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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内容提纲

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基础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相关政策

实验室非全日制工程硕士项目培养特色



报告提纲
国家级创新平台

1989年 国家计委批准建立

连续四次评为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20周年总结表彰

大会上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获“金牛奖”
2004

2000、2005、
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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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地位与影响

实验室是全球本领域：

 科学研究实力和水平最强的单位之一；

 高层次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最高的单位之一；

 成果转化力度和成效最好的单位之一；

 科学实验条件最优的单位之一。



报告提纲内容提纲

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基础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相关政策

实验室非全日制工程硕士项目培养特色



报告提纲录取类别、档案管理

 录取类别

非全日制学生以定向（签约工作单位）方式攻读学位

 招生专业

测绘工程、计算机技术、电子与通信工程

 档案管理

入学报到时档案仍在工作单位管理



报告提纲学费、生活

 学费

非全日制研究生学费：2.2万元/年，共需缴纳3年，合计6.6万元，实验室导师、成果

转化企业将尽力为学生提供奖学金、生活补助

 住宿

非全日制研究生自行住宿，在学校附近或实习企业附近合租公寓

 医疗保险

实验室提供经费，支持研究生自行购买居民保险



报告提纲学制、培养方案

 学制

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制3年

 培养方案

非全日制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同一培养标准，制定相同的学分要求，特色

化的课程教学和实践环节

 学习时间

非全日制研究生根据培养模式可灵活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最大限度地发

挥学习潜能



报告提纲学历学位证书

 学位证与全日制学位证一致

 毕业证对培养方式进行标注，培养方式分为：全日制、非全日制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
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报告提纲毕业去向

 攻博

非全日制研究生可通过“申请-考核”方式攻读博士学位，每年3月由学校统一组织

英语考试，实验室组织笔试、面试择优录取

 就业优势

实验室一流理念和严谨培养，帮助非全日制研究生形成的素质和能力优势，将成为

同学们就业的最大优势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均可享受实验室的校友资源，合作企业、公司的内部推荐



报告提纲内容提纲

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基础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相关政策

实验室非全日制工程硕士项目培养特色



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身心健康

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培养一流的创新能力

以问题为导向，培养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良好能力

培养目标：地球空间信息领域一流应用型创新人才，成为未来行业技术和管理精英

。实验室致力于培养一流研究型创新人才和一流应用型创新人才；非全日制专业硕

士培养是实验室一流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提纲实验室非全日制工程硕士项目定位



报告提纲培养方案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任课老师

自然辩证法 2 2 张密生

硕士英语 3 2 何虹

信息检索 1 2 研究生院

知识产权 1 2 研究生院

矩阵论 1 2 湛少锋

数值分析 1 2 湛少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任课老师

地理信息理论与技术（研
讨课）

2
1 空间信息系统

与服务教研室

新型遥感信息处理与应用
技术（研讨课）

2
1 航空航天摄影

测量教研室

航空航天摄影测量（研讨
课）

2
1 遥感信息处理

教研室

3S集成与应用（研讨课）
2

1 3S集成与网络
通信教研室

卫星导航案例分析（案例
课）

2 2 柳景斌

移动测绘（案例课） 2 2 杨必胜

智慧城市（案例课） 2 1 陈能成、吉奥

GIS软件工程（案例课） 2 1 朱欣焰

素质实践研讨课（线上研
讨课）

2 1-5 实验室、企业

公共必修课（8学分） 专业必修课（8学分）

课程总学分不少于34学分，其中：
1．学位课学分不少于24学分（含公共
必修课10学分，专业必修课8学分，专
业实践6学分）；
2．选修课程不低于10学分



报告提纲研讨课

组建以教授、青年教师及博士后为主的讲师团队，指导学生对专业前
沿课题开展以学生自主学习、小组研讨、课程报告为主的学习，实现
对专业领域宽广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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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案例课

 实验室开设四门案例课，由校内导师和

企业导师联合授课，开设的课程主题包

括：卫星导航案例分析、智慧城市、移

动测绘、GIS软件工程等。

 案例课程内容涵盖理论知识讲授、案例

讲解、实践作业，将最前沿的知识结合

实际应用项目呈现给学生。学生在课堂

里可以获得项目管理、软件工程、应用

开发等相关知识。

《智慧城市》案例课程大纲
周次 教学内容（包括课堂讲授、实验、讨论、考查等）

一
智慧城市综述：背景、内涵与外延、技术体系、标准体
系和产业现状

二
智慧城市支撑技术：多系统汇聚互联、数据活化和以人
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技术

三
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及云服务关键技术：大数据与时空
大数据、城市时空大数据和面临挑战

四
智慧城市综合管理与智能决策关键技术：综合管理指标
体系、多层次智能分析决策模型管理技术、主动聚焦决
策服务技术和智能决策原型系统

五
智慧城市时空云平台案例教学：智慧徐州、智慧老河口
和智慧雄安时空信息云平台及应用

六 智慧城管案例教学：智慧福田、孝感、武汉城管及应用

七 智慧社管案例教学：智慧武汉、临沂、宿州社管及应用

八
智慧城市标准与评测体系与发展趋势：标准体系、评价
指标、国际标准、国内标准、发展趋势

九 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和分组考查（1）

十 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和分组考查（2）

十一 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和分组考查（3）

十二 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和分组考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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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实践课

 《素质实践》，实验室30余位教授、青年教师和博士后参与，每月两次与研究生共同
探讨学习、工作和生活话题，让大学文化和精神更深地融入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更好
地应对和解决成长成才的相关问题。

 学生：“在刚开始的时候，对这种微信群上课的方式真的不怎么看好，以为就是敷衍而

已，但随着课程的开始，我才真正认识到这门课的精髓，那么多知名教授学者亲力亲为
和我们聊科研、聊生活、聊理想以及同学们分享那么多美好的故事，爬八一冰川、徒步
香格里拉和稻城……没有一点点假大空，是那么的真实。虽然上课次数不多，但涉猎广
泛，从怎样演讲、做汇报、写论文到对志愿者、感恩等的认识，科研、生活，应有尽有
。每次作业老师们都认真批阅，分享他们感受。”



报告提纲实验室非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

已有工作单

位的本科学

历人员

攻读非全日

制研究生，

周末学习

提升专业能

力、获得校

友资源

与实验室合

作企业签署

工作协议

周一至周五

参与企业工

程项目，周

末学习

获得学历学

位、积累工

作经验

自行联系用

人单位签署

工作协议

周一至周五

参与导师科

研项目，周

末学习

提升专业水平，

有科研潜力的

申请攻读 博士

学位

传统
模式

校企
联培

助研
模式



报告提纲助研模式

 双向选择首先确定实验室导师，委培单位和校外导师由实验室导师推荐

或自行联系

 学习时间可自由选择，同时参与导师科研课题研究，完成实践学分

 导师可根据学生的助研工作量发放相应劳酬



报告提纲校企联培模式

 利用实验室和成果转化企业各自的资源优势为学生提理论课程，案例教

学，项目实践，职业资格证培训课程等，培养适应社会和行业需求的重

实践、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实验室与成果转化企业合作设立企业奖学金，选拔优秀的非全日制工程

硕士学位学生进行奖励。奖金额度为2.2万元

 研究生自第一学年起可进入公司开展工作，企业根据学生的工作情况发

放津贴，不低于4千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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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校企联培理念



报告提纲校企联培模式

 双向选择首先确定企业导师，校内导师由实验室推荐，学生、企业、实

验室签署三方联培协议

 学生周一至周五在企业进行项目实践、技术培训，周末或节假日在学校

集中进行理论、专业课程授课。在有需求和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在部分

校外地区开展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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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习

企业为每位学生配备指导人、班主任，以实践实习为课程载体，解决实际问题和核心价值，

参与企业项目任务，训练研究生的解决问题、理论总结、归纳整理和报告展示能力，形成规

范的实习文档，制定考核办法，严格要求，务求实效。

 举办阶段性座谈会，实现学生表达能力的锻炼和学习分享；

 每月识别学生能力级别，寻找与岗位要求的差距，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与指导人及企业

导师进行沟通，调整指导方案；

 每月收集学生在项目中表现优异者，在座谈会上，将他们的具体事迹和突出贡献点展现

给所有学生，同时进行特别奖励；

 针对学生的个别问题，进行点对点辅导，重要问题反馈给公司高层和校方领导，并随时

沟通，校企结合，分别指导。 ；

 班主任每月对学生的周/月报，及指导人提出的能力素养方面的问题，进行总结，提出改

进意见；



学习生活点滴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