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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1． 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同心缘”培养模式，是对境外研究生教育过程一体化的总体描述。

“同”是指境外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心”是指对中华文化主动、

自发的亲近和接受,达到“心相通”；“缘”是前述两个过程从长远来说所

产生的结果，因学而一生结“缘”。 

主要解决的境外研究生教育问题： 

①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以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认知、认同为

核心制定专业培养和中华文化教育双目标培养方案。 

②形成全过程培养模式。构建从认知到结缘全过程培养模式，抓住培

养中重要环节和关键核心要素，实现境外生分类管理和培养的标准化和有

效性。 

③导师的关键核心作用。解决境外研究生导师的选聘和评价机制。 

④延伸培养的效果。通过纵横延伸培养服务，使学生自觉成为中华文

化海外传播者、境内外文化交流使者，助推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提升。 

 

2． 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①以课程体系为依托，实现认知认同。推进专业教学与文化育人相辅相成。

②以导师队伍为纽带，实现心灵相通。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强化和完善导师责任

制。③以课外活动为载体，增进文化共鸣。④以校友会为主桥梁，贯通交流路

径。⑤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发挥侨校作用。改进国际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式，加强中文教学。 

 

3． 创新点 

(1)理念创新：“同心缘”培养模式围绕“缘”理念展开，将“缘”贯

穿研究生教育全过程和延伸培养过程。 

(2)模式创新：①侨校使命融入培养模式。从课程体系、学术活动到

导师引领、校友传承传播，彰显华侨大学独特的办学使命。②培养目标与

过程的统一。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将专业与文化教育相统一，

将中华文化认知、认同的教育与传承传播相统一，将在校生培养与延伸境

外校友服务相统一。③专业与文化并重。建立人才培养和立德树人并重的

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专业教学与文化育人相辅相成。 

(3)路径创新：①导师作用的强化。选拔优秀导师和导师团队，建立

督导评价、研究生评价和导师自我评价相结合考核体系。②校友会和校友

作用的发挥，搭起交流沟通的平台和桥梁。 

 

4．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成果 2013 年正式实施。该培养模式有助于学生成为文化交流沟通的

参与者、推动者、贡献者；有效发挥导师立德树人和专业教育的关键核心

作用，有利于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从实际效果看，我校

境外研究生教育在生源基础较好的地区（如澳门）和国家（如泰国），已

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最多5人）

第(1)完成人 
姓  名

王丽霞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4-06-27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华侨大学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8965522789
现任党
政职务

院长

电子信箱 wlixiahh@hqu.edu.cn 邮政编码 361021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华侨大学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18年3月获华侨大学“第九届高等教育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排名第一；2014年4月获福建省第七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奖（2014038公共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及

承

诺

项目总负责。

1.在探索和改革阶段积极主导改革方案设计；

2.在应用和推广阶段主持推进成果的落地实施；

3.主持对成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提炼和总结，推广研究成果。

本人承诺所陈述的主要贡献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符合
学术规范，成果知识产权无异议，相关材料不涉密、可在互联网上
评审及公示，上传的电子版与纸质版一致。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第(2)完成人 
姓  名

骆文伟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9-04-28 最后学历 本科

工作单位 华侨大学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联系电话 18965612525
现任党
政职务

院系主任

电子信箱 wwluo@hqu.edu.cn 邮政编码 361021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华侨大学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14年获福建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
奖，2015年获福建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及

承

诺

1.在探索和改革阶段积极参与；   

2.承担《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指导学生课外活动；

3.在应用和推广阶段负责课程体系建设和发挥导师作用。

本人承诺所陈述的主要贡献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符合
学术规范，成果知识产权无异议，相关材料不涉密、可在互联网上
评审及公示，上传的电子版与纸质版一致。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第(3)完成人 
姓  名

纪秀生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01-01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华侨大学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8250706315
现任党
政职务

党委书记

电子信箱 jxs63@163.com 邮政编码 361021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华侨大学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及

承

诺

1.在探索和改革阶段积极参与；

2.境外研究生导师，承担语言类课程；

3.在应用和推广阶段负责课程体系建设和发挥导师作用

本人承诺所陈述的主要贡献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符合
学术规范，成果知识产权无异议，相关材料不涉密、可在互联网上
评审及公示，上传的电子版与纸质版一致。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第(4)完成人 
姓  名

黄富贵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11-08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华侨大学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3859924065
现任党
政职务

副院长

电子信箱 hmm@hqu.edu.cn 邮政编码 361021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华侨大学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07年获6.18海峡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览会银奖

主

要

贡

献

及

承

诺

1.在探索和改革阶段积极参与；

2.在应用和推广阶段主持推进成果的落地实施，负责培养方案的修
订和完善。

本人承诺所陈述的主要贡献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符合
学术规范，成果知识产权无异议，相关材料不涉密、可在互联网上
评审及公示，上传的电子版与纸质版一致。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第(5)完成人 
姓  名

岳金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7-09-22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华侨大学
专业技术
职 称

研究实习员

联系电话 15260871769
现任党
政职务

副科

电子信箱 yuejin@hqu.edu.cn 邮政编码 361021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华侨大学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18年3月获华侨大学第九届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排名第五

主

要

贡

献

及

承

诺

1.在探索和改革阶段积极参与；

2.在应用和推广阶段参与境外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

3.项目档案整理保管。

本人承诺所陈述的主要贡献及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符合
学术规范，成果知识产权无异议，相关材料不涉密、可在互联网上
评审及公示，上传的电子版与纸质版一致。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最多3个法人单位）

第(1)完成

单位名称
华侨大学 主管部门 国务院侨办

联 系 人 王丽霞 联系电话 18965522789

传 真 0592-6161261 邮政编码 361021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华侨大学

电子信箱 wlixiahh@hqu.edu.cn

主

要

贡

献

   华侨大学总体规划、统筹管理、宏观把握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的改革创新与发展，通过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制度对学校各相关学
院研究生教育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协调服务、监督考评。分工负责
提供境外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信息和数据，为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
提供条件。

   主要贡献：

1.统筹负责境外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协调各学院和相关部门工作，
负责导师队伍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等工作；

2.采纳研究成果，应用并实践检验研究成果，推广完善，推动协调
落实境外研究生各项相关工作；

3.加强境外研究生教育制度建设，使同心缘培养模式得到较好的人
才培养效益。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综合意见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公章/三位理事签字：

                 年    月    日  

初

评

意

见

评审组签字：

                 年    月    日  

 



复

评

意

见

复评答辩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会长签字：

                 年    月    日  

 



五、附件目录

5.1 成果报告

5.2 成果证明材料目录
华侨大学境外研究生教育“同心缘”培养模式推广应用及效果证明

5.3 其他目录
视频支撑材料-澳门电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