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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光学工程硕士学位点于 2018 年获批授予权，

2019 年面向国内外正式开始招生。学位点培养研究生遵循“学科+高

端院所+龙头企业”的思路，服务于佛山市光电产业、半导体照明产

业以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为华南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本学位点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以立德

树人为目标，培养符合以下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求真务实、注重实践、开拓创新、

永攀高峰的科研精神。

2．在科学研究或专门工程技术工作中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能

力。

3．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

料。

4．较全面掌握光学工程学科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知识和理

论，及时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力或独

立从事开发设计工作的工程能力。能在光电信息技术与工程和光电子

技术与光子学等领域内从事教学、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和技术管理等

工作。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学位点设立之初为“光电材料与半导体照明”、“光电子信息与技

术”、“光学检测与成像”三个研究与招生方向，自 2022 年调整为“光

电材料与半导体照明”、“光学设计与系统”、“激光光场调控技术与应

用”三个方向。

（1）光电材料与半导体照明方向，以科学研究为抓手，突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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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的共性技术与核心技术的研究，本方向根植和服务于佛山市光电

产业，开展宽禁带半导体光电材料、健康照明、智能照明等应用技术

研究。

（2）激光光场调控技术与应用方向，针对信息光电子器件精密

化，开展光电子器件、三维全息等前沿技术研究，研发光电子功能器

件。

（3）光学设计与系统方向，利用光学投影断层、激光散斑、光

学精密成像等技术，开展高精光学检测与生物医学功能成像等应用技

术研究，研发医疗与工业仪器，并致力于产业化。

（二）学科建设情况

学位点立足华南地区光电产业的前沿科技问题和产业共性问题，

开展光电材料与半导体照明、光学检测与成像、激光光场调控技术等

3个方向的研究工作，科研成果每年在国内外主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在国内外形成较大的影响力。近 3年，学位点导师主持国家级、省级、

市厅级、横向课题合计 58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项（其中

面上项目 8 项）、广东省粤港澳联合实验室项目 1项、广东省科技重

大攻关项目 1 项、广东省粤佛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广东省工程中心项

目 1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5 项，累计总经费 3411.8 万元。以第

一完成单位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师生共发表核心期刊

论文 98篇，其中 SCI 论文 81 篇。

在服务产业、LED 芯片研制及其在微纳显示应用、高端眼科医疗

科学设备研发、深海光谱仪研究等领域上，服务国家、地方重大发展

需求，并形成自己鲜明的技术特色及优势，与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科研平台开展合作，共同完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

通过本学位点主持建设的粤港澳智能微纳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



3

和教育部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半导体光学工程学院，实现产教研融

合，一方面攻克企业所面临的技术问题，提高横向科研项目数量及经

费；另一方面促进教师和企业的沟通，了解行业动态，实现科研成果

落地。鼓励教师参与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开展科普宣传，担任企业

特派员，参与国标、行标、团标的制定。

（三）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学位点 2022 年招生情况见表 1。经过 3 年的发展，学位点知名

度不断提升，招录比不断攀升，从2019年的40%提升到2022年的117%。

目前在读研究生 46 人，生源质量较好，录取的考生全部是全日制本

科毕业生，部分考生来自 211 和省级 211 学校的本科毕业生。现有毕

业生一届，授予学位 10人，其中 2名研究生继续深造，到清华大学、

深圳大学读博，其他毕业生全部就业，就业率达 100%。

表 1. 近年学位点招生与毕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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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学位点共有全职硕士生导师 24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 18人，占

75%，博士 23 人，占 96%。导师职称及年龄分布情况见表 2。导师中，

广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人，泰山创业领军人才 1人，广东省

教学名师 1人，国家科技奖二等奖获得者 1人。目前学位点的生师比

达 1.9：1，师资力量充裕，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学位点三个方向

的研究生导师主要骨干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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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位点导师师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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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生导师骨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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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学位点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按照夯基础、顺机制、聚主业

的工作思路，将研究生思政教育与能力提升有机融合，不断探索新工

科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径。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思政教育和管理工作，实施思想政治工作

导师与辅导员协同的管理机制，落实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

主体，即以导师为研究生管理第一负责人，同时设有专职辅导员，辅

导员为思政工作引领人与落实人，共同从事研究生的日常思想教育工

作。研究生党员归属光电信息工程系学生党支部，辅导员担任党支部

书记，研究生党员协助辅导员开展思政教育工作，在学院党委的统一

领导下，以党建引领研究生思想政治和日常管理，充分发挥研究生党

员在思政教育阵地中的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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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日常管理和教育工作中，学位点具有完善的导师与辅导

员工作制度和清晰明确的职责分工。针对新冠疫情，由专职辅导员协

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紧抓“三检”，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追踪；

导师在研究工作与生活中共同参与思政教育，通过线上交流、线下走

访实验室，建立常态化的辅导员与导师交流模式；做好研究生骨干队

伍建设工作，引导其互相学习、自我管理。以培训会、座谈会、茶话

会等方式线上、线下共同开展骨干培训；实现了研究生安全稳定“零

意外”、研究生奖学金评定“零投诉”、研究生奖助金发放“零差错”、

研究生学籍注册“零欠费”、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稳步提

升的目标；加强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学院面对新形势新局面，

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量，积极帮助引导所有毕业生找到理想的工作。

其中，关财忠、易敏两位同学到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大学读博

深造，其他毕业生全部就业。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位点研究生人才培养计划中，开设有《自然辩证法概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两门思想政治课程，共 3 学分。所有专

业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均按大纲要求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将爱国主

义、实事求是的自然科学精神、职业技能与伦理教育等贯彻于所有课

程学习中。

学位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核心原则，以党建促教学，不断

夯实研究生教育的思政基础。通过进行形式多样的党建教育与活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青年研习社物电学院分社为

平台，紧抓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例如，在 2022 年内，共计开

展了“博士有约”沙龙开讲、18 次教育活动；开展了两期党校培训

班，共计培训 25人次；高质量完成党员发展任务，共发展 3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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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党章、宪法知识竞赛，参与人次 56人；组织开展领航伟大征程，

谱写时代华章——学习二十大精神系列活动，共 8场，参与人次达到

200 人；2022 年 8 月南方日报刊登《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20光学工程研究生熊志航代表学校接受文字采访；开

展特色党支部活动 8 次，研究生党支部专题党课《“党的青年运动史”

微党课暨真人图书馆活动》得到佛山日报等主流媒体的专题报道。

（三）校园文化建设

1．红色文化的传承。根据研究生的特点，开展特色党支部活动、

党的知识竞赛与爱国主义征文活动，在各类活动中进行党的理论教育

和党性教育，使得红色文化成为研究生科研奋斗的力量源泉。

2．科研探索精神的传承。发挥研究生的传帮带与主人翁的作用，

在本科生中开展导师制的创新性人才培养。研究生作为副导师与队长，

在导师的指导下带领本科生在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参加各类科

技比赛，使得科研探索精神在研究生与本科生中得到传承，科研工作

得到延续，考研招生工作得到落实。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学位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

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为目标，及时圆满地解决研究生日常生活和学习

中产生的困难和诉求。每学期均举办了 1 场学院领导与研究生座谈会，

现场解读人才培养方案与学位论文的要求，进行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

文件与行为的讲解，结合任课教师的反馈意见进行学风引导与纠错。

了解学生在课程学习、科研任务、日常生活及就业择业方面面临的困

惑和难题，帮助研究生明确努力方向，解决好实际诉求；瞄准人才培

养目标，建立研究生科创交流平台，实时进行线上的答疑与指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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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每年进行了研究生满意度调查，并对调查中学生提到的困难与问

题进行解答与解决，做到件件有回复，事事有落实。

学位点领导每年走访全体研究生宿舍 2 次，解决学生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与矛盾，让学生都能安心愉快地在校园里生活。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学位点在培养过程中逐渐凝炼培养特色，突出应用性、针对性和

融通性。学位点严格遵照研究生院制定的相关制度，按人才培养计划

100%完成了课堂与实践教学环节，教学秩序正常，没有出现教学差错

与教学事故。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对照教育部有关核心课程的指南，修订了 2021 级人才培养计划。

其中，专业课程中的必修课程“高等光学”、“光电子学”是教育部对

学位点指定的核心课程；10 个专业课程的选修学分中，每位学生应

选修不少于5个学分的核心课程。表4为学位点近年开设的核心课程。

为了促进粤港澳三地高校的科技交流，本学位点对 20级和 21 级研究

生开设了粤港澳开放课程，邀请澳门科技大学李建庆教授、赵庆林教

授主讲了《多媒体安全取证及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开放课程。安排

了 21级一位研究生参加了澳门大学的粤港澳夏令营活动。

表 4. 学位点已开出的核心课程

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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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学位点分别组织了校级、院级的教学督导进行随堂课堂教

学秩序检查与听课，检查了全部研究生课程考试材料，跟踪了研究生

开题报告环节。根据教学督导的反馈，学位点敦促教师根据发现的问

题及时进行持续的改进，使教师课程考试命题符合教学大纲要求，难

易适中，考试成绩呈正态分布；试卷分析规范、到位，教师阅卷评分

科学规范，无错判。

（二）导师选拔培训

在落实学校有关导师遴选条例的基础上，学位点根据学科的特点

特别制定了《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光学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硕士研究

生导师优先权遴选方法》，从师德师风、导师科研绩效两个主要方向

进行导师遴选。特别在师德师风、学术不端、实验室安全、弄虚造假

等方面实行一票否决制。根据绩效排序遴选导师优先权的制度，保证

科研经费充裕、坚持在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具有指导研究生的优

先权。

学位点每年定期召开导师各类主题培训活动 2 次，对全体导师进

行实验室安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管理规定、导师行为规范等

主题的业务培训，保证国家、省市的教育精神直接落实到导师一线，

引导导师积极投身到研究生教育培养中。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位点根据《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师德建设方案》文件，每年组

织研究生导师上岗培训，将师德师风教育和爱国奋斗精神作为人才培

育的重要内容。学位点定期邀请学院党委书记为全体任课教师、硕士

生导师系统地宣讲了《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新时代高校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通过学院网站、易班及公众号、微信等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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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集中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彰显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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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级研究生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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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ete solitons in zigzag waveguide array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linear mixing between

nearest-neighbor and next-nearest-neighbor

couplings

1. Coat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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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pt Eng ( )

3. Ғ≠̂ ̃

1. Full-field optical multi-functional

angiography based on endogenous hem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2. Full-view three-dimensional shape

parameters measurement and visualization

3. with logic optical projection tomography

ѿ ԍ ᾣ ҈ Ἕ

1. Ғ≠̂ ̃

2. ᵫ

( )

1. ѿ

2. ᾣԋ

1. J. Biomed. Opt.̂ ҈ ̃

2. Ғ≠̂ ̃

3. Ғ≠̂ ̃

4. ᴆ ᵬ

1. Spatiotemporal absorption fluctuation

imaging based on U-Net

2. ѿ ԍ ᾣ ҈ Ἕ

3. ѿ ԍ ᾣ ҈ Ἕ

4. ԍ U-net Ἕ V1.0

1. Ғ≠̂ )

2. ᵫ

̂ ̃

3. Έ ԑ +

1. ѿ № ᾣ LED ᴆ

2. ᾣ ᾣLEDᾣ

3. ꜚ ֲ͠ᴑ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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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ҙ ѿ ȁ

қ 4. ΐ 3D ̂ ҈̃

1. Progress in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

2. ԋ

1. ԍᵞ ᾣ ᾣ

2. ԍᾣ ᵞ ת

Micromachineŝ҈ ̃
A Review of Optical Imaging Technologies for

Microfluidics

1. Ғ≠( ̃

2. Ҭ

1. ѿ ῤᾣ

2. ԍ BB84 ᾣ ῏

№

表 6. 20级研究生学术成果

̂ ℮ȁҒ≠ȁ ̃

1. Optics Express (ԋ )

2. Chaos Soliton Fract.

(ѿ )

3. IEEE photonics journal

(҈ )

1. Geometric phase with full-wedge and

half-wedge rotation in nonlinear frequency

conversion.

2. Discrete quantum droplets in

one-dimensional optical lattices.

3. Robust Geometric Phase of Bloch Sphere

Deformation in Quasiphase Matched

Structures.

ᴝ

1. Progress in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

2. ᾣҍᾣ ̂

̃

3. Ҭ ᾣ ̂ ̃

1. Four-focus Switch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for Whole Eye Segment Imaging and

Visual Axis Parameters Measurement.

2. ᾣ ῏ᾣ

3. ⱬ ᾣ

ᶃ

1. Progress in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

2. Optics Express ̂ԋ ̃

1. Metal Nanoparticle Reagents Image in

Mouse Bladder With Photothermal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2. Fast and Stable Fourier Ptychographic

Microscopy Based on Improved Phase Recovery

Strategy

1. Nanomaterials(ԋ )

̂ ̃

1. Transition metal oxide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supercapacitors: 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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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 )

3. Energy&fuels (҈ )

2. High performance g-C3N4 @NiMoO4/CoMoO4

electrode for supercapacitors.

3. Facile-Synthesized Ni-Metal-Organic

Framework/Nano Carbon Electrode Material for

High-Performance Supercapacitors

ᴯ

1. Infrared Phys.

Technol.̂ԋ ̃

2. Proc. SPIE (EI)

3. Opt. Laser Technol.

̂ԋ ̃

1. Switchable generation of dual-wavelength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pulse patterns

in a double-cavity fiber laser

2. Dual-Wavelength Pulse Superposition

States in a Fiber Laser

3. Artificial manipulation of h-shaped pulse

generation by synthetizing composite

filtering effects

Opt. Lett. ̂ԋ ̃

Meta-learning-based optical vector beam

high-fidelity communication under high

scattering

֦
Materials Today Chemistry

̂ѿ ̃

Highly distorted Cr3+-doped

fluoroantimonate with high absorption

efficiency for multi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pplications

ᴚ Ғ≠ ѿ Ἕ

（五）学术交流情况

从 2020 年开始，学位点新增要求每位研究生必须参加校外学术

讲座 1 次。2022 年度，组织了部分研究生参加了广东省物理学会年

会，进行粘贴报告学术交流；部分导师组织了 8 人次参加国内外学术

会议，如 2022 年光电、能源与新材料大会等，并进行粘贴报告学术

交流，学生获优秀海报奖。

学位点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英国南威尔士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建立了较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多年来一直与以色

列特拉维夫大学 Boris 研究小组、澳门科技大学李建庆教授研究小组

等联合发表论文。2022 年累计联合发表国际合作论文 20篇。

目前，学位点与英国南威尔士大学正在联合培养联招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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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与澳门科技大学联合培养联招博士研究生 1 名。2022 年澳门科

技大学派遣一位硕士研究生到本学位点进行访学一年。

表 7. 2022 年教师（或研究生）在学术会议上做交流情况表

ֲ
ᴪ

1 2022 ᾣ ȁ ҍ ᴪ 2022-01

┴ ᵣ

ῒ ᵣ Ҭ ̂

̃

2
̂ ̃

2022 ᾣ ȁ ҍ ᴪ 2022-01

High performance

g-C3N4/NiMoO4/CoMoO4

electrode for

supercapacitorŝposter̆ᴨ

̃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校为研究生提供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新生奖学金、学业

奖学金、助学金、三助津贴、科技成果奖励奖金等各种奖助政策。表

8是我校各类奖、助、贷学金情况。其中，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学业奖学金、三助一辅岗位津贴等的奖助标准及其评审发放程序按照

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国家助学金、学校学业

奖学金等已覆盖全体研究生，奖助学金额已经能抵扣学生的学费与住

宿费，能降低全体研究生的经济压力，使学生能安心就读。

表 8. 奖、助、贷学金的情况

ȁꜛȁ ꜛ ꜛ

1 ̔ 20000 ᾝ
ᵝ ᴨ ῃ

└
1.4%

2

̔ ҙ

̂20 ᾣ ȁ21

ᾣ ̃

10000 ᾝ ѿ ҙ 20%

5000 ᾝ ԋ ҙ 35%

2000 ᾝ ҈ ҙ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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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ҙ

̂22 ᾣ ̃

12000 ᾝ ѿ ҙ 40%

7000 ᾝ ԋ ҙ 60%

3 ̔ᴨ ᵝ

20000 ᾝ ᴨ ᵝ Ҍ

ԇ

ᵝֲ

5%

10000 ᾝ ᴨ ᵝ

2000 ᾝ ᴨ ᵝ

4
̔ ҙ

꞉
5000 ᾝ/ֲ

ⱳ ῤ Ῑ

ᵝ ԍ 9 1 ╠ ῀

ῃ └ ҙ

̂ ̃

22%

5 ꜛ̔ ꜛ 6000 ᾝ/
ῃ └̂ῃ ֟ ӟ̃

100%

6 ꜛ̔ ꜛ 5000 ᾝ/
ῃ └̂ῃ ֟ ӟ̃

100%

7 ꜛ̔ҳ ꜛ 2000 ᾝ/

ֲ ̆

ᴴ ̆

̂ Ԋᴆ̃̆ ҳ
100%

8
ꜛ̔ ľ҈ꜛѿ Ŀ

ᵝ ꜛ
600 ᾝ/ ꜛ ȁꜛ ȁῚ 30%

9 ̔ ꜛ

ֲ

Ҍ 16000

ᾝ̆Ҍᵞԍ

1000 ᾝ

ῃ └ 14%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情况

1．积极开展研究生培养的教改研究。学位点目前主持在研 2 项

广东省研究生教改课题。其中，学位点负责人陈国杰教授承担的广东

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不唯论文和 AGIL 理论视野下地

方高校光学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带领学位点积极探索出

一条服务地方产业、具有攻关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高素质应用型硕

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曾亚光教授主持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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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计划项目“2022 年广东省‘先进光学检测与成像技术’研究生暑

期学校”力图通过省级校际的研究生学术活动，加强本学位点的学术

交流，开阔研究生的视野。

2．开展方向导师组集体培养研究生的联动机制。以科研团队的

纵横向研究课题为载体，通过导师之间的分工协作与优势互补来提高

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提升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特别是在课题实施过程

中，通过团队导师的共同管理、通力协作、集思广益，不仅使研究生

可以得到来自导师团队的经常性教学指导，导师团队之间沟通交流有

利于激发研究生自身的协作创新能力、科研意识和学术潜力，提升团

队成员之间的融合度和凝聚力，为研究生拓展出更广阔的研究视野，

能够不断孕育出创新成果，有利于研究生按期完成学业。

3.学位点创新了“双学院制”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即产业学院与

传统学科型学院融合，实行理事会指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制订完备的

产业学院管理制度，实现方案共订、师资共培、平台共建、人才共育

的“四共”育人局面，形成校企协同教学“同心圆”。学位点目前正

在开展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不唯论文和 AGIL 理论视域

下地方高校光学工程硕士生培养模式探索”的研究，着力培育服务于

佛山市光电产业、半导体照明产业以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应用型高

层次复合人才。

（二）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情况

1. 推行岗位激励与绩效激励双轮驱动的分配模式，体现“多劳

多得，优劳优酬”；推行导师遴选的绩效制度、科研实验室场地绩效

分配制度，鼓励导师队伍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

投入更多精力，多出重大成果；同时，学位点建立高层次人才的全职、

柔性和人才复用等多种形式用人机制，实施以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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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项，培育高企 5家，2021 年获广东省科技奖二等奖 1项。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改革创新情况

1．红色文化的传承。根据研究生的特点，开展特色党支部活动、

党的知识竞赛与爱国主义征文活动，在各类活动中进行党的理论教育

和党性教育，使得红色文化成为研究生科研奋斗的力量源泉。

2．科研探索精神的传承。发挥研究生的传帮带与主人翁的作用，

在本科生中开展导师制的创新性人才培养。研究生作为副导师与队长，

在导师的指导下带领本科生在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参加各类科

技比赛，使得科研探索精神在研究生与本科生中得到传承，科研工作

得到延续，考研招生工作得到落实。

（五）国际合作交流的改革创新情况

学位点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英国南威尔士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建立了较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多年来一直与以色

列特拉维夫大学 Boris 研究小组、澳门科技大学李建庆教授研究小组

等联合发表论文。2022 年累计联合发表国际合作论文 15篇。澳门科

技大学 2022 年派遣硕士研究生一名到学位点访学一年。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本学位点已招生 4 届，已毕业 1届学生。根据《学术学位授权点

抽评要素》，学位点自行进行了自我评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学位点精品课程建设情况较滞后。目前学位点研究生课程体系

仍未有省级以上的精品课程。学位点也没有针对课程体系出版的教材。

目前暂时还没有获奖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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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志愿报考学生虽逐渐增加，但是来自 211、一本学校的生

源质量仍然偏少。

3.研究生成果比较单一，在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方面有显著优势，

但在科技竞赛方面参与度不高，取得的省部级以上奖励偏少。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学位点对 19级所有毕业生的学位论文在答辩前开展了校外双盲

评审，抽取了 8位学生（占比 80%）进行学位论文盲答辩。所有毕业

生学位论文均通过了盲审。学位点抽取了 54%的 20 级硕士研究生学

生参与双盲的中期筛选答辩，抽取了 5 名 21 级硕士研究生参与开题

报告的盲答辩。学位点力图从培养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采用独立评价方

式加强对学位论文质量的监控。

学位点每个学期分别召开全体导师的业务及学术道德规范的学

习。对师生学术不端行为执行一票否决制，对不通过学位论文盲审的

导师进行一票否决制。每学期召开全体研究生大会，重申学位论文和

学位授予管理的相关规定，学习科学道德规范相关管理规定。

六、改进措施

针对存在的问题，学位点拟在以下方面采取持续的改进措施：

1.通过导师绩效考核、津贴业绩奖励方式，鼓励任课教师、导师

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建设，凝练出课程建设队伍，

以省级精品课程要求每门课程进行建设。通过精品课程的打造，从根

本上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提高学科知名度，加大研究生招生宣传与研究生成果宣传，做

好研究生就业的服务工作，提高考生对学校、学位点的认同感。发动

导师、在读研究生回原母校、在学术会议上积极主动地进行学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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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招生宣传，多途径多方式地进行学位点宣传。

3.提高导师遴选准入门槛，强化导师的考核选聘、奖罚退出机制，

保证科研绩效突出的导师对于指导研究生具有优先权。学位点同时也

加强学科建设，通过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申博等核心工作，提升研

究生的培养平台。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管理，健全研究生分流淘汰机

制。

4.利用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加强与香港科技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

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推动港澳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佛山市发达的光

电产业有机融合，解决国际、国内的科技难题，实现国际化的研究生

教育人才培养，通过人才交流、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产教融合推动

大湾区的经济、科技、人才、社会的全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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