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师沙龙

        

         “邰城精英”导师沙⻰是研究⽣院聚焦⽴德树⼈根

本任务、瞄准⾼端⼈才培养⽬标、对接国家战略需求，

积极探索提⾼研究⽣培养质量新模式、新⽅法和新举措

的⼀项⼤胆尝试，是为不同学院、不同学科导师搭建交

流思想、分享经验、凝聚共识、共享发展的平台。导师

沙⻰依据“学校倡导、学院主导，导师主体，有序进

⾏”的思路，采取“定期+随机”的模式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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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P A R T  1

陈⽟林副校⻓谈“邰城精英”

导师沙⻰创办理念

P A R T  2

研究⽣院张静副院⻓介绍“邰
城精英”导师沙⻰模式

P A R T  3

主题研讨：“如何建⽴良好的导

学关系”

P A R T  4

邹志荣教授、王乔春教授和陈

遇春教授点评总结



         为深⼊贯彻落实全国教育⼤会、全国⾼校思
想政治教育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论述的

重要精神，推动研究⽣教育教学改⾰，全⾯提升

研究⽣培养质量，2020年1⽉12⽇下午，⾸期
“邰城精英”导师沙⻰在教发中⼼120会议室举
办，来⾃14个学院的20多名研究⽣导师开展交
流研讨，副校⻓、研究⽣院院⻓陈⽟林参加启动

仪式并讲话。

         本次沙⻰以“聚焦研究⽣教育改⾰、⼈才培
养质量提升、学术道德规范、和谐导学关系构

建、导师队伍建设等，对接国家战略和需求，探

索提⾼研究⽣培养质量的新模式、新⽅法和新举

措”为主题，由陈帝伊教授主持。

         陈⽟林副校⻓和研究⽣院张静副院⻓详细介
绍了“邰城精英”研究⽣导师沙⻰创办的背景和

必要性，对导师沙⻰的主题、组织定位和未来的

要求与期望提出设想。

“邰城精英”导师沙龙第一期
         陈⽟林强调，“邰城精英”导师沙⻰要树⽴
“⽴德树⼈、服务需求、提⾼质量、追求卓越”

的理念，围绕研究⽣教育管理改⾰、⼈才培养、

质量提升等主题深度研讨、⼴泛交流，为不同学

院、不同学科导师搭建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凝

聚共识、共享发展的平台。他希望通过导师沙⻰

汇聚精英，交流研讨形成全校⼀盘棋的思想，务

实推进研究⽣教育教学各项⼯作，助⼒学校研究

⽣教育质量提升，持续加快推进学校“双⼀流”

建设。

         张静指出，举办导师沙⻰是落实导师⽴德树
⼈职责的重要举措，通过举办导师沙⻰，助⼒⻘

年导师成⻓，形成业务研讨、征⾔纳策和意⻅反

馈的交流平台，建⽴研究⽣管理部⻔与培养单位

的联动机制。其次，利⽤导师沙⻰平台凝练和总

结对研究⽣的指导⼯作，培养⼀⽀能够在西北乃

⾄全国进⾏导师培训的优秀师资队伍，在更⼤层

JANUARY ISSUE NO.1

陈⽟林校⻓讲话 研讨交�

�⼀组成果汇报 �⼆组成果汇报



⾯上发出西农的声⾳，为开展全国研究⽣导师培

训先试先⾏做准备。对于“邰城”精英导师沙⻰

的设想，张静表⽰，“邰城精英”导师沙⻰定位

为学校倡导、学院主办、导师主体，有序进⾏的

交流平台，每⼀次沙⻰主题由主办学院及导师与

研究⽣院商定，由参加暑期⻘年⻣⼲导师培训班

的学员发起，学院轮值举办，全校导师⾃愿参

加。

         随后，各位导师围绕“如何建⽴良好的导学
关系”主题分组研讨。导师们认为，优化导学关

系是研究⽣管理中的重要课题，良好的导学关系

既是研究⽣健康成才的保障，⼜是研究⽣发挥潜

能成为拔尖⼈才的基础；导师的诚信⽔平、导师

价值判断⼒、师⽣关系融洽度等因素会影响导学

关系，通过提升导师能⼒、树⽴导师权威、建⽴

公平机制、开展团队⽂化建设、相互尊重包容、

激发科研兴趣、⿎励树⽴典型等措施引导建⽴良

好的导学关系。

         本期沙⻰特邀邹志荣教授、王乔春教授和陈

遇春教授作为点评嘉宾。三位专家分享了指导研

究⽣的经验和做法，并对沙⻰主题研讨情况进⾏

点评。专家⼀致认为：“邰城精英”沙⻰举办的

必要且及时，为管理部⻔、培养单位、不同学科

及导师之间搭建政策信息与业务研讨的交流平

台，应该花⼤⼒⽓持续办好；沙⻰的主题在充分

调研导师“需求”的基础上再聚焦，让更多的导

师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取⻓补短、共同提⾼、共促

发展。

          最后，沙⻰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特邀专家：

         邹志荣：园艺学院⼆级教授、博⼠⽣导师、
全国教学名师、国家万⼈计划⼊选者

         王乔春：园艺学院⼆级教授、博⼠⽣导师
         陈遇春：教授、硕⼠⽣导师、教务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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