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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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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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ԍ ᾢ Ҝ ̆ ȁ

̆ ᾥԅ ֟ҙ῏ ̆ ҙ

 Ȃל

“ Ҝף ”ȁ“ ҍ

Ҭ ”ȁ“ ҍ ᴏ Ҭ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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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才培养目标及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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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ᵣ ȁ ȁ ȁ

ӊ ԑ῏ Ȃΐ ⱬ̆

Ώᵬ ⱬ ⱬ ץ̆ 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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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内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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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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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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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研究生党建工作 

῍ Έҩᾴ ̆ ᴋ ӥ ̆ ᴋ◐ӥ ̆

Ғҙץ ⅞№ Ȃ ҩ ᾴ Ҭ ӟ ̆

“ᾴ + ” ̆ ȁ ῙȁҒҙ

ȁ ȁ ῃ Һ Ȃ

ȁ ҍ“ ῐ ̆ ╠ ” ӟ ᴰᾴ

ԋ Һ ꜚ̆ ҍ“ѿ ”

ᵬ̆ ҍ“Ԑ҉ ” ̆ ᴋ ꜛ

ᵬȂ2022 ץ ᾴ ԋ ӟ ᴰ ᾴ ԋ

ҹҺ ̆ “ң ң ” ⱳ ꜚ “ ҹ ᴧⱲ Ԋ”

ꜚ̆ ᾴ ȁ Ҭ ӟȁҍᾞ

̆ ῀ ̆ Ȃ ȇᾴ ԋ · ӟ

ӥȈ̆ ᾴ ԋ ҹ ̆ Ḃ ᵝ

ᾴ ȁ Ȃ ѿ ᴪ̂ ᴪ ⱳ̃ ᾴ ̆

ᾴ Ȃ 



 

  

 

6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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ṿ Ȃ ̆ “ ѿ ”

“ ѿ ”̆ Ḥ ̆ Ȃ 2022

῀ ̆ ҩ Һᴋ ҍ ҽ ԅ ҉ ᴪ̆

№Ғҙ ԅ“ ѿ ”̆ ҽ “ӥ ȁ ѿ ”“

ҍ Ḥ ” ῀ ↓ Ȃ ᵬ ̆

ң ̆ ԓ ῤ

ȁ Ҋ ̆Ҍ ῍֣ ̕ ҍᾞ ῍

֜ ᵣ̆ ҽⱲ ֜ Ȃ1

῀ “2022 ”Ȃ 

（三）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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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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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 

1. 出版教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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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硕士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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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ḱ  ᾥ2 אל Ҭ  

4  ḱ  ȁ ↨ 3 Ҭ  

5  ḱ   3 Ҭ  

6  ḱ   2 Ҭ  

ף 7  ḱ   3 Ҭ  

8  ḱ  ᵥᶃ  2 Ҭ  

9  ḱ   2 Ҭ  

10 ҍ  ḱ  ֒ᴯ 2 Ҭ  

11  ḱ  ֲ  2 Ҭ  

12 ⱳ  ḱ   2 Ҭ  

13  ḱ   2 Ҭ  

14 ҍ ᴇ ḱ  ↔ ȁ  3 Ҭ  

15  ḱ   2 Ҭ  

16 ⱳ ҍ  ḱ   2 Ҭ  

17 ҍ  ḱ   2 Ҭ  

18  ḱ   2 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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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ḱ  ╤ 2 Ҭ  

20  ḱ   2 Ҭ  

21 ҍ ҹ ḱ   2 Ҭ  

22 ֟  ḱ   2 Ҭ  

23 ҍ  ḱ   2 Ҭ  

24  ḱ  ҙ  2 Ҭ  

25 ҍ ⁞  ḱ   2 Ҭ  

26  ḱ  ῏  2 Ҭ  

27  ḱ   2 Ҭ  

28 ᵣҍ  ḱ   2 Ҭ  

29  ḱ  қ 2 Ҭ  

3.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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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师选拔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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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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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训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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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ľ╠ Ŀ ѿ Ҭ ה

 
ѿ   

ȁ

ȁ ֤ 

19 2022Ҭ ⇔ ‗  ᴨ    

20 2022Ҭ ⇔ ‗  ᴨ    

⇔ ⇔ ⅞ 5 Ȃ 

（五）学术交流情况 

꞉ ҍ ῤ ҉ ᴪ ̆ Ҭ ⇔ ᴪ

Ȃ ᵝ ⱳҺⱲԅ ѿ ң ̂ ҉̃̆

Ⱳԅ Ҭ Ҝ ᴪҺⱲ Ҭ Ҝ ᴪ ̆

40ᵩ Ȃ1 Ὲ ḱ̆1 Ὲ

̆2 ῙȂ ̆2022

Ҋ ⱴ ̂ ̃ ֜ Ȃ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ץ ҹҺ 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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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ԅ Ⱶⱴ№└ ᶛ Ҥ̆

↕Ὲ Ὲ ᵬȂῃ ѿ ̆

№ Ȃ ⌠Ҍ ҒҙȁҌ ̆ ȁ

Ғ ̆Ҍ ҒҙȁҌ ֲ ᶛ№ ̆ Ҍ

ֲ ᶛ№ Ȃ2022 ҙ

97.63%̆1 ȁ7 Ȃ8

̆16 ꜛ Ȃ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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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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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ᴋⱵ̆ ̆ ̆

ҍ ῒ̆Ҭȇ

ҍ ᾝ№ Ȉ ȇ̆ Ȉ

ȇ̆ Ȉ 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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ⱬ Ғҙ ᵝ ⱬ ҍ 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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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队伍建设 

2022 ̆ ᵝ ȁ ḤῈᴧ ȁ

ᴨ ֲ ᴰ Ҥ̆ ֲ ̆

҉ ̆ ⱳ 1 ȁ ◐ 1 ȁᴨ

̂◐ ̃2 ȁ 3 Ȃ῍ 9 ̆ῒ

Ҭ 2 ȁ◐ 7 Ȃ ֲ Ῑ̆ ꞉

ᴑҙ̆ ‗ᴑҙ ȁ Ⱶ ׂ̆ ҍᴑҙ ᵬ Ῑ

6 Ȃ 

（三）科学研究方面 

ᵝ ᴨ̆ל ‰ ᴪ ̆

Һꜚ Ⱶ ҈ ᴪ ᵬ ᾟ̆№ ֲ

ᴨל ⱴ̆ ҍ ᴑԊҙ ᵝ ֟ ᵬ̆ ꜚ ⱬ

Ȃ2022 ̆ ҉ 1

ȁ 4 ̆´ 4 ̆ 4 ̆ 4

Ȃ SCI 220ᵩ ̆ Ғ≠ 236ᴆ̆ Ҭ

ҙ ᴪҒ≠ 1 Ȃҍᴑҙ῍ ⇔ Ҭ 7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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ᾝȂ Ҭ ҙ ᴪ ԋ 2 Ȃ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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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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ᵬ̆ ḱ ₮Ȃ ᵝ ₮

̆ ᶏ ѿ ҒҙҌ Ғҙ̆

ᵝ ӞҌ ҍ Ẓ Ȃ 

4. ⱴ Ῑ Ȃ ̆ ѿ

ᵝ ȁҬ ȁ ̆ ≢ ȁ

Ҭ ȁ ȁ ҬҒ ḱ ̆ꜜⱬ

ᵝ Ȃ 

5. ѿ ᴨ̆ל Ҝ ֟ҙ ̆ⱴ ֟

̆ɰ ̆

ֲ Ῑ̆ Ạ ᵝ ᵬ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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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狠抓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注重研究生科研学术道德建设，讲好新生“思政第一课”和“学术第一课”，牢固树立理想信念，端正学术道德观念。在2022级新生入学教育时，每个系的系主任都与研究生举行了线上见面会，分专业开设了“学术第一课”，并举行“书记、院长第一课”“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教育”等入学教育系列讲座。学术沙龙作平台，院校两级多层推进，院级层面开展五院硕博学术沙龙和学院内的学术讲座、学术下午茶，不同学科共享才智；校级层面与兄弟院校共同形成江浙沪地区纺织学科交流团...

	（三）校园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主要分为学术科研类、文体活动类、志愿服务类。围绕研究生成长发展需求，以研究生会牵头，研究生党支部以及班级积极配合，开展模拟面试大赛、单身晚会、环古城健步走等一系列阳光身心、促进成长的活动。高度重视研究生心理健康，开展心理团辅、茶话会，并在实验楼开设“解忧小信箱”和24小时心理热线，提供心理咨询渠道，为学生疏解压力提供渠道。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本学位点设研究生秘书1名、专职辅导员2名、兼职辅导员1名、助理1名。围绕研究生成长发展需求，以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和研究生社会化能力综合提升为重点，开展各项工作，培养卓越而有内涵的研究生。疫情期间按照宿舍、楼层的分布，建立网格化体系，编制全方位居住人员名单，将所有学生纳入到管理之中，严格掌握研究生健康打卡情况、请销假情况，定期检查实验室安全、卫生情况，通过微信、电话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提高研究生的反诈骗意识。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 课程建设与实施
	（二） 导师选拔培训
	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严格执行导师上岗招生申请制，2022年上岗招收博士研究生导师20名，上岗招收硕士研究生导师63名，其中首次上岗招收博士生导师3名，上岗招收硕士生导师6名。所有通过上岗招生申请的导师均需完成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导师培训方可上岗招生。

	（三） 师德师风建设
	坚持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定位，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学位点认真贯彻落实《苏州大学关于实行研究生德政导师制的指导意见》，每名研究生配备德政导师，与研究生导师一起努力，共同促进研究生健康成长发展。
	充分发挥德政导师在研究生思想引领、党建团建等方面的作用，聘请优秀学术带头人担任党支部书记。研究生团内推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的考察，均要征求德政导师的意见。2022年适逢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党员德政导师带头领学“四史”、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结合研究生指导工作实际参加微党课比赛分享课程思政感悟；面向2022级研究生新生开展“学术诚信第一课”，从科学素养、科研学习方法、科技论文写作和科研规范等方面带领研究生树立学术诚信道德，坚定攀登科研高峰的信心；德政导师积极参与研究生学术沙龙，分享学科研究最新...

	（四） 学术训练情况
	2022年研究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实践比赛获奖情况（部分）如下：
	获省研究生科研创新和实践创新计划项目5项。

	（五） 学术交流情况
	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国内外线上学术会议，如中国纺织创新年会等。学位点成功主办了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纺织学术论坛（线上），承办了由中国丝绸协会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丝绸会议，组织学术讲座40余次。1名教师公派赴香港理工大学研修，1名研究生公派赴国外高校攻读博士，2名研究生赴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受疫情影响，2022年研究生未能线下参加国（境）外学术交流。

	（六） 研究生奖助情况
	成立以学生为主的奖助学金参评成果审核小组，奖学金评定通过“研究生科研竞赛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线上提交-审核-初步评定”的无纸化评定，并完善了志愿服务加分制度和实验室管理条例，严格按照评定细则公平公正展开工作。全院研究生一盘棋，通过算法科学分配奖学金名额。考虑到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特点，硕士按照学硕、专硕，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人数比例分配奖学金名额，博士按照不同年级的人数比例分配奖学金名额。2022年学业奖学金获奖率97.63%，1名博士生、7名硕士生获得国家奖学金。8名同学获得捐赠类奖学金，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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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 人才培养方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顺应学科发展方向，精心培育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奖项目与精品课程项目，其中《试验设计与多元分析》获批校研究生精品课程，《数字化纺织技术》获批校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纺织物理》被推荐申报江苏省研究生优秀课程。校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奖培育项目“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着力提升纺织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综合能力的探索与实践” 和校研究生精品课程“纺织品检测与评价”通过了结题验收。

	（二） 教师队伍建设
	2022年，学位点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多渠道开展优秀人才招聘宣传，严格执行人才引进和遴选程序，受疫情影响采用线上面试考核，最终成功引进特聘教授1名、特聘副教授1名、优秀青年学者（副教授）2名、博士后3名。共计9名教师晋升职称，其中晋升正高2名、副高7名。注重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鼓励青年教师进企业，解决企业需求、服务地方发展，今年与企业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6名。

	（三） 科学研究方面
	学位点立足学科自身优势，瞄准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需要，积极落实主动服务长三角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产学研合作，推动科研实力提升和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青年基金4项，军工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4项，市厅级项目4项。发表SCI论文22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236件，并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专利奖银奖1项。与企业共建校级协同创新中心7个，转化专利12件，转让经费144万元。企业委托项目131项，经费2237万元。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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