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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发人〔2005〕54 号

맘폚펡랢ꆶ헣붭듳톧쟠쓪뷌쪦붻닦톧쾰

엠퇸볆뮮쪵쪩냬램ꆷ뗄춨횪

各学院，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大学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实施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 江 大 学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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헣붭듳톧쟠쓪뷌쪦붻닦톧쾰엠퇸볆뮮쪵쪩냬램

以高层次的知识融合、多学科的技术会聚为特点的 21 世纪新

的科技发展观，对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

求。为使教师能更快地适应学科和科技变化发展的新趋势，学校决

定，充分运用我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优势突出的有利条件，要

求青年教师参加跨学科课程的交叉学习，以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

培养教师的创新能力，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一、培养目标

1．通过跨学科课程的交叉学习，使教师对不同学科的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该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现

有交叉结合情况，前瞻性问题和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等都有系统

性、综合性的了解，从而培养青年教师具有交叉学习的自觉意识，

拓展教师的学科思维，开阔教师的研究视野。

2．通过交叉学习计划的实施，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一种多学科

交叉和交流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自然科学领域学科之间、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之间的沟通、融合和渗透，推动不同学科

间教师开展科研合作，提高协作攻关的能力，推进产生新的研究领

域和研究亮点，促进学术创新和交叉性研究成果的涌现。

二、培养方式

根据学科发展和教师队伍培养现状，本计划主要分为“青年骨

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和“教师综合性交叉学习培养计

划”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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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性交叉学习：主要是面向 40 岁以下（196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已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师资博士后人

员。第一轮培养计划初定三年，每年 100 人，共计 300 人。由青年

骨干教师根据个人职业规划和学科交叉研究方向的定位，提出跨学

科门类或跨学院专业性课程学习的需求；所在学科或研究所对骨干

教师所跨的学科门类以及需要进修的专业课程提出指导性意见或

培养方案，要求在 5年之内随同本科生或研究生一起学习 4门及以

上的跨学科专业课程；通过跨专业学习，了解和掌握所跨学科的专

业知识，具备能进一步深化学习和开展合作研究的专业理论基础。

这种培养方式专业性强，学习要求高，须经学科推荐、学院选

拔、学校批准后产生培养人选。

2．综合性交叉学习：面向全校教师和师资博士后人员，其中

45 岁以下（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教师应作为主要参加人

员。在今后 5年内，学校将根据教师的学习需求分期分批开设一定

数量的跨门类或跨学院的综合性课程。要求每人主修 3门课程，并

鼓励多选，其中有 2门必须为跨学科门类的综合性课程。这种培养

方式课程选择面宽，学习自主性强，以业余时间为主。

教师交叉学习的培养方式和途径应是多样化的，各学院都要积

极探索并实践青年教师参加交叉课程学习和交叉项目研究的途径，

交流积累经验，从学科发展的需求和实际效果出发，努力构建学院

之间尤其是多学科之间交叉学习和交叉研究的新平台。

三、组织领导

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的实施工作由主管人事工作的副

校长负责。学院实行由院长分工负责、人事科建立培训工作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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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能科室配合实施的工作机制。学校成立由人事处、教务处、

研究生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协调工作小组。小

组的主要职能是：

1．协调落实各学院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课程的选课计划、

课程和成绩管理等工作。

2．审议各学院为全校教师开设的综合性交叉学习课程和分期

开课计划，协调授课环节的相关事宜。

3．讨论学校优秀交叉课程的评选、交叉教材的出版以及优秀

教师和优秀学员的评选活动，研究教师交叉学习的其他相关政策。

四、考核、激励与管理

1．上述两类培养方式均为免费培训。对于完成专业性交叉课

程学习计划或综合性交叉课程学习计划并通过考试的教师，由人事

处分别统一颁发“浙江大学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合格证”

或“浙江大学综合性交叉学习合格（或优秀）证书”。

2．在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中，对完成研究生跨专业

课程并通过同堂考试的教师，学校认同其专业课程的学分，鼓励学

有余力者攻读跨学科跨专业的硕士学位。

3．对列入青年骨干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并已完成全部计划

课程学习的教师，学校给予 0.5-0.6 个业绩补贴，同时对其中学习

认真、成绩特别优秀者另奖 0.2 个业绩点，奖励比例为进修人数的

25-30%。

4．从 2007 年起，青年骨干教师参加专业性交叉学习作为学校

选拔“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的必备条件。

5．为鼓励青年教师参加交叉课程的进修学习，积极开展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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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交叉研究，从 2008 年起晋升教师高级职务的教师，要求具有

交叉学习进修的经历；对不同学科的负责人共同主持的科研项目，

分别同时给予认可；对不同学科教师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按学科

类别分别同时计算第一作者。

6．实施两轮培养计划后，对各学院开设的比较成熟的综合性

交叉课程，可计划出版交叉学习的专用教材，出版费用可由学校培

训经费资助。

7．各学院要利用开展青年教师交叉学习的契机，建立教师培

训档案、培养跟踪机制。要将教师的岗位培训、晋职考核、在职攻

读学位、交叉学习培训、专业技能培训和出国进修培养等记录进行

整理、建立档案并进入培训管理信息系统。学校人事部门要探索建

立教师培养的评估体系。通过对教师培养的跟踪管理，提高培训工

作的效果和效益，促进教师素质的全面提升。

附件：1.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实施细则

2.教师综合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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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쟠쓪맇룉뷌쪦튵탔붻닦톧쾰엠퇸볆뮮쪵쪩쾸퓲

根据浙江大学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的总体要求，《青年

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的实施细则如下：

1．培养计划

根据学校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学校共下达近三年“青

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第一轮培养计划总数 300 名。根据各

学院青年教师队伍人数、学科发展需求以及青年教师所承担的教学

科研工作情况，安排各学院近三年每年计划培养的人数（详见表

1-1），由学院进行选拔。

2．选拔条件

进入专业性交叉学习的教师应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 40 岁以

下（196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教书育人，爱岗敬业，学术思想

活跃，学科交叉意识强，能在学科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发展潜力

较大。对在校任教两年以上、正在参加交叉项目研究或已初步取得

交叉研究成果的教师应优先考虑。

3．选拔程序

（1）由教师自愿报名，提出需要跨学科进修的专业和进修时

间的要求；

（2）学科或研究所根据教师报名情况、学校选拔条件和学科

交叉发展的需求，对教师跨学科进修的专业及学习时间安排等进行

充分讨论，提出近三年学科专业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并按年度进

修人数将初选人员名单上报学院；

（3）学院汇总各学科或研究所（室）上报的培养计划和推荐人

选，根据学校下达的名额，由院务会议讨论研究，确定学院专业性交

叉学习的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名单(详见表 1-2)，并上报学校人事处。

（4）学校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协调工作小组讨论列入学校青年

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的人选，报请学校批准并公布“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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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的人员名单。

4．培养要求

（1）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的特点，主要是突出教师个体

和学科交叉发展的需要。由于跨学科专业课程的学习比较具体而细

化，且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尽相同，从能基本掌握进一步深化学

习和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的专业理论出发，要求在 5年内修完 4门及

以上跨学科的本科或研究生专业课程。

（2）学校公布培养名单后，学院要按照年度培养计划安排好

教师的跨学科选课工作。进修教师所在学科的负责人应结合个人意

愿、专业基础和跨学科培养的需求，充分征求承担进修培养任务学

院相关学科（或所、室）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确定并提出拟

进修的课程门数和名称，并填写好“浙江大学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

交叉学习课程进修计划表”（详见表 1-3，简称“骨干教师交叉学

习课程进修计划表”）。

（3）学院人事科要将列入进修计划教师的“骨干教师交叉学

习课程进修计划表”一式两份送交人事处留学与培训办公室，由人

事处分别与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落实好教师的选课、课程输入和进修

环节的相关事项。

（4）各学院要根据各年度骨干教师进修课程的时间排序，以及

教师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好他们的教学任务。

（5）骨干教师要认真学习跨学科专业课程，并参加考试，考

试方式可视个人学习的特点由任课教师指定（如需认同学分，应按

研究生院的规定进行考试）。考试成绩录入系统，不予公布。学校

视教师交叉学习的特点认定考试成绩。

附表 1-1：浙江大学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

表 1-2：各学院“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

推荐名单

表 1-3：浙江大学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课程进修

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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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헣붭듳톧쟠쓪맇룉뷌쪦튵탔붻닦톧쾰엠퇸볆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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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룷톧풺ꆰ쟠쓪맇룉뷌쪦튵탔붻닦톧쾰엠퇸볆뮮ꆱ췆볶쏻떥

单位（盖章）：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现职称

最高

学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跨学科

进修专业

进修

年度

院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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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헣붭듳톧쟠쓪맇룉뷌쪦튵탔붻닦톧쾰뿎돌뷸탞볆뮮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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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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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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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所在学科(系或所)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分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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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뷌쪦ퟛ뫏탔붻닦톧쾰엠퇸볆뮮쪵쪩쾸퓲

根据浙江大学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的总体要求，《教师

综合性交叉学习培养计划》的实施细则如下：

1．培养计划

根据学校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学校决定在全校教师尤

其是 45 岁以下的教师中开展综合性交叉课程的学习。学科综合性

课程由各学院视学科情况有选择地为全校教师开设。今后还将逐步

开设学院之间或学科之间的若干专项交叉课程，以满足教师开展交

叉研究的专门需要。

2．开课要求

（1）各学院应专门为全校教师先开出 1-2 门学科综合性课程

（理学院、生命科学院、医学院、人文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

等学院可有所增加）。要求以学科某一课程为主，结合该学科其他

专业课程相关内容，构建出能体现其基础性、综合性、交叉性和前

瞻性的课程。

（2）任课教师的选择：考虑课程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前瞻

性的特点，应选择具有相当资质和学术水平、教学经验丰富的几位

教师作为课程的教学组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每门课程应确定一

位课程负责人。

3．前期准备

（1）各学院根据开课要求进行课程内容的调整组合，确定拟

开设课程的名称、课程内容和任课教师组合名单（授课过程中可根

据需求，聘请院士或名师开设 1-2 次讲座），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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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人事处。

（2）人事处汇总各学院拟开设的课程，提交学校青年教师交

叉学习协调工作小组讨论后，确定要开设的课程，分期开课计划和

2006 年春季首期开课的门数。同时与相关学院落实开课准备工作

（如授课计划分工、教材选用、授课地点和教学管理等）。

（3）人事处将 2006 年春季即将开设的交叉课程上网，各学院

或教师根据上网课程及其内容介绍，提出对开设课程的相关建议或

要求。

（4）人事处收集并反馈教师的建议与要求，各学院对本院所

开设课程的内容进行调整与补充，最后确定全部课程的内容设置和

教学任务的分工。

（5）学校对综合性交叉课程实行网上选课，并视选课人数确

定班次。

4．培养要求

各学院为全校开设的综合性交叉课程应较好地体现本学科的

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情况、研究的前沿和

热点问题等都有相应的介绍，突出交叉综合的特点。根据教师不同

年龄段工作学习的特点和需求，学校要求参加学习的教师主修 3门

课程，其中 2门须为跨学科门类的综合性课程，对学有余力者鼓励

多选，学校视学习情况发给综合性交叉学习的优秀证书。

5．授课时间安排

（1）初定每年春、秋两季开课，每门课程安排在一个小学期

内完成，共授课（连同考试和学习总结）12-14 次，每周 1次或隔

周 2次，每次授课 2小时，总计 36-42 学时。课程学习以业余方式

为主，一般放在双休日或晚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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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门课程视课程内容和授课课时拟计 1-1.2 个授课业绩

点。如聘请院士、名师讲课，可另付相应报酬。

（3）每门课程结束时应进行考试，考试方式由任课教师指定。

考试成绩由各门课程指定教师进行网上登录，并交人事处留学与培

训办公室备案。

（4）进修教师要根据本人承担教学科研任务情况，有计划地

安排好听课时间，妥善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

6．免修条件

（1）已列入学校“青年骨干教师专业性交叉学习计划”者。

（2）教师学习经历中，有一个学历层次属于跨学科门类的。

（3）已参加跨学科门类的第二专业或辅修专业的学习，并取

得 3门及以上必修课合格成绩的。

（4）在职攻读跨学科门类硕士或博士学位或研究生课程班学

习，已取得 3门及以上专业课合格成绩的。

7．建立交叉学习、交叉研究的沟通平台

各门交叉学习课程在授课结束时，承担开课的学院应组织举办

各种形式的总结交流活动，给不同学科的教师提供互相沟通的机

会，并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也为日后各学院不同学科间的

交叉合作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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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教师 培训 计划 办法 通知

抄 送：纪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党委各部门，各党工

委，工会、团委。

（打印：陆小琴 校对：杨 潮） 2005年 12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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