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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名古屋大学“女性领导者养成项目”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部分来说,日本“博士课程制教育引领

计划”具有６大特征:遴选的高标性、能力的导向性、过程的一体性、课程的跨学科性、保障的整合性和评估的

第三方性.从整体来说,日本“博士课程制教育引领计划”具有“１２３４５”贯通的特征,即能力导向１个主线的贯

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２个时间段的贯通;政府、大学和第三方机构３个主体的贯通;校内、区域、国内

和国外４个空间的贯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导师指导、实践基地、科研平台５个培养要素的贯通.

关键词:日本;“博士课程制教育引领计划”;名古屋大学;“女性领导者养成项目”;特征

中图分类号:G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A

　　战后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四次产业结构的转型,
与重视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与重视博士生教育息息

相关[１].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正从经济大国转向

高科技大国.为此,日本着眼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

化措施的实施,从而在政策的运用上将产业的发展

与科技的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２].作为结合点

之一的博士生教育改革,“博士课程制教育引领计

划”(ProgramforLeadingGraduateSchools,简称

“引领计划”)于２０１１年被日本政府提上日程.“引
领计划”包括全能型、复合型、独一型三类项目:“全
能型”项目资助７所大学,这些大学要培养出能引领

全球发展、跨越学科边界的全能综合型领军人才;
“复合型”项目资助４０所大学,这些大学要培养出能

在环境、生命健康、安全、交叉课题、物质、信息、多元

文化共生等领域解决重大问题的领军人才;“独一

型”项目资助１５所大学,这些大学要培养出日本独

有的优势性领域或全球领先的开拓性领域的领军人

才.本文基于２０１７年３月结束的“引领计划”中期

评价,以“复合型”项目资助的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的 “女 性 领 导 者 养 成 项 目”(Women
LeadersProgramtoPromote WellＧbeinginAsia,
简称“养成项目”)为个案,诠释日本博士课程制教育

引领计划的特征.

一、遴选的高标性

“引领计划”遴选的高标性条件包括[３]:(１)能协

同一流的教育研究资源,聚集一流的教改管理人才,
吸引一流的产学研专家学者;(２)能招纳国内外优秀

生源,激发博士生独立科研创新力,营造良好的跨学

科学习环境;(３)能开发出一系列有助于提升博士生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官产学研合作研发课题;(４)项
目结题后,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能继续进行;(５)主要

负责人和参与机构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能;(６)“全能



型”项目应设置文理综合型学位项目,“复合型”项目

应设置跨学科专业学位项目,“独一型”项目应设置

保证日本科研能独领风骚甚至笑傲全球的项目.正

因为如此,进入“引领计划”项目资助的大学较少.
以２０１３年为例,６２所大学申报了１０２个项目,仅有

１５所大学的１８个项目成功入选.
名古屋大学的“养成项目”以“亚洲女性福祉人

才培养与保障改善亚洲女性民生”为主旨,于２０１３
年成功入选“引领计划”.首先,名古屋大学是一所

日本顶尖、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成功入

选日本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领先研究生院计划,并
且是 RU１１学术恳谈会(ResearchUniversity１１)、
八大学工学系联合会、国际２１世纪学术联盟等著名

学术组织的成员大学,有一支充满活力、结构合理的

管理人员和教师队伍;其次,名古屋大学已与亚洲乃

至全球的高校、企业、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单位

建立了合作网络关系,已具备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

的教学和科研环境;再次,名古屋大学在国立骨干大

学中女性教师占比排名第一位,而且参与“养成项

目”的女性教师占教师比例为６２％,女性学生占学

生比例为８９％[４],也位居“引领计划”之首,因此有

更多的榜样激励女性学生成为未来学术发展的杰出

领导者[５];最后,“养成项目”属于“复合型”项目,引
导博士生围绕食品、健康、环境、社会系统与教育的

关系开展研究,培养博士生基于跨学科的视角解决

亚洲女性面临的贫困、健康、性别歧视等综合性社会

问题的能力.换言之,“养成项目”不仅要培养世界

一流的女性研究者,更重要的是解决亚洲女性面临

的诸多现实问题.
可见,“引领计划”的遴选高标性表现在三个方

面:(１)明定位.“引领计划”要项目单位培养出能引

领世界发展和日本发展的高水平博士生;(２)准定

向.“引领计划”要项目单位明确自己的责、权、利的

边界,保质保量完成项目;(３)精定策.“引领计划”
要项目单位打破一切软硬件的束缚、调动一切可调

动的力量、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推动博士生培养机

制创新.

二、能力的导向性

“引领计划”目标之一是培养世界一流的博士

生,他们能活跃于国际大舞台,成为跨越官产学研的

优秀领军人才.如东京大学的“多文化共生、整合人

类学项目”(简称“共生项目”)以洞察力、统合力、创

造力、合作力为抓手,旨在培养出能解决多文化共生

社会问题的下一代杰出领导者;广岛大学的“创建一

个能适应新情况、可持续发展、和平的社会项目”(简
称“创建项目”)以自主力、实施力、创造力为焦点,在
技术创生领域、文化创生领域培养出创新创业者.
“引领计划”目标在“养成项目”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旨在培养具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能活跃于国际舞台的

女性领导者[６]:(１)性别理解力指对性别相关问题及

男女平等问题的理解能力;(２)实践力指将理论应用

于实际生活的能力;(３)现场力指基于“主人翁”意
识,以“当事者”身份在具体工作情境中去敏锐感受、
积极思考、共享信息并带头执行任务的能力;(４)企
划力指丰富的预测能力、创意能力、构思能力及提案

能力;(５)俯瞰力指基于全球视角去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６)交际力指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何

人谈何种内容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贯通于“养
成项目”课程中.

如«全球领军人物１»是为了培养博士生的性别

理解力与俯瞰力而开设的一门课程.此课程聘请性

别研究领域著名专家担任教师或客座教授,向博士

生展示日本性别平等计划的发展现状及策略.客座

教授主持的讨论课和座谈是此课程的特色之一.来

自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学科的博士生有机会在思想的

碰撞中提升自己的理解力和俯瞰力.生命农学研究

科的学生掛桥孝洋说[７],该门课程一方面为他开阔

了视野,另一方面通过与来自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专家的接触,聚焦了今后的

研究方向.
如«多文化共生特论»是为了培养博士生的交际

力与企划力而开设的一门课程.此课程以博士生合

宿形式开展.合宿指许多博士生在同一时期生活在

同一宿舍内,以同一语言(英语)进行同一课题研究

的集体活动.该门课程的实施贯通硕士和博士阶

段,一方面提升了博士生在不同学科、文化背景下的

交流能力,另一方面提升了博士生在实际工作中所

需要的企划能力.教育发展科学研究科的博士生佃

瞳认为[７],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博士生们完全转变

了“单干”的习惯,开始有意识地和他人合作.
如«海外实习»是为了培养博士生的实践力与现

场力而开设的一门课程.２０１６年,不同专业不同国

籍的博士生混合编组,奔赴于越南、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等地,聚焦当地的妇幼保健医疗等实际问题展

开调查.医学研究科的学生篠壁多恵认为[７],海外

实习训练了博士生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基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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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视角积极主动地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的来看,“引领计划”在博士生核心能力培养

方面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课程学习是核心

能力培养的主渠道.项目单位根据方案、学科、专业

的要求,开设不同的课程,以此培养博士生的核心能

力;第二个特征是核心能力的三维性:第一维是“上
接天光”的能力,如六大核心能力中的“俯瞰力”;第
二维是“下接地气”的能力,如六大核心能力中的“现
场力”和“企划力”;第三维是“中立人本”的能力,如
六大核心能力中的“性别理解力”和“交际力”.

三、过程的一体性

“引领计划”要求项目单位对博士生培养机制进

行根本性变革,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人才培养

机构”[８].名古屋大学和其他项目单位一样,取消了

硕士阶段(共２年,简称 M１和 M２)与博士阶段(共
３年,简称D１、D２和D３)的分隔制度,实施５年一贯

制培养,即将 M１ＧM２阶段作为博士培养的前期,将
D１ＧD３阶段作为博士培养的后期.只有通过前期考

核的学生,才能进入后期的学习[９].(见图１)

图１　“养成项目”一体化培养过程

资料来源:名古屋大学．「ウェルビーイングinアジア」実現

のための女性リーダー育成プログラムカリキュラム概要[EB/

OL]．http://www．wellＧbeing．leading．nagoyaＧu．ac．jp/curriculum/

２０１７Ｇ０８Ｇ１０．

学生在 M１的任务是聚焦课题方向、拓宽国际

视野、参与混合编队,与合作国家的学生一起开展课

题研究并在海外进行调研学习.
学生在 M２的任务是围绕博士研究课题赴海外

见习,在见习过程中开展博士论文前期调查.
学生在 D１的任务是明确博士期间的研究课

题、制定切实的职业生涯规划、开展为期半年的海外

实地调研、在国际机构进行短期实习.
学生在D２的任务是强化六大核心能力.

学生在 D３的任务是完成博士论文,取得博士

学位,步入具有国际环境的职场.中期考核表现优

异的学生,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能得到在国际机构实

习一年的机会[１０].
总的来看,“引领计划”以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为核心,以硕士生与博士生阶段整体设计、有机衔接

的培养模式改革为重点,瞄准学科发展前沿,立足全

球需求热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着力培养一批有国

际学术话语权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四、课程的跨学科性

日本科学技术学术审议会认为日本在跨学科的

综合研究领域处于弱势,呼吁大学加大跨学科博士

生的培养[１１].“引领计划”项目单位要在打破学科

壁垒,基于学科群对博士课程进行改革等方面做出

诸多尝试.如东京大学“共生项目”由大学院综合文

化研究科、学际情报学府、东洋文化研究所、生产技

术研究所、教育学研究科、生命农学研究科、理学研

究科合作开展.广岛大学的“创建项目”由文学研究

科、综合科学研究科、国际协力研究科、高端物质科

学研究科、工学研究科合作开展.名古屋大学的“养
成项目”由国际开发研究科、教育发展科学研究科、
生命农学研究科、医学系研究科、农学国际教育合作

研究中心、男女共同参与计划室(简称名古屋大学６
大科室)共同合作开展,这些跨学科课程分为八大

类[１２]:基础科目(A)、基础科目(B)、基础科目(C)、
专题研究讨论、全球领军人物特设课程、英语科目、
实践科目、博士论文写作指导课程.

基础科目(A)属于通识必修课,共计５学分,有
«多文化共生特论»等课程,主要由生命农学研究科

负责.在 M１ＧD３阶段各开设一门,基础科目(A)旨
在帮助博士生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同时发现亚

洲女性面临的共同问题.
基础科目(B)属于通识选修课,共计６学分,有

«社会心理学研究»«人类学研究»«文化与社会研究

方法论»«日本的开发经验»«国际开发入门»«开发援

助论»«实地调研入门»«开发合作论»«国际职业生涯

开发»«社会医学»«卫生保健管理»«农业生物学原

理»等课程,主要由国际开发研究科负责.博士生在

M１ＧM２阶段要选修４学分以上课程.基础科目(B)
旨在帮助博士生拓展文化领域学术视野和加深对不

同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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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目(C)属于通识必修课,共计４学分,有
«人口迁移与异文化理解»«社会开发与文化»«农村

地域开发管理»«教育与人才开发»«国际社会文化课

程»«医疗行政学课程»«保健学课程»«生命农学国际

课程»等课程,主要由国际开发研究科与教育发展科

学研究科负责.学生在 M１ＧM２阶段要选修４学分

以上的课程.基础科目(C)除了要达到基础科目

(B)的目标外,还需培养学生的六大核心能力.
专题研究讨论属于专业选修课,共计４学分,有

«“女性民生福祉”专题研究讨论I»«“女性民生福

祉”专题研究讨论II»等课程.课程由每个专业自主

开设.学生在 M１ＧM２阶段各选修２学分的课程.
专题研究讨论有助于提升学生针对具体问题开展研

究的能力.
全球领军人物特设课程属于专业选修课,共计

４学分,有«全球领军人物１»«全球领军人物２»«全
球领军人物３»«全球领军人物 ４»«体验型课程(领
导力)»«体验型课程(团队建设)»等课程,主要由生

命农学研究科负责.学生在 M１ＧD３阶段要选修至

少５学分以上的课程.全球领军人物特设课程邀请

国内外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女性领导者主讲,旨在培

养世界一流的女性研究者.
英语科目属于专业选修课,共计４学分,有«关

系与沟通I»«关系与沟通II»«学术写作I»«学术写

作II»«报告I»«报告II»«处于现实问题中的英文交

流»«学术写作与研究伦理»等课程.学生在 M１ＧM２
阶段各选修２学分.英语科目能培养学生的国际意

识、运用英语写作专业论文和在国际机构工作的

能力.
实习科目属于专业实践课,共计７学分,由«海

外实习１»«海外实习２»«海外实习演练１»«海外实

习演练２»等构成,５个专业的学生混合编组共同学

习,主要由生命农学研究科负责.学生在 M１ＧＧD３
阶段需选够１１个学分的课程.

博士论文写作指导属于专业实践课,共计６学

分,在D１ＧD３阶段开设.每名博士生需在三名教师

(应包括非本专业教师)指导下开展博士论文写作.
总的来看,“引领项目”跨学科课程设置兼顾了

两个维度:第一维是博专并举,即博士生既能基于全

球意识和多元文化视野开展研究,也能基于精尖知

识和学科规训视角开展研究;第二维是知行合一,即
博士生既能通过实习实践加深知识的理解,也能通

过知识的习得探究去解决现实问题.

五、保障的整合性

“引领计划”要求项目单位统筹优质资源进行博

士生培养.培养单位一是充分利用好已有资源,为
博士生培养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这包括校内师资、
经费和平台等.如东京大学的“共生项目”统筹校内

资金,项目学生在博士前期每月可得到１５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０．９万元),在博士后期每月可得到２０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１．２万元)的资助;二是广泛吸

收外来资源,包括校内外资源.如广岛大学“创建项

目”的国际合作机构有中国新闻社、尼泊尔替代能源

促进厅东南亚地区事务所等,合作高校有得克萨斯

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等.“养成

项目”也整合了校内外教学和科研资源,为学生提供

了较多的科研和社会实践机会,为培养拔尖创新型

人才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一)整合校内外人力

第一是整合校内力量.“养成项目”实行校长负

责制,项目总负责人为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项
目具体负责人为名古屋大学理事、副校长高桥雅英,
主要负责项目的学生指导、学位审查质量、职业生涯

规划等工作;项目协调者为名古屋大学副理事束村

博子,负责项目的企划、运营等工作.学校还设置了

项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是来自名古屋大学６
大科室的１０位教授,分别负责项目的企划与评价、
国际合作、海外实习等工作.同时,名古屋大学６大

科室的学术骨干负责具体的课程教学和科研指导等

工作.除了整合最优质的师资队伍外,“养成项目”
还在国内外遴选最优秀的学生.学生遴选分为两

步,第一步为书面遴选,也就是通过提交的履历表、
导师推荐信及«为了实现“亚洲女性福祉”的必要条

件是什么»的论文来选择合适且优秀的学生;第二步

是面试遴选,也就是以面对面交流的形式考察学生

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和思辨能力等.
第二是整合国内机构力量.“养成项目”的合作

机构有日本外务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国立成

育医疗研究中心等.(１)合作机构的精英作为项目

负责人.如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国际机关人

事中心室长佐藤雅俊负责“养成项目”的国际合作事

务.(２)合作机构的精英作为项目的客座教授.如

２０１７年,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政策科学研究

部部长森临太郎就«可持续保健系统»专题做了系列

讲座.(３)合作机构的精英作为客座嘉宾.如２０１６
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负责人尾崎敬子就亚洲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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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工作做了专题演讲.
第三是整合国际机构力量.“养成项目”国际合

作机构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

银行、FAO、亚洲开发银行等.(１)邀请合作机构的

精英作为项目负责人.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

京事务所负责人平林国彦、联合国人口基金东京事

务所所长佐崎淳子、世界银行的洛德丝帕加拉

(LourdesPagaran)、ADB驻蒙古干事阿尔丹杜雅

吉格吉德苏伦(AltantuyaJigjidsuren)负责“养成

项目”实习实践等工作.(２)邀请合作机构的精英作

为客座嘉宾.如２０１７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东京事务

所所长姆布林卜力克(MbuliBoliko)作为客座教

授,就该组织与粮食安全保障等议题发表了演讲.
第四是整合海外高校力量.“养成项目”海外合

作高校有新加坡国立大学、菲律宾大学、瑞典隆德大

学、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清迈

大学、老挝国立大学、孟加拉达卡大学等１５所大学.
(１)邀请合作高校的教师授课.如２０１６年,瑞典隆

德大学的莫妮卡福尔克(MonicaFalk)副教授以

«泰国的男女平等与佛教»为题进行了授课.(２)邀
请合作高校的师生开展科研.如“养成项目”的３名

教师、６名学生与来自清迈大学的２名教师、４名学

生,分为经济活动调研和卫生保健调研两个小组,于
２０１７年在泰国开展了为期１１天的实地考察并合作

发布了考察报告[１３].
(二)整合校内外财力

日本政府大力资助“引领计划”.２０１１年为３９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２．３亿元)、２０１２年为１１６亿日

元(约合人民币６．８亿)、２０１３年为１７８亿日元、(约
合人民币１０．５亿元)、２０１４年为１８５亿日元(约合人

民币１０．９亿元)、２０１５年为１７８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１０．５亿元)、２０１６年为１７０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１０
亿元)、２０１７年为１５０亿日元(约合人民币８．８亿

元).年均资助预算额为１４５亿日元(约合８．５亿人

民币).２０１７年,“养成项目”可申请的最高资助预

算额为４．５亿日元(约合０．２６亿人民币)[１４].除了

政府的资助,名古屋大学还统筹了一部分经费用于

“养成项目”.如项目学生在 M１ＧM２阶段每人每月

可得到１５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０．９万元)的奖学金

资助,在D１ＧD３每月可得到２０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１．２万元)的奖学金资助.在２０１７年,５４名学生成功

申请到奖学金.除了奖学金之外,名古屋大学还对

项目学生参加国际会议、海外调研、见习实习等活动

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如项目学生每年能申请到一

次参加国际会议的资助(最高额度为２０万日元,约

合人民币１．２万元)[１５].
(三)整合校内外物力

名古屋大学设置了专门的“养成项目”办公室与

“养成项目”专用研讨室,还在海外高校设置了“养成

项目”办事处,如“养成项目”清迈大学办事处.名古

屋大学与国内高校合作举办学术论坛活动及交流

会,如２０１７年,名古屋大学与同志社大学、金沢大

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共同举办为期两

天的“多样性与女性领导力”国际会议;名古屋大学

还与海外的高校、企业合作,积极拓展海外实习基

地.如２０１７年,名古屋大学４位教师前往缅甸开展

了“近郊农业与女性生产活动”的调研.
总的来看,项目单位统筹资源具有两个特征:一

是校内“精打细算”,即优化资源配置,正确处理校内

人力、物力、财力与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做到人尽

其才、财尽其效、物尽其用、事尽其功,使有限的人

力、财力、物力发挥最大的效益;二是校外“广开财

源”,即增加资源配置,广泛利用国内外资源,破解人

员配备、资金占用、财务收支、物资储备、设备利用等

方面的瓶颈,为博士生培养搭建广阔的舞台.

六、评估的第三方性

作为“引领计划”的最高行政机构———文部科学

省只负责拨付资金,评估事宜交由第三方机构———
日本学术振兴会(简称振兴会)承担.振兴会下设

“引领计划”委员会(简称委员会)开展评估工作,包
括项目评审和项目评价两个部分.委员会由来自官

产学研的２６名知名专家组成,委员长由日本学术委

员会理事长安西祐一郎担任、副会长由日本株式会

社三井住友银行董事会会长北山祯介担任,委员有

筑波大学特聘教授金子元久等.
(一)项目评审

“引领计划”的评审包括制定评审方针、确立评

审目标、遴选参与高校等.评审过程分为“基础审

查”与“提案审查”两部分.“基础审查”以书面审查

为主,考察申请机构是否具备国际领先的教育资源

与全球关注的教育成效.“提案审查”采用听证会的

形式,考察申请机构是否具有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

变革的构想蓝图和实现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战略规

划.委员会根据“基础审查”与“提案审查”的结果进

行综合评价,最后确定入选项目.
(二)项目评价

“引领计划”的评价包括监督事业进展、评价实

施效果等.委员会在项目实施３年后进行中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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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实施７年后进行终期评价.项目的中期评价于

２０１６年开始,于２０１７年３月结束.结合“养成项

目”的中期评价报告,可以管窥项目评价的具体

做法.
评价方式.中期评价以名古屋大学提交的中期

评价调查报告书为基础,给予相应的评价等级.具

体有调查问卷、访谈、书面评价、现场考察、听证会和

综合评价.
评价等级.中期评价结果分为５个等级:(１)S

级.工作进度超过预期.为全面完成项目目标,需
继续努力完成后续工作.项目经费如期拨付;(２)A
级.工作进度按计划进行.为全面完成项目目标,
需继续努力完成后续工作.项目经费如期拨付;(３)
B级.部分工作进度超过预期或按计划进行.为全

面完成项目目标,需大力整改.项目经费如期拨付;
(４)C级.工作进度未按预期计划开展.为全面完

成项目目标,需缩减项目规模.项目经费要减少;
(５)D级.鉴于工作进度,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项

目经费停止拨付.
评价内容.中期评价内容共分为六大类:(１)是

否确立了领军人才学位项目,包括五年一贯制培养

的目标、课程、教学和平台等维度;(２)博士生是否掌

握了作为全球领军人才所需的六大核心能力;(３)是
否建立了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包括负责人的改革

理念、国际化的科研环境、官产学研的合作网络等维

度;(４)是否吸引了优质生源,包括为优质生源吸引

举措、学生评价标准、学生资助体制等维度;(５)是否

建立了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和监督体系,包括过程性

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等维度;(６)项目是否有可持续发

展性,包括管理体制、经费统筹、未来设想等维度.
评价结果.“引领计划”项目获得S级评价的有

３项,A 级有１１项,B级有４项,C 级和 D 级有０
项.名古屋大学的“养成项目”获得 A 级评价.委

员会对“养成项目”中期评价如下:(１)在校长积极主

动的领导下,教师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即培养活跃在

世界舞台上的女性领导者;(２)采用英文授课,着力

培养学生的六大核心能力;(３)严选四大主题(食品、
健康、环境、社会系统),设置了相匹配的课程;(４)创
建了不分课堂内外的互相交流学习环境,特别是海

外研究专题与跨文化对话课程;(５)整合国内外官产

学研的力量;(６)确立了招生方针政策、课程方针、外
交方针,通过这些政策方针构筑了学位质量保障体

系;(７)“养成计划”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在资助结束

后能持续开展.
总的来看,“引领计划”的第三方评估具有如下

特征:一是运作的独立性,即振兴会对项目进行公

开、公正、公平的评审和评估;二是专业的权威性,即
振兴会的委员具有较好的社会声誉、丰富的管理经

验和扎实的评估技能.

七、结论

从部分看,“引领计划”具有遴选的高标性、能力

的导向性、过程的一体性、课程的跨学科性、保障的

整合性和评估的第三方性等特征.从整体看,“引领

计划”具有“１２３４５”贯通的特征:
“１”指能力导向１个主线的贯通.“引领计划”

打上了能力导向烙印.博士生首先具有“国际化”特
质,毕业后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其次具有

“一流化”特质,能在研究领域“大书特书”;最后具有

“复合化”特质,能在官产学研合作上“大展宏图”.
“２”指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２个时间段的

贯通.通过“引领计划”,日本各项目单位将硕士研

究生阶段融合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前期阶段.这一

方面体现了教育的发现功能,即通过遴选和中期考

核,能引导更多人补充到科研队伍中;另一方面体现

了教育的成全功能,即为多学科交叉融合人才的培

养提供了宽裕的时间和充足的空间.
“３”指政府、大学和第三方机构３个主体的贯

通.政府是项目的宏观调控者,通过“比选”,确立博

士生培养的重要战略地位;大学是项目的微观实施

者,通过“竞选”,确定本校博士生培养的特色和优

势;第三方机构是项目的中观协调者,通过“筛选”,
实施有力的项目单位能得到更大力度的支持,实施

不力的项目单位将被勒令整改甚至被撤销资格.
“４”指校内、区域、国内和国外４个空间的贯通.

项目要能顺利实施,项目单位第一专注自身,第二立

足区域,第三瞄准国内,第四面向国外.“自家门前

雪”与“他人瓦上霜”产生集聚效应后,博士生培养空

间得到了极大地拓展.
“５”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导师指导、实践基

地、科研平台５个培养要素的贯通.“引领计划”基
于“课程制”牵引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导师指导、实
践基地和科研平台的改革,开展博士生协同培养.
具体来说,项目单位设置三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

程、专业研究类课程、专业运用类课程),运用三类教

学方法(行动研究法、情境模拟法、参与研讨法),聘
请三类导师(校内导师、校外高校导师、校外行业导

师),挖掘三类教学资源(校内资源、国内合作机构的

资源、海外合作伙伴的资源),提升博士生在三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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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学术基本理论研究、学术前沿研究、学术热点研

究)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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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Japanese＂ProgramforLeadingGraduateSchools＂:
Takingthe＂WomenLeadersProgramtoPromoteWellＧbeinginAsia＂atNagoyaUniversityasanExample

XIONGHuajun,CHENYijing
(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DevelopmentofEthnicMinoritiesinNorthwestChinaof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７３００７０)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WomenLeadersProgramtoPromoteWellＧbeinginAsia＂atNagoyaUniversity,the
authorexplainsthat,inpart,theJapanese＂ProgramforLeadingGraduateSchools＂hassixcharacteristics,namely,high
selectionstandard,abilityorientation,onenessprocess,interdisciplinarycurriculum,integratedguarantee,andthirdＧparty
assessment．Ingeneral,thecharacteristicsofthe“GuidingPrograminDoctoralCurriculumEducation”canbesummarizedas
“１２３４５”inadigitalsequenceallthroughtheprogram,i．e．oneabilityＧorientedguidingline,twostagesinMaster’sdegreeand
Ph．D．degreestudies;threebodies (government,universityandthirdpartyorganization)incooperation;fourspaces (in
campus,local,domestic,andinternational)inacademiclife;andfiveelements (curriculum,teaching method,academic
supervision,practicebase,andscientificresearchplatform)incultivation．
Keywords:Japan;“ProgramforLeadingGraduateSchools”;NagoyaUniversity;“WomenLeadersProgramtoPromoteWellＧ
beinginAsia”;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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