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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武大硕士研究生的考生人数都超过21000人,连续两年位居全

国第一,此后,每年报考人数稳居前三甲。截至今年9月,武大在

校硕士研究生10557人,博士研究生6433人,其中还有不少是来自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留

学生。 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发端于1935年,至今已有70余年的

历史。如今,武大研究生院已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研究生

培养基地,其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和管理都取得了长足进

展。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创新是研究生教育的主旋

律!”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说,正是秉承这一理念,从2004年

开始,武大形成了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总体目标和战略举

措,走上了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深化招生改革选拔优秀生

源 10月13日,在武大首次“研究生招生宣传日”上,该校正式公

布了吸引优质生源的政策:所有推荐免试的学生可享受一等基

本奖学金1.1万元/年.国内高水平大学的推免生成绩排名在原

校本专业前4%者可享受特别奖励.优先推荐推免生进行国际联

合培养和硕博连读.打破以往不接受调剂生的惯例,特别接受调

剂复试。 在这之前,武大就曾出台一系列措施,扩大各培养单

位的自主权,淡化研究生初试的成绩,增加复试在录取中的比

重,注重综合能力与素质的考查,实行由培养单位自定复试分数

线、研究生院审定的“招生录取备案制”。在博士生招生方

面继续扩大导师选择学生的权力,导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术潜

力,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学生,而不仅仅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



。为了实现不拘一格选人才,学校建立健全了特殊优秀人才选

拔制度,使一些在工作中取得突出成就的特殊人才能够有机会

接受高层次教育。 为了提高命题科学性的有关措施,该校还采

取了实行多套命题、抽题配卷、试卷审查、质量分析等制度.

建立健全确保录取公平、公开、公正的复试制度,从组织机构

和制度规范上加强对复试的监督、控制,设立复试领导小组、

复试导师组,制定复试规章制度及程序,开展检查评估专家组随

机抽查等。 创新教育模式提高培养质量 2004年,武大全面推进

以两年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和学分制。围绕这一新的改革举

措,该校努力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培养管理模式和质量保证体系,

全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推行按一级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并

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生公共课教学改革的力度。将硕士研究生

开设的英语课程改为“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两个部分

。“公共英语”着重培养硕士研究生英语的听、说等应用能

力.“专业英语”着重培养研究生专业文献的阅读、写作以及

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能力。 该校还对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

进行了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改革。所有课程均按“专题”

讲授,确保研究生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学术前沿性、系统性和时

效性。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施“品牌课程

”建设战略,聘请校内外知名专家开展专题讲座,深受博士生欢

迎。围绕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调整和学制改革精神,迄今为止,

全校34个研究生培养单位重新修订了218个学科、专业硕士研

究生培养方案,每个学科专业的一级学科通开课基本上都达到

了45门。全校现有的45个学科在一级学科范围内,共设置了228

门硕士研究生学科通开课。从2006年起,启动了精品课程建设

计划,首批建设39门精品课程。 建立跨学科研究机构、跨学科



学位点,大力推进跨学科研究生培养。2006年以来,为了适应科

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学校进一步加大了跨学科研

究机构的建设力度,并使其实体化和独立运作,已组建了中国边

界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中部发展研究院等。这些跨学

科研究机构的组建不仅使学校跨学科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而

且带动了新一轮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潮。 完善导师遴

选制扶优扶新学位点 研究生导师队伍的水平和素质决定了办

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了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的质量,该校痛

下决心,完善了研究生导师遴选制,明确了导师的标准和条件,

规范了遴选程序,强调淡化层次,强化岗位意识。学校定期召开

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会议,并对新增博导进行上岗培训。同时,

学校还开展了评选、表彰优秀导师工作,对为学校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工作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导师进行表彰,

首批共评选出5名武汉大学杰出博士生指导教师,8名武汉大学

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 副教授也可以担任博导?在武汉大学,

有重大科研项目或学术研究能力强的副教授可通过评审直接

担任博士生导师。从2004年开始,学校先后有74名副教授直接

走上博导工作岗位,至今仍有47名副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 该

校还将学位点工作的重心由学位点数量上的增加转移到建设

上来,优先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大力发展应用

性学科,建立学科群、学科点和学科方向相互促进的学科创新

体系,进一步彰显特色和优势.充分利用目录外二级学科自主设

置权,设置反映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符合本学科发

展趋势以及学校学科特色和学科优势的新的二级学科或学科

方向,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加强学术梯队

建设,组建创新团队,实行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负责人制度。 



在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之下,该校的优秀博士论文脱颖而出,已

有12篇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在武汉地区高校名列

第一。 全面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作为17所试点高校之一,

武汉大学从2007级研究生中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

作。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新的研究生资助体系

和实行以科学研究、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导师负责

制。 武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叶中把该校的培养机制改革

总结为五个特点:一是把扩大导师权利与强化导师责任结合起

来.二是把研究生学习和参与科学研究活动的表现与所获得的

资助结合起来.三是把导师的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过程结合

起来.四是把帮困助学与激励优秀结合起来.五是把完善研究生

培养机制与促进学校其它方面改革结合起来。 实施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后,武大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由研究生基本奖学金、

优秀研究生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和“三助”助学金等组成。

学校80%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含定向、委培生)和100%的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不含定向、委培生)都能够得到现有学费

全额或一半的基本奖学金资助.85%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和100%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还能得到三类每年300010000元不

等的助学金资助.此外,还有一定比例的优秀奖学金和各种专项

奖学金的资助。（记者夏斐 通讯员谢发平 刘红英）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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