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

研字〔2022〕30号

关于开展
“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硕士点，参训导师：

为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研究生导

师队伍建设，促进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指导水平和培养质量

的提升，根据《湖北文理学院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实施细则（试行）》和《湖北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开展“加强研究生

导师队伍建设 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题网络培训。

现将具体安排公布如下：

一、培训对象

各硕士点报送参加第二批导师岗前培训的校内导师（名单

见附件）



二、培训目标

瞄准新时代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求，引导研究生导

师队伍坚持“四为”方针，明确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

量、追求卓越的工作主线，做好学术规范，维护学术道德，不

断提升学业辅导、科研指导、心理疏导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自觉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责任人、引路人和知心人，构建和谐

导学关系，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三、培训时间

培训学习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

四、学习方式

本次培训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

（www.enaea.edu.cn）平台组织实施。参训学员用上报手机

号，使用初始密码 123456 登录即可学习，也可以直接下载移

动客户端（学习公社 app）随时登录学习。

五、学习任务

培训分为课程学习、研修总结两个环节。

（一）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已预先统一打入

“我的学习-必修课”课表中，选修课已预先统一打入“我的



学习-选修课”课表中。参训学员须完成规定学时的课程学习

任务。

（二）研修总结

培训后期，参训学员要结合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自身工

作实际，撰写一篇心得体会作为本次培训的研修总结。在“我

的学习-研修总结”一栏提交展示。

撰写要求：主题鲜明、条理清晰、结构完整、逻辑严谨、

认真原创、杜绝抄袭，字数不少于 800 字。

六、考核认证

（一）考核要求

1.课程学习：不少于 40 学时（45 分钟/学时，共 1800 分

钟），权重 70%；

2.研修总结：1 篇，权重 30%。

（二）认证形式

完成所有考核要求，总学时达到 40 学时及以上的的学员

可以进入“教学服务-电子证书”栏目在线打印“学时证

明”，参训单位可将其纳入相关档案，学习时长计入继续教育

培训学时。

七、进度安排

阶段 任务 要求

2022 年 7 月 15 日

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

做好启动

准备

①登录系统，完成个人信息（学籍）补充；

②进入班级，了解本次培训教学计划，完成选修

课的选课。

2022 年 7 月 21 日

至

2022 年 11 月 10 日

完成学习

任务

①根据学习任务自主安排学习计划；

②认真学习培训课程，按要求撰写提交研修总

结。



2022 年 11 月 11 日

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考核认证
①审核参训导师学习任务完成情况；

②达标导师下载打印学时证明。

八、管理服务

学习过程中如有问题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咨询：

（ 一 ） 咨 询 研 究 生 处 凌 老 师 ： 电 话 0710-3592707

（618479）。

（二）咨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

1.通过平台登录后的客服浮窗咨询客服老师：

周一至周五：8:30—12:00，13:00—17:30。

2.学员服务热线电话：400-811-9908

服务时间：8:30-12:00，13:00-17:30，19:00-22:00。周

末及节假日照常值班。

3.通过平台登录后页面右侧的“平台操作咨询”窗口留言

咨询。

九、培训要求

各硕士点要加强所属参训导师的组织与管理，提醒导师们

按时保质完成学习任务，并可结合培训开展线下研讨与交流，

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以致用。学校择时将

开展学习交流。

附件：参训导师名单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

2022 年 7 月 6 日



附件：

参训导师名单

1.社会工作

袁岳霞 王 诚 王 丽 翟 艳

2.中国语言文学

高新伟 侯国玉

3.机械

唐 波 周伟刚 单玉刚 刘宏伟 王 友 熊 伟

许文祥 赵 敬 赵 潇 周 贤 戴高鹏

4.教育

王 荔 樊文汉 雷玉菊 李国毅 王 炜 张臣文

李权国 常华进 郭 超 何晓丽 张华江 牛丽丽

李小进 吉玉良 张 娟 朱大清 杨文东

5.数学

丁 凌 张敏捷 梁 霄 陈仕军

6.材料与化工

李望南 张 欣 侯秋飞 周书星 余燕敏 占 丹

刘素芹

7.交通运输

贾志勇 陈 铭 陈 阵 王书贤 石大排 万 锐

曹林涛 王元元 薛金顺 李 杨 李业学

8.生物与医药

于 博 肖作安 蔡 爽 张 锐 汤尚文 赵慧君

侯强川 周 睿 张振东 郭 壮

9.临床医学

陈华波 陈雪娇 李 微 秦 鑫 汪 娇 王 可

王 媛 肖 娟 翟立红 张文静 李 彬 吴校林



关思虞 任 勇 马可忠 曾宪升 何家富 郑玉兰

高 山 许东强 王晓霖 韩晓颖 詹东昂 王 玮

徐少勇 张黎明 袁 海 胡凤琪 袁国林 曹锋生

廖晓锋 陈德杰 李晓刚 王 玲 张永康 梅荣成

王邦军 崔 操 毛晓春 张少维 沈 莹 张雪军

孙晓松 易铁男 李 泉 李青峰 龚 伟 孙志华

毛 春 常丽英 杨 靖 詹 燕 程正江 江 华

申 梁 王春花 叶习红 周立文 周春丽 叶 繁

李 锋 王敬忠 陈 辉 武 峰 王江涛 邢 辉

李 琳 杨学舟 刘 琼 周金婷 刘 韵 毛小刚

覃小敏 潘 睿 侯 燕 朱 斌

10.旅游管理

张 弢 张中旺 朱运海 朱弘纪 蒋小荣 龙雨萍

田美玲 王天天 崔俊涛 李晓翠 兰顺东 李 立

冯 黎

11.艺术

蔡 伟 褚庆庆 管启文 江 平 马长勇 赵 德

陈志权 刘精科 祁 娟 尚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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