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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在线示范课程

支持建设清单的通知

各培养单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

示范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22]22 号）的文件

精神，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

农业教指委）组织开展了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在线示范课程建

设项目申报工作。截至通知规定的时间 1 月 5 日，农业教指

委秘书处共计受理 25 家培养单位推荐的 75门课程申请材料。

经农业教指委秘书处组织领域专家评审、教指委委员审

议等程序，遴选出 45 门课程支持建设（见附件 1），并提交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现将下一阶段课程建设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要求

1.在线课程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课程的政治方向



和价值导向；不得包含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公

开的内容；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内容。

2.在线课程应突出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符合

培养目标，内容规范完整，在教学团队、教学理念、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方面具有

示范性、引领性和可推广性；应兼顾经典理论和研究前沿、

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学科基础和交叉融合。

3.各培养单位负责在线课程具体建设工作，符合教育部

相关技术要求，并做好课程团队建设及课程意识形态、知识

产权、内容质量等相关审查工作；

4.课程团队科学设计在线教学内容，拥有合法知识产权，

并能按要求将在线课程提交至清华大学技术团队审核，接入

国家高等智慧教育平台。

二、建设时间

请各课程团队按照申报书时间进展，按计划进行课程录

制和开发，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并提交授课视频、

PPT 课件等全套课程内容，同时将《课程信息表》（附件 2）

发送至秘书处邮箱 mae@cau.edu.cn。课程视频内容和 PPT 报

送方式另行通知。

三、支持保障



1.政策要求。在线示范课程建设是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课程团队所在单位应在建设经费

和软硬件支持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并将教师参与在线教学

课程建设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因素。

2.技术支持。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安排，

清华大学为在线示范课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持，技术要求详见

附件 3，在录制开发过程中的技术事宜，可咨询：王娜，

010-82152565。

3.课程推广。授课视频、PPT 等全套课程内容经农业教

指委秘书处组织审核认定通过后，将推荐上线国家高等智慧

教育平台，并给予颁发“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在线示范课程”

证书。

农业教指委秘书处联系人：

王美玉 010-62732630，mae@cau.edu.cn

附件 1：农业硕士在线示范课程建设清单

附件 2：《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信息表》

附件 3：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建设技术要求

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23 年 2 月 27 日



附件 1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在线示范课程支持建设清单

（按照专业领域及课程名称首字母排序）

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1 华南农业大学 分子数量遗传学 刘桂富

2 河南科技大学 高级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王春平

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高级植物育种理论与技术 曹受金

4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 杨凤军

5 内蒙古民族大学 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 杨恒山

6 新疆农业大学 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 于月华

7 浙江农林大学 现代农业概论 赵光武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现代植物生产理论与技术 冯佰利

9 安徽科技学院 现代植物生产理论与技术 邵庆勤

10 吉林大学 植物生产理论与技术 曹 宁

11 中国农业大学 作物育种方法与实践（含案例） 李保云

12 华南农业大学 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与应用 钟国华

13 华中农业大学 农化产品高效利用与管理（案例） 李小坤

14 沈阳农业大学 农化产品高效利用与管理（案例） 李修伟

15 内蒙古农业大学 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控 赵明敏

16 沈阳农业大学 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控 魏松红

17 中国农业大学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技术进展 张福锁

18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比较育种学 邓学梅

19 吉林农业大学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 吕文发

20 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生殖生理 刘国世

21 扬州大学 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 徐 琪

22 浙江农林大学 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 赵阿勇

2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动物营养与饲养学 杨小军

24 江苏科技大学 细胞生物学 桂仲争

2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 张宏鸣

26 华中农业大学 渔业案例分析与研讨 高泽霞

27 四川轻化工大学 酒类风味化学 刘 君

28 扬州大学 食品安全案例 杨振泉、高璐

29 安徽农业大学 食品标准与法规 蔡荟梅



序号 培养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30 重庆师范大学 食品加工与贮运专题 张 磊

31 天津科技大学 食品加工与贮运专题 郭红莲

32 沈阳农业大学 食品生物技术专题 乌日娜

33 大连工业大学 食品质量控制专题 叶淑红

34 大连工业大学 优化分析与实验设计 林松毅

35 安徽农业大学 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验 王丽霞

36 沈阳农业大学 农村自然资源与管理 谢立勇

37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政策案例分析 林光华

38 西南科技大学 现代管理学 郑祥江

39 华中农业大学 现代管理学 包玉泽

40 四川轻化工大学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李启宇

41 河北农业大学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董 谦

42 西南科技大学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周 蕾

43 南京农业大学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何 军

44 河北农业大学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 李亚青

45 沈阳农业大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英语 王冰营



附件 2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信息表

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课程中文名称
课 程 英 文 名 称

（如有，请填写）

课程学时 课程学分（预计）

计划开课日期 开课周数（预计）

课程类别 基础课 专业课 方法课 实践课

视频数量（个）
视频时长

（分钟）

预备知识（200 字以内）

课程关键词（200 字以内）

课程简介（不少于 200 字）

课程教学设计及特色（不少于 500 字）



主要教材(讲义、文献、参考书)名称、主编、出版社、出版日期

课程教学大纲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知识点 视频形式*
时长（分

钟）

课程负责人 手机

电子邮箱

课程团队联系人 手机

电子邮箱

课程团队简介（可为多人）及团队分工

课程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内容，课程团队所有成员遵纪守法，无违法违

纪行为，不存在师德师风问题、学术不端等问题，未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

统一该课程资源按要求接入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培养单位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核实，保证真实性。该课程内容无危害国家安

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公开传播的内容，思想导向正确，不存在思想性问

题，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内容；课程团队所有成员遵纪守法，无违法违

纪行为，不存在师德师风问题、学术不端等问题，未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

同意该课程资源按要求接入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已对课程进行审查。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注：1.每门课程需单独填写课程信息表。

2.视频形式包括教师出镜讲解、实景授课、动画演示、专题短片、访谈式教

学、对话式教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