 13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1 15 14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2 14 13

滨州医学院 0 9 10

山东中医药大学 7 18 20

济宁医学院 0 3 2

山东师范大学 9 32 31

曲阜师范大学 2 21 24

聊城大学 0 14 15

山东航空学院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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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山东省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

山东省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山东省研究

生创新成果

鲁东大学 1 12 15

临沂大学 0 3 2

山东财经大学 3 21 18

山东体育学院 0 4 2

山东艺术学院 0 5 7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0 2 2

青岛大学 9 33 32

烟台大学 1 17 17

山东交通学院 0 3 2

山东工商学院 0 4 5

山东政法学院 0 2 1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0 0 1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0 1 1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0 1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5 4 5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青岛） 0 3 5

海军航空大学 1 1 1

海军潜艇学院 0 1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3 1 2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 1 1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
1 1 1

合计 150 550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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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项目
申报要求及名额分配表

一、优质研究生课程

（一）立项数量。拟立项 240 门左右，其中精品课程 10%左

右，双语或全英文课程 10%左右。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立项建设

单位申报项目中校企共建课程不少于 1 项。

（二）申报要求。优质研究生课程申报条件应符合《关于印

发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等 3 个实施方案的通知》（鲁

学位〔2016〕8 号）要求。未结项或结项后无新成果的项目不得

申报。

（三）项目验收。优质研究生课程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 2 年，

申请结题验收的时间不得早于项目研究中期。结题验收由项目主

持人所在高校组织实施，验收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5 人，均应具有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校外专家比例不低于 50%，并应有至少 1 名

省级及以上学科评议组或专业学位教指委成员参加。各高校将验

收情况通过“山东省研究生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报送省教育厅，

省教育厅对验收通过项目颁发电子版结题证书。入选省级精品课

程（涉密除外）的，均将纳入省级资源库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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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质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

（一）立项数量。拟立项 240 个左右，其中精品专业学位教

学案例库 10%左右，双语或全英文案例库 10%左右。省级卓越工

程师学院立项建设申报项目中校企共建案例库不少于 1 项。

（二）申报要求。优质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申报条件应符合

《关于印发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建设等 3 个实施方案的

通知》（鲁学位〔2016〕8 号）要求。未结项或结项后无新成果

的项目不得申报。

（三）项目验收。优质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项目研究期限一

般为 2 年，申请结题验收的时间不得早于项目研究中期。结题验

收由项目主持人所在高校组织实施，验收专家组成员不少于 5

人，均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校外专家比例不低于 50%，并

应有至少 1 名省级及以上学科评议组或专业学位教指委成员参

加。各高校将验收情况通过“山东省研究生教育项目管理系统”

报送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对验收通过项目颁发电子版结题证书。

入选省级精品教学案例库（涉密除外）的，均将纳入省级资源库

建设与管理。

三、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一）立项数量。拟立项 40 个左右。其中，面向承担工程

硕博士培养改革试点任务和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的单位，立项建

设 10 个左右卓越工程师教育实践基地，相关高校可依托现有基

地或联合相关企业、科研院所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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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要求。立项范围及申报条件应符合《山东省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管理办法》（鲁教研发〔2022〕3 号）要求。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周期为 3 年，参照《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管理办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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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项目
名额分配表

单位
优质研究

生课程

精品研究

生课程

优质专业

学位教学

案例库

精品专业

学位教学

案例库

省级研究

生联合培

养基地

卓越工程

师教育实

践基地

山东大学
12（含齐鲁

医院 1个）
6

15（含齐鲁

医院 4个）
5 3 3

中国海洋大学 9 3 10 3 3 2

山东科技大学 9 2 9 2 2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9 3 10 3 3 2

青岛科技大学 8 1 8 2 1 2

济南大学 9 1 9 2 2 1

青岛理工大学 8 1 8 2 2 1

山东建筑大学 8 1 8 1 1 1

齐鲁工业大学 7 1 7 1 1 2

山东理工大学 9 1 9 1 2 2

山东农业大学 8 2 7 1 2 1

青岛农业大学 7 1 7 1 1 0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7 1 7 1 1 0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8 1 8 2 2 0

滨州医学院 5 1 5 1 1 0

山东中医药大学 8 1 8 1 2 0

济宁医学院 2 1 1 1 1 0

山东师范大学 9 2 9 2 1 1

曲阜师范大学 8 1 9 2 2 1

聊城大学 5 1 5 1 1 0

山东航空学院 2 1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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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优质研究

生课程

精品研究

生课程

优质专业

学位教学

案例库

精品专业

学位教学

案例库

省级研究

生联合培

养基地

卓越工程

师教育实

践基地

鲁东大学 7 1 6 1 1 0

临沂大学 3 1 3 1 1 0

山东财经大学 8 1 8 2 2 0

山东体育学院 2 1 2 1 1 0

山东艺术学院 4 1 4 1 1 0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 1 2 1 1 0

青岛大学 9 1 9 2 2 1

烟台大学 8 1 8 1 2 1

山东交通学院 2 1 1 1 1 0

山东工商学院 4 1 6 1 1 0

山东政法学院 2 1 1 1 1 0

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 1 0 0 0 0 0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 0 2 0 1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烟台、青岛）
2 0 2 0 1 1

海军航空大学 2 0 1 0 0 0

合计 215 44 215 49 5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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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申报要求及名额分配表

一、立项数量

拟立项各类项目 145 项左右。其中，面上、重点（含专项）、

重大项目分别立项 105 项、30 项、10 项左右。实行限额申报与

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重点项目中设立专项，支持工程

硕博士改革试点、卓越工程师学院、科教融合协同育人联合体、

省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和优秀基地建设开展相关研究。其

中，面上、重点项目实行限额申报。重大项目和专项项目实行自

主申报，各单位最多可各申报 1 项（含牵头或参与），不占申报

限额。

二、申报要求

项目申报应严格执行《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在主持人、成员组成、研究内容

等方面符合有关要求，原则上，每人主持项目不超过 1 项，主持

或参与项目总数不超过 2 项。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一般应经过校

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鼓励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单

位联合申报，积极开展协同创新研究。已经列入国家或省部级立

项的研究生教改项目，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励后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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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或已获得其他项目或经费支持的（校级除外），或主持

省教改项目未结题的，不得申报。

三、申报参考指南

（一）重大项目

1.新时代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强省建设研究

2.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实践与研究

3.急需紧缺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研究

4.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研究

5.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

6.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7.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实践与研究

8.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质量监控体系建设与研究

9.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

10.其他研究生教育相关重大政策研究

（二）重点、面上项目

1.学位点与学科建设研究。包括学位点建设与质量保障、学

位点评估、学科建设、学科评估等研究。

2.导师队伍建设研究。包括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落实、

岗位管理、指导能力提升、团队建设、交流培训及激励评价机制

等研究。

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包括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术学

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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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卓越工程师培养等研究。

4.研究生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研究。包括研究生教材、课程及

平台、专业学位案例库、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及共享等研究。

5.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研究。包括研究生教育

（教学）质量监测（评价）和管理（保障）体系、专业实践环节

监管和质量保障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研究生学位论

文分类评价、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提升等。

6.研究生招生录取改革研究。包括新形势下研究生招生考试

制度改革、招生计划优化分配、招生规模与结构调整、招生考试

自命题考试优化与管理、“申请—考核”制模式优化及监督等研

究。

7.研究生教育管理研究。包括研究生思政（思政课程）育人

体系、学风建设与学术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心理健康教育、

奖助体系、教育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等研究。

8.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升研究。包括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

培养、创新实践平台搭建、创新创业教育、职业发展等研究。

9.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研究。包括研究生国际化培养、国际影

响力提升、国际学术交流、来华留学生培养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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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名额分配表

单位 面上项目 重点项目 专项项目 重大项目 总数

山东大学 8 2 1 1
12（含齐鲁

医院 1个）

中国海洋大学 5 1 1 1 8

山东科技大学 4 1 1 1 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5 1 1 1 8

青岛科技大学 3 1 1 1 6

济南大学 3 1 1 1 6

青岛理工大学 3 1 1 1 6

山东建筑大学 4 1 1 1 7

齐鲁工业大学 3 1 1 1 6

山东理工大学 3 1 1 1 6

山东农业大学 4 1 1 1 7

青岛农业大学 3 1 1 1 6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3 1 1 1 6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3 1 1 1 6

滨州医学院 2 1 1 1 5

山东中医药大学 3 1 1 1 6

济宁医学院 1 1 1 1 4

山东师范大学 4 1 1 1 7

曲阜师范大学 3 1 1 1 6

聊城大学 2 1 1 1 5

山东航空学院 1 1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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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面上项目 重点项目 专项项目 重大项目 总数

鲁东大学 3 1 1 1 6

临沂大学 1 1 1 1 4

山东财经大学 3 1 1 1 6

山东体育学院 1 1 1 1 4

山东艺术学院 2 1 1 1 5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 1 1 1 4

青岛大学 3 1 1 1 6

烟台大学 4 1 1 1 7

山东交通学院 1 1 1 1 4

山东工商学院 1 1 1 1 4

山东政法学院 1 1 1 1 4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1 1 1 1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1 1 1 1 4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青岛） 1 1 1 1 4

合计 94 36 35 35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