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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制高点,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大使命。随着研究生

招生规模快速扩张,我国由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转变过程中,亟需加强研究生教育研究、培养

高层次研究生教育学专门人才。北京理工大学历经10余年,持续推进研究生教育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提
出“创新驱动、融合育人、追求卓越”的育人理念,高起点率先创建了研究生教育学新学科,构建了研究生教育

学人才培养新体系,实施了“四融合”多元复合育人新模式,走出了一条成建制、系统化、可持续的研究生教育

学研究与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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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时代使

命,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引擎,是国家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重要基石。我国已经是研究生教育大国,

2012年全国招收研究生人数为58.97万[1],2022年

增加到124.25万[2],十年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

实现了倍增。但是,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现有相关学科体系难以

包容和支撑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专门的研

究生教育研究和管理人才缺乏;研究生教育学人才

培养体系对快速发展的研究生教育实践跟进不足,
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生教育学

方向培养的人才对新时代人才目标的响应不够,育
人模式缺乏全面性、实践性和问题导向性等。在庞

大的研究生教育体量和加快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

背景下,急需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发展,急需一

批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和管理的高层次人才。

北京理工大学审时度势,2010年开始培养研究

生教育方向研究生,2016年正式创建全国首个研究

生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北京理工大学研

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始终将“中国问题、国际视野、攻
坚克难、追求卓越”的总要求贯穿学科发展和人才培

养中,开创了“创新驱动、融合育人、追求卓越”的研

究生教育学新学科领域育人新理念,打造了“资源共

享、部门协同、环节互通”的研究生教育学“卓越共同

体”育人新机制,构建了“胸怀壮志、交叉创新、协作

品格和国际视野”的“四融合”育人新模式,走出了一

条国际视野下扎根中国大地的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

的新道路。

一、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构建研究生
教育学人才培养新体系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培养一大批研究



生教育研究和管理的高层次专门人才。高层次专门

人才的培养,需要“创新”这一“发动机”提供源源不

断的动力。“知识生产”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特

征[3]。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创新创造的过程。研究

生在学习传承前人知识的基础上,要尤其注重科学

研究中的创新创造,这也是研究生教育区别于本科

生教育的一个典型标志。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是研

究生教育的核心任务。目前,研究生教育学还不是

目录内学科,导致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缺乏学科

的保障和支撑。学科体系的缺失制约了研究生教育

专门人才的培养。因此,要建设能够支撑研究生教

育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筑牢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

之根基。
(一)创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凝练五大学科

方向

研究生教育学是一门分析研究生教育问题、揭
示研究生教育规律及其运行特征的学科[4]。经过改

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已建成了完整的研

究生教育体系,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为加快推进

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稳步向教育强国迈进,
需要以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构造完整的研究生教

育学学科新体系,指导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和发展,
加快培育引领和指导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高层

次人才。
研究生教育学涵盖研究生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生教育发展与评估、研究生教育政策、学科建设和工

程研究生教育等5个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基础理

论的主要内容有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生育人规律等;
研究生教育发展与评估包括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战

略与规划、“双一流”建设与评价、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研究、区域研究生教育发展与评估等;研究生教育政

策包括研究生教育政策学、研究生教育管理决策、研
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等;学科建

设包括大学学科建设基本理论、大学学科建设实践

探索、数智时代学科评估变革等;工程研究生教育包

括工程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研究、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证研究等(见表1)。
为大力推进研究生教育学人才培养与发展,北

京理工大学率先建立了中国首家专门从事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研究的校级专业学术机构“研究生教育研

究中心”[5],自主设置了国内首个“研究生教育学”博
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

研究中心凭借已有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和管理经验,

依靠一支文理工管交叉学科聚集的优质师资队伍,
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服务

国家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表1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5大研究方向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生教育基础理论
研究生教育学

研究生育人规律

研究生教育发展与评估

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

“双一流”建设与评价

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研究

区域研究生教育发展与评估

研究生教育政策

研究生教育政策学

研究生教育管理决策

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

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

学科建设

大学学科建设基本理论

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探索

数智时代学科评估变革

工程研究生教育

工程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证研究

  (二)创新“研究生教育学”知识体系,构建多元

化课程教学模式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是研究生教育学教

学和科研活动的基本依据[6],是研究生教育学人才

培养的重要支撑。我国研究生教育具有丰富的实践

和研究经验,但还缺乏对研究生教育更基础的规律

性探索,亟需创新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并在

此基础上,创新适合研究生教育学的课程教学模式。
北京理工大学汇聚了一批全国多年从事研究生

教育研究和管理的学者专家,围绕“研究生教育学”
知识体系,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著作。在国际

比较研究过程中,主编《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
包括《博士生教育的变迁》《博士生教育与未来的教

师》《博士生培养———研究生院的成功与失败》《获得

博士学位的成功之匙》《学者养成:重思21世纪博士

生教育》《研究生院之道》等。在课程教材方面,围绕

研究生教育高层次人才目标、内涵,编研了我国第一

部系统反映研究生教育学科内容和基础知识的教学

用书《研究生教育概论》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70
年》《中国学位制度实施四十年》等。这些教材已被

上海市等5个省(直辖市)采纳,成为研究生教育管

理干部和研究生导师的培训用书。在教育评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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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版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价理论与方法》《高
等教育监测评估理论与方法》等,为研究生教育评估

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撑。在“双一流”建设方

面,出版了《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研究》《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与推进策略》等,为我国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建设路径。在研究生

教育政策研究中,出版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研究资

料汇编 (2010—2020)》《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

革发展系列文件资料汇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件

汇编(1999—2022)》等,为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各

级主管部门干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相关管理人员

和研究生教育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库。此

外,为扩大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

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学话语体系,我们正在出版一系

列代表中国学术水准、反映中国学术前沿、体现中华

文化魅力的研究生教育英文著作。
(三)创制“研究生教育学”硕博一体化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根本遵循。北京

理工大学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出发,创制了“研究生

教育学”硕博一体化培养方案。该方案具有以下3
个特点:第一,分层分类指导。根据研究生教育学硕

士生、博士生的特点和培养目标,分层次明确科学知

识和专业能力总体要求,并将培养要求和考核标准

细化到各个学期,将研究主题和推荐研究题目细化

到各个研究方向,将推荐书目细化到理论类、方法

类、专题类等多个类别,以增强培养方案的可读性和

可操作性。第二,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明确学科

人才培养能力要求,在学校统一开题答辩和学位论

文答辩之前设置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生预答辩,聘请

全国研究生教育领域专家为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质

量把关,并将考核要求写入培养方案;采取一种“演
习”和“加练”的方式,减轻学生学位论文答辩压力,
提升学生高质量完成学位论文的内驱力。第三,激
励与惩处并举。培养方案应将激励制度与惩处制度

相结合。在激励制度方面,设置了学科年度优秀研

究生评选、购书经费支持、科研奖励等制度;在惩处

制度方面,在学校惩处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学科特色

组织相关考核,针对考核情况给出对应解决办法。
奖惩结合,充分发挥培养方案的导向作用,激励研究

生勤奋学习、开拓进取、锐意创新。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

教育研究中心制定了学期、年度“研究生学术盘点”
制度。要求每位研究生做学术盘点报告,聘请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大学的专家学者和学术期刊的主

编、编辑作点评专家,指导每一位研究生的研究工

作。其次,为研究生专门开设了“暑期学习班”,邀请

全国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为研究生作

学术报告,开拓研究思路,提升研究生学术水平。再

次,连续举办了六届“全国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生论

坛”,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为研究生增进学术交流、提
高学术能力提供了平台支撑。

二、以“融合育人”为抓手,创建研究生

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

研究生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培养

的是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能解决研究生教

育改革发展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7]。目前,研究

生教育学方向存在着人才复合型特点不突出,问题

导向意识不够,解决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

展重点问题能力缺乏等问题,亟需围绕“国之大者自

觉性、学科交叉复杂性、多元协同系统性、时不我待

紧迫性”,建立健全复合型研究生教育学人才培养新

模式。为此,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以

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融合创新为手段,以解决制

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目标,构造“培
根铸魂与专注志业”“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个人研

习与团队协作”“扎根中国与放眼世界”的“四融合”
多元复合育人新模式,深化研究生教育学领军人才

培养路径。
(一)培根铸魂与专注志业相融合

“立德树人”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我们应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坚持“培根

铸魂”与“专注志业”相结合。首先,加强导师队伍建

设,落实导师立德树人的职责。要强化导师第一责

任人的意识,抓好导师思想政治建设和师德师风建

设,引导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中自觉履行好

立德树人的职责。其次,在“导学共同体”的积极实

践中提升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通过组织红色教

育、党的理论知识学习等活动,促进导师和研究生共

同学习、共同研讨、互动合作,深刻分析国家战略需

求对研究生教育的要求。再次,深挖学科专业特色,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通过编写课程参考教材和学习

资料,将我国研究生教育史融入专业课程,将思政教

育全链条融入研究生培养过程;实施课堂教育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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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育的课程双考核制度,加深研究生对专业课程

的认识,培养研究生的大局观。最后,组织在学研究

生深度参与“服务急需”的攻关研究和社会服务,研
究并解决国家、地方及高校在研究生教育问题上的

所急所需,锤炼研究生敢担当善作为的能力本领。
2021年6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
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组织在学研究生一

行34人前往延安大学、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开展

学习实践与合作交流。在延安窑洞门前,学习1937
年毛泽东同志在此窑洞中写下的《实践论》和《矛盾

论》,在梁家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与村民同甘共苦、
攻坚克难的感人事迹,在延安宝塔山下重温入党誓

词,在黄河壶口瀑布唱响《保卫黄河》。通过这些活

动,每位研究生撰写了学习体会,研究中心编辑了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北理工博士生赴延安

学习文集》,其中一位博士生在延安就写了入党申请

书,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通过一系

列培根铸魂活动,研究生们感受到了延安的魅力,体
悟了“延安根,军工魂,领军人”精神,传承了北理工

的红色基因。
(二)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相融合

研究生教育要突出“研”字,创新思维与实践能

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本质[8]。研究生创新思维

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体现在八个“一”的要求:要求至

少选修一门跨学科专业课程,参加一项省部级及以

上科研课题,深入掌握一个跨学科理论,熟练运用一

个定量研究方法,参与撰写一篇咨政报告,产出一篇

高水平学术论文,在国内重要学术会议作一次学术

报告,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研究生创新思

维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实践基地为支撑。为筑牢实

践基地,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面向研究生教育改革发

展问题,要求研究生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有关部门委托课题,部分研究生到学校研究生院、学
院、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做科研助理,让研究生在研

究生教育管理的一线运用专业之所学,发现真问题、
思考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此外,依托国家重点重大

项目课题,促进科教融合协同育人。鼓励研究生以

现实问题为导向申报研究课题,支持研究生深度参

研科研课题,支持和带领研究生进入有关高校和企

业深入调研实践,促进研究生增强问题意识、提升专

业素养、提高实践能力。
(三)个人研习与团队协作相融合

个人研习与团队协作相融合,是指不同学科背

景研究生组成创新团队,由跨学校、跨学科、跨国家

导师团队共同指导,联合攻关重要课题项目。研究

生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直接影响着整个团队的凝

聚力、协作力和创新力。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

研究中心对研究生提出了具体要求:“天天有进展、
周周有进步、月月有收获、年年有突破”,激励研究生

不断学习创新。促进团队协作,就要做有组织的科

研,充分发挥团队汇聚研究资源、凝聚研究力量的优

势。首先,积极组建跨学科的创新团队。要以国家

战略需求为导向,建设由不同学科背景研究生组成

的创新队伍,并加强与其他高校团队间合作,联合攻

关重要政策调查研究,增强研究生团队协作能力;与
此同时,要建设跨学校、跨学科、跨国家的导师指导

团队,为研究生科研创新提供多学科、全方位的专业

指导,保障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质量。其次,积极发挥

大项目的支持作用。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国家重大

需求和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紧
紧依托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让研究生在课题组中

合作或单独承担专题研究,加强对研究生个人研习

和团队协作能力的训练,提升研究生个体的创新意

识、科研水平和协作品格,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区域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再次,推进建设科研大平台。
要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研究机构的引领作用,联合

校内外、国内外课题组、研究院等组织机构,积极构

建跨学科门类、二级学科交叉的科研大平台,推进科

研大平台的协作运转;紧抓科研数据资料管理,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建设研究生教育大数据平台,稳步优

化平台资源的共建共享,为研究生个人研习与团队

协作能力的融合提供高水平高质量平台支撑。
(四)扎根中国与放眼世界相融合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

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柱[9]。研究生教育学的创建与

发展,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应国家所需,也要“睁眼看

世界”,把握国际研究生教育发展动态,促进中国教

育与世界教育接轨。首先,以思想文化为引领。将

“中国问题、国际视野”作为研究生教育学教学科研

团队发展理念,并将其贯穿在研究生教育学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引导研究生提高政治站位、具备国际视

野。其次,以科学研究为重点。研究生的科研课题

与论文选题要重点面向中国研究生教育实践,以解

决中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瓶颈问题为导向。再

次,以国际交流合作为抓手。积极创建国际学术联

盟,主办国际会议,提升团队国际话语权,打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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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领域国际合作组织,为研究生提供大平台支

撑;以参加国际会议、国外访学、与国外知名专家研

讨交流等方式,不断拓宽研究生国际视野,实现研究

生教育学术前沿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中外”有机融

合,培养研究生在国际视野下解决国家急需问题的

本领,促进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接轨。
2019年4月,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带领优秀博士生代表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
“第63届国际比较教育协会(CIES)国际会议”,并
作分论坛报告,报告从全球高层次人才需求、国际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等方面分析了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趋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该博士

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荣获2022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十佳“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

三、以“追求卓越”为目标,推进
研究生教育实践新变革

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从高速度的扩大

培养规模转变为高质量的提升培养水平。近年来,
北京理工大学坚持以“追求卓越”为目标,践行“创新

驱动、融合育人、追求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

新模式,推进学科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建设,创新协

同育人机制,完善“四融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不
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了一批研究生教育研究

和管理的高层次人才。持续推广研究生教育学学科

品牌,为国家、地方和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服

务,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高层次

的专业人才力量。
(一)卓越人才担当大任,获得社会高度认可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开创了“创
新驱动、融合育人、追求卓越”的研究生教育学新学

科领域育人新理念,培养了一批学术经历丰富、学术

能力强的研究生。研究生100%参研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委托课题等科研项目,人均参与课

题4项,人均发表学术论文5篇;参与撰写了《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4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70年》
《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等高水平著作。博士生

90%以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报告,深度参与国

家重大政策和地方政策咨询研究。我们培养的毕业

生综合能力强,在工作岗位发挥着骨干作用,受到了

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部分毕业生被清华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接收继续从事相关研究,部
分毕业生选择到新疆乌鲁木齐、陕西延安等西部地

区高校就业,80%被“双一流”建设高校聘为副高级

职称岗位教师。多名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优秀共

产党员、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奖项,多篇研究生学位论

文获评省部级或学会优秀学位论文。北京理工大学

2021届研究生教育学博士生刘静的学位论文《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动态监测研究》,被“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学术创新计划———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文

库”收录;2021届硕士生木丽得尔·毛力提获得校

级优秀共产党员、校级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其优

秀事迹被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报道。
(二)学科品牌独具特色,得到业界广泛认同

我们构建的“培根铸魂与专注志业”“创新思维

与实践能力”“个人研习与团队协作”“扎根中国与放

眼世界”四融合人才培养新模式,已在天津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设有研

究生教育学科方向的培养单位得到推广,并在北京

理工大学开展应用实践。为持续扩大成果影响力,
我们首先以学术交流为媒介,推广成果经验。近年

来,成果完成人在全国重要会议作近100场学术报

告,全面介绍“四融合”育人模式和实践经验。其次,
以学术著作为载体,增强成果学术性。编研的首部

研究生教育学课程教材《研究生教育概论》国内发行

量已超过万册,还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生教育英文版

学术著作。再次,以教育主管部门委托课题研究为

依托,彰显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效果。近

年来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纵向课题以及教育部、省
级政府委托课题共近100项,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150余篇,充分彰显了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

的实践效果。
(三)扎根中国走向国际,广泛传递中国声音

为扩大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创

办并连续举办两届全球研究生教育学国际会议;发
起成立了“全球研究生教育研究国际学者联盟”,秘
书处设在北京理工大学,提升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

国际话语权。同时,我们借助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

的学术组织,传递研究生教育之声,扩大中国研究生

教育国际影响力。如2019年我们在美国国际与比

较教育学会首次专设“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挑战分论

坛”,分论坛主席由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学教授

担任。我们还积极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德国洪堡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开展成果分享或经验

交流;聘请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SusanL.
Robertson教授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客座教授,聘请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会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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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教授等著名学者为兼职研究员。
(四)智库服务融入实践,持续产生重大影响
“服务需求”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服

务需求的水平和能力直接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的质

量。研究生教育学高层次专门人才就是要具备服务

国家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需求的能力。我们以智库

服务为落脚点,开展重点研究,服务研究生教育重点

需求,不断推动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成效落到实处。
近年来,我们提交了一系列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双一流”建设、国家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等

主题的政策专报,部分得到正式文件采纳。我们积

极参与国家新时代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系

列重大政策文件起草工作,由我们提出的“追求卓

越”“建设研究生教育专门研究机构”等思想观点写

入研究生教育重大文件、重大决策。本教学成果完

成人曾作为唯一专家代表出席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解读新时代重

大文件;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专访,新华网、人民网、
光明网、教育部官网、腾讯网等媒体广泛报道,持续

产生重大影响。
北京理工大学历经十余年,开创了“创新驱动、

融合育人、追求卓越”的研究生教育学新学科领域育

人新理念,打造了“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环节互通”
的研究生教育学“卓越共同体”育人新机制,构建了
“胸怀壮志、交叉创新、协作品格和国际视野”的“四

融合”育人新模式,持续推进了研究生教育学人才培

养与发展。这一教育教学创新成果荣获了2022年

度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注:本文源于2022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项目“‘创新驱动、追求卓越、融合育人’研究生教

育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参考文献:
[1]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地质教

育,2013,22(4):94-96.
[2]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地质教

育,2023,32(3):125-128.
[3]王战军,杨旭婷,乔刚.研究生教育学:教育研究新领域

[J].中国高教研究,2019(8):94-101.
[4]赵沁平.开拓、创新、求真,科学构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

体系[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3):1-3.
[5]王战军,马永红,周文辉.研究生教育概论[M].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113.
[6]王战军.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范畴与构建理念[J].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5):1-6.
[7]洪大用.研究生教育的新时代、新主题、新担当[J].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9):1-9.
[8]洪大用.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3):1-7.
[9]黄宝印,黄海军.加快发展高质量研究生教育战略意义

的认识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20(4):37-43.

Innovation-drivenIntegratedEducationforExcellence
———InnovationandPracticeofTalentTraininginPostgraduat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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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oulderingthegreatmissionofcultivatinghigh-endprofessionals,innovationandcreation,postgraduateeducation
isthecommandingheightformakingChinapowerfulwitheducation.Withtherapidscaleexpansionofthepostgraduate
enrollment,Chinahasbecomeabigcountryofpostgraduates.Intheprocessoftransformingfromabigcountrytoapowerful
countryinpostgraduateeducation,itisurgentforChinatostrengthentheresearchofpostgraduateeducationandthe
cultivationofhigh-endpostgraduatesinpedagogy.Overthepastabove10years,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has
continuouslypromotedthecultivationofpostgraduatesinpedagogyandthedevelopmentofthediscipline.Itputforwardan
educationconceptof“innovation-drivenintegratededucationforexcellence”,tooktheleadatahighlevelincreatinga
postgraduatepedagogydiscipline,andconstructedanewcultivationsystemforpostgraduatesmajoringinpedagogy.By
implementingamulti-componenteducationmodefeaturing“four-forceintegration”,ithasblazedanewpathforinstitutional,
systematicandsustainablepostgraduatepedagogyresearchandforhigh-levelprofessionalmanagementpersonnel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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