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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季学期。教学和管理工作已经拉开帷幕，在这样

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对 2021 年的工作进行回望和总结是非常必

要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学院书记、院长的领导下，一步

一个脚印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学校交给我们的各项工作。现

就我分管的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工作以及外事工作做以

总结。 

一、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建设 

在 2021 年初。学院对研究生培养及学科建设，就进行了科

学合理的规划与设计。因为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结合非常

紧密，所以我们将学科建设的规划和设计与研究生培养的全流程

进行了有效的结合。纵观 2021 年全年工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

进行总结：立管理制度、提教师素质、创培养模式、变课程形态。 

学院的核心理念是培育“美的传媒人”，具体到 2021 年的研

究生培养及学科建设，第一是实施“管理制度，师生同责”，原

则是减少人管人，用制度管人。学院根据教育部、学校的相关要

求，对研究生的开题、预答辩、答辩、申请学位等流程出台了一

系列的管理制度，如《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艺术硕士专业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

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细则》《传媒科学学院（新



闻学院）课程安排及授课管理条例》《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

院（新闻学院）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的制订与修订。在研究生培养流程上，

从招生出题、自命题阅卷、复试等工作，都严格遵守执行学校和

学院的相关的制度与流程。研究生的开题、预答辩学院也是执行

了比学校更严格的规定，如开题前置条件的要求，对一次开题不

合格的同学执行二次开题，所有申请学位学生论文的全盲审等。

除了相关制度建设外，学院还多次分专业院系、学科，组织召开

研讨会，倾听教师和同学们的心声，对研究生培养环节进行调整。 

第二个方面是“提教师素养，学德共进”。将提升教师的专

业素养和师德师风的建设融合在一起，成为教师特别是研究生导

师培训的一个特色。在学院书记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学院美育课

堂教师午餐会等工作。专门策划、组织开设了多场“导师专业能

力提升工作坊”，以专业学习，带师德师风，以研究生培养带学

科建设与科研。邀请研究生院副院长秦春生为导师们分享了艺术

硕士培养方针政策解读、专业学位论文及作品要求；教授、博士

生导师史桂芬，就国家科研项目申报选题、申报书撰写进行了经

验交流。另外，就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举办教师研

讨会，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为保证工作坊学有成效、办有效

果，学院将“导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的参与度和出勤率作为

导师年终绩效考核的一项指标。第三方面，“创培养模式，本硕

贯通”。在“美的传媒人”的核心理念下，学院一直以“大联创”

模式展开本硕贯通的实践课程的学习和建设。到目前为止，大联

创的模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特别是对广播电视方向艺术硕士

和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创作能力、专业水准的提升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大联创也成为了我院在专业硕士培养上的一个亮点。



2021 年，是学校实施“3+1+2”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第一年，

学院出台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认真遴选人才。目前，六名学生进入

到了“3+1+2”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由研究生工作分管副院

长担任创新拔尖人才的班主任，我院的五位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担

任导师。创新拔尖人才计划的初始阶段，就进行了合理科学的顶

层设计。坚持集体组会，寒假课程计划开展了具有传媒特色的小

学期学习，采得专题讲座形式，以五位导师为主讲，同时邀请学

校的其他教师参与到教学团队当中来。小学期学习引发了本院教

师、本科生及硕士生的强烈兴趣，每次线上讲座都有超过 70 人

参加，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力。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方式、同学

们的学习热情以及教师们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都起到了良好的示

范和引领作用。青媒论坛是我院专门为研究生设置的一个学术论

坛，目前已经举行了第二期，在全省乃至全国的传媒专业都产生

了非常好的影响。我们以专业学术会议办会的理念来为硕士研究

生创办“以赛代练”的学术会议模式，让学生感受到学术研究的

尊荣感和成就感。青媒论坛还邀请吉林省兄弟院校的教师来担任

评委和观察员，嘉宾们对学院研究生培养的这一创新模式都给予

了高度评价。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与会的老师都表示，希望

2022 年能共同主办青媒论坛。第四方面，“变课程样态，术道并

举”。我院专业硕士培养实行双导师制，2021 年学院启动了第二

轮重专业硕业内指导教师遴选聘任工作，聘请 54 位吉林省业界

精英为广播电视方向艺术硕士和新闻传播专业硕士业内指导教

师并颁发了聘书。目前，师生互选工作已经结束，学院已开始着

手将业内指导教师指导内容引入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同时，与

本科教学展开了积极良性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品教学

工作坊良好的教学效果也值得期待。与这配套的实习基地建设也



蓬勃展开，在原有的吉林省级硕士实习基地基础上，继续开拓新

的实习基地。 

在科研方面，目前，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学科优势特色学科 B

类有，戏剧与影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理论。在吉林省特色

高水平学科终极检查中，已完成立项建设及学科建设方案。国家

社科基金 2 项，省社科规划项目重点项目 2 项，一般项目 4 项，

政府委托及企事业委托项目 2 项，校内青年团队项目 1 项目，前

到账经费总额超过 107 万。CSSCI 核心论文 31 篇，其中 1 篇被

新华文摘摘要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SCIE 论文 1

篇，1 篇报刊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学术著作 7 部、教

材 1 部。教科研奖励 2 项，艺术创作奖励 8 项。 

在外事工作方面，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去年的外事活动，基

本上是以线上的学术会议为主，我们也在为 2022 年的线上国际

交流项目及学术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 

二、工作不足反思 

在 2021 年，研究生培养管理流程上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如档案管理、学分审核等方面。出现这些不足，一方面是由于研

究生秘书更换频繁，另一方面是管理抓落实不够细致。 

学科建设人才引入一直是短板，除客观上受到资金、地缘限

制，也是工作不够深入，没有花大工夫、下大力气去寻找、培养

人才。 

在科研方面，国家艺术基金申报空缺，造成年度经费总数下

降，要引起足够关注。而在国家社科项目 2 个立项都在新闻学、

传播学，中戏剧影视学科、艺术学理论学科空缺，说明科研培育、

发展不均衡。 

在外事工作方面，学生留学、国际交流数量不足，对学科发



展与评估也会产生影响，对学生的国际化培养也是短板。 

三、2022 年的建设目标 

（一）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管理质量，严格日常教学监控，

建立毕业及学位申请全流程管理模式。“3+1+2”创新拔尖人才

培养进一步探索，建立传媒模式。完善实践课程体系，形成稳定

教学团队，举办“纪录片创作工作坊”等系列工作坊活动。 

（二）学科建设以本硕联合的基础性教学团队为依托，形成

科学合理的科研团队。以学院立项方式对重点项目进行扶持，为

下一轮国家及省的学科评估做准备。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教师交

流，促进不同学科的交融、合作。继续开展导师素养提升工作坊

活动。 

（三）科研建设上，提升年度科研经费入帐数额，同时，为

国家级项目申报做好准备。 

（四）外事工作方面，加强以线上方式与国外知名大学进行

学术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