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选聘办法

（山大研字〔2011〕3 号文件发布，2021 年 6 月修订）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推进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利用校外优质教育资源和产教融合型企业资

源，加快我校“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强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的队伍建设

和管理，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文件精神，以及国家有关研

究生导师的要求和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遴选原则

（一）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原则，把师德师风作为专业学位兼职导师遴选的第一标准。

（二）专业学位兼职导师，应按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的需要确定规模，本

着有利于改善导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层次结构，有利于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有

利于引导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目的进行遴选。

（三）遴选和聘任专业学位兼职导师必须坚持思想与业务全面考察，特别突出对实践经

验和专业技术能力方面的要求。

（四）专业学位兼职导师实行聘任制，每一聘期为三年，可连选连聘。

（五）坚持标准，优化结构，公开公正，择优选聘。

二、遴选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热心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政策法规，明确所从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专业修养，为人师表，能够履行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导师的职责。

（二）年龄在 6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一般在本行业领域具有 10 年以上实践、研究或

管理经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高级职称（含副高）或正处级以上行政职务；

2.具有高级专业资质，且在本行业领域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突出工作业绩的人员；

3.在本行业领域具有较高声誉，并经行业协会或其它相关单位推荐的人员。

（三）能够协调、沟通、促进其所在单位与我校相关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合作建设研究生

教育创新中心（基地）、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产教融合创新中心等实训实践平台

等，开展长期的、实质性的教学、科研或实践创新层面的合作，推动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产教融合。



（四）能根据各培养单位的教学和实践安排，认真完成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实

践指导、项目研究、创新研发和论文答辩等环节工作，同时能够积极参与学校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改革，建言献策，推动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三、遴选程序

专业学位校外兼职导师遴选工作一般每年集中进行两次。具体程序如下：

（一）专业学位兼职导师的遴选，由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负责初选、联络和申报

材料的准备，由各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审核，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审批。

（二）拟聘为我校专业学位校外兼职导师的人员，应填写《山西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校外兼职指导教师资格审批表》，并应附其学历、职务、职称、科研成果及奖励等相关证

明材料。

（三）各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召开专门会议，根据遴选条件和本专业学位学科建设

的实际需要，对申请人的学术及实践水平进行全面审查，并进行无记名投票，三分之二以上

委员同意方为通过。

（四）各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的校外兼职导师名单及有关材料，报研究生院

专业学位办公室审查并在网上公示，公示期为一周。公示结束后，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报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

四、聘任程序

（一）专业学位校外兼职导师审批通过后，由学校统一签发校外兼职导师聘书，交由各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代表学校向受聘人员颁发。

（二）聘期结束后拟继续聘任的，应于聘期结束前两个月，由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

心向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提出延聘申请，并向受聘人员重新颁发聘书。否则，聘期结束

后，受聘人员兼职导师资格自动解除。

（三）非经正式程序，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不得随意聘请校外人员担任本专业学

位研究生兼职导师。

五、其他

（一）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于 2021 年 6 月修订，自修订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