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取得的成效 

1.取得的理论成果 

（1）教改论文 

在《大学教育科学》《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等核心期刊

发表了《研究生读书指导说略》《研究生毕业论文指导说略》《论教育

功利的三个层次》《试论研讨式教学在研究生教学中的运用——以“中

国当代文学”教学为例》等 10 多篇教改论文，论述了中文专业研究

生核心素养构成及其培育问题。 

（2）专业教材 

《文学写作教程》《实用写作教程》《教师书写技能》《文学批评

实践教程》《演讲与口才》《演讲与口才实训教程》《大学书法》等教

材，就如何培育“读”“写”“说”“研”等核心能力进行了理论阐释

与实践示范。 

2.实践成效 

   （1）专业核心素养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极大提高 

①学生品德修养提升显著 

学生变得更有正气、骨气、文气、才气，一批研究生在校期间获

得最美大学生、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最美辅导员、优秀志愿者、优

秀研究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②优秀硕博论文不断涌现 

已有全国百优博士论文 3 篇，省优博士论文 16 篇、省优硕士论

文 51 篇。 

③专业竞赛成绩斐然 

获专业竞赛奖 100 多人次，其中国家级奖 30 余人次，涉及演讲、

写作、书法、教学技能、学术论文等方面。 

④科研创作硕果累累 

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项目 100 余项，主持省级研究生创新性实验

项目 50 余项，发表论文 500 多篇。研究生与导师合作的 10 多项成果

获教育部、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⑤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 

研究生就业率与就业质量大幅度提升。毕业的研究生有的成为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百千万国家级人选、芙蓉学者；



有的成为中小学卓越语文教师、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或校长；有的

成为公务员、企业高管、高级文职人员。 

 （2）教师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丰硕，科研成果突出，名师辈出 

①涌现出一批名师 

导师队伍中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青年长江学者、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百千万国家级人选、全国优博论文指导教师等学术明星，有儿

童文学家、演说家、文学评论家、茅盾新人奖获得者等文学艺术界名

流。汉语言文字与文化、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导师团

队先后入选省、校级优秀团队。 

②承担了一批省级教改项目和国家级科研项目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8 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

科项目近 100 项，省级教改项目 10 余项，为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坚

实的科研基础。 

③获得一批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 

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 4项、三等奖 2 项，省级社科成果奖一

等奖 8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5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5 项、

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 项。 

④出版了一批论著教材 

出版专著 100 余部，各类教材近 20 部。《中国当代女作家与世界

文学》等入选湖南省研究生高水平教材。 

⑤建设了一批精品、优质课程 

《中国女性文化》《唐宋诗词与传统文化》《演讲与口才》入选国

家一流课程，《中古近代汉语》《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等入选湖南省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近代汉语概论》《理论语言学和汉语学》等入选

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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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特色、创新和运用推广 

1.成果的特色 

（1）时代性 

成果结合专业特色和新时代复合型拔尖人才特征，以培育研究生

“读”“说”“写”“研”核心能力为抓手，促进其核心素养的全面发

展，从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现了时代要求。 

（2）科学性 

成果指导理念先进，把握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遵循了中

文专业研究生人才成长规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3）实效性 

成果思路清晰，改革措施有力，成效显著，示范强，具有较强的

推广价值。 

2.成果的创新之处 

（1）理论创新 

①提出“素养先于知识”的育人理念，探索了中文学科 “培养

什么样的人才”的核心问题 

品德为先，为学先为人，“发展为本、素养为基”，让研究生教育

不再是简单的专业知识积累，破除“一篇论文定乾坤”。依据“产出

导向”，做好做精做特中文研究生教育，让中文属性与特色更加突出、

明显，培养一批高层次德才兼备复合型中文人才。 

②提出“读-说-写-”四维导向的思路，探索了中文学科“如何

培养人”的核心问题 

中文学科研究生专业核心素养由品德、语言、思维、审美、文化、

创新等多个层面构成。其中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创新能力与科学精神

是中文学科研究生专业核心素养的基础，而“读”“说”“写”是语言

建构与运用的关键，“研”则是创新能力与科学精神的焦点，故“读”

“说”“写”“研”四者是培育研究生专业核心素养的重要抓手。 

（2）实践创新 

①形成以“学科竞赛—学生社团—学术活动—科研项目”为驱动

的有效途径 

构建完整的竞赛内容体系，提升学生专业核心素养；以学院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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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活动为杠杆，打造品牌，充分发掘社团在强化学生专业核心素养

的作用；以学术会议、论坛、讲座、沙龙、读书会等为抓手，在实践

中锤炼学生专业核心素养；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在科研活动

中升华学生专业核心素养，构建系统有效的知识体系。 

②形成以“制度—管理—组织—导师—经费”为保障的长效机制 

制定规章制度，加强育人管理，配齐研究生辅导员，强化学位点

的教学组织作用，建设高平水导师队伍，加大培养经费投入。 

3.社会反响 

  （1）领导批示、社会关注与媒体报道，影响广泛 

① 2019 年 3 月 22 日，湖南省政协主席李薇薇批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教学与研究

特色，着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将培养更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教书育

人的教师。育才模式值得重视。” 

②2022 年 2 月 26 日，人民网：湖南师大文学院：创新中文研究

生培养模式，“四维一体”助力高质量发展。 

③2022 年 2 月 28 日，学习强国：湖南师大文学院：创新中文研

究生培养模式，“四维一体”助力高质量发展。 

④2022 年 2 月 28 日，新湖南：湖南师大文学院：创新中文研究

生培养模式，“四维一体”助力高质量发展。 

⑤2022 年 2 月 25 日，红网：湖南师大文学院：创新中文研究生

培养模式，“四维一体”助力高质量发展。（点击量已达 10.5 万） 

⑥2019 年 2 月 4日，新华社内参：湖南师大“四维多驱”深耕

中文教育体系。 

⑦2019 年 2 月 2日，《湖南日报》：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秉持“素

养先于知识”的育人理念，强化素养育英才”。 

⑧2019年2月2日，新湖南：“湖南师大文学院强化素养育英才”。 

⑨2018 年 3 月 29 日，《光明日报》：“湖南师范大学“演讲与口

才”教研室挂牌”。 

⑩2020 年 10 月 12 日，教育部语应司对陈晖、黄磊老师及 12 名

硕士生等开展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在线示范培训工作表示

感谢。 

○11 2019 年 3 月 3 日，红网：湖南师大文学院：学术为基 实践为

本，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2）育人模式辐射效应与示范作用明显 

  2019 年 11 月 20 日，相关成果在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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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上展出，备受关注； 

省内外多所高校前来交流研究生教育改革经验，借鉴育人模式，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文教指委委员、青年长江学者、芙蓉学者

等多位知名学者对育人模式与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