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子高校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成果总结

中华女子学院作为全国妇联所属全国第一所公办全日制本科女

子普通高校，为响应国家尖人才培养号召，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实施“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2016 年立项研究，完成了《中华女

子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方案》、《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卓越女

性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方案》。2017 年结项后，开始筹备实验，并成立

育慧书院，定位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验基地，卓越女大学生培养

“特区”。通过选拔优秀本科生，采用小班制、导师制、学分制、淘

汰制式、奖学金制，提供优势资源，配备高水平师资，以“专业+卓

越”模式培养具有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专业

能力，知性高雅的卓越女大学生。到目前为止经历了近 5年的探索与

实践，现把工作总结如下：

一、制定卓越女性人才培养方案

该方案主要在 2016 年完成，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一）卓越女性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专业能力，

有持续强烈的动机并努力成为卓越优秀人才。

（二）课程体系

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课程，按培养素质取向分三大类：1.国际视野

类课程；2.领导力发展类课程；3.服务及产出类活动。



（三）学分认定

1.理论、实践实训类课程按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计分方式

认定。

2.出国（境）短期的学习（一个月以内），计 2 学分；出国（境）

一学期及以上的学习交流，修读课程根据《中华女子学院本科生赴国

（境）、校外高校学习学籍管理与学分转换管理办法（修订）》进行相

应学分认定。

3.出国（境）短期实习如顶岗实习 3 个月计 3 学分。

4.完成一项创新项目 2 学分，完成一项创业实践项目记 3 学分，

作为法人成功注册公司加记 2 学分。

5.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SCI计 4学分,CSSCI计3学分，

北大中文核心计 3学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计 3学分，在国

内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计 2 学分。

6.完成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计 2 学分。

7.利用所学专业到社会成功完成一项活动计 2 学分；

8.学科、科技、创新创业等竞赛获得国家级一等奖计 4学分，获

得国家级二等奖或省市级一等奖计 3 学分，获得国家级三等奖或省市

级二等奖计 2 学分，获得国家级优秀奖或省市级三等奖计 1学分。

（四）授课方式与教学方式方法

1.小班制。卓越理论课程以名师名家为主。理论课程授课方式多

为研究式学习、讨论式学习，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关注与指导。

2.导师制。一对一配备专业导师。



（五）学分与学时要求

参照学校辅修专业的要求，在育慧书院学习必须获得不少于 20

学分。三年内完成规定的学时、学分及相关要求，考核合格颁发“中

华女子学院卓越毕业生”证书。

二、制定“育慧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方案

为实施“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落实卓越女性人才培养方案，

在 2017 年启动完成“育慧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方案。

（一）成立“育慧书院”的宗旨

1.通过跨学科选拔优秀学生集中在一起学习、研讨和参与各种活

动，在不改变其所属院系与专业、不改变居住场所的情况下，配置优

势资源进行卓越人才培养。学生以书院所学分享、帮助周围同学，作

为“火种”以点带面，辐射影响全校学生素质能力的提高；

2.作为优秀女性人才培养的特区、实验区，学校将书院成功经验

复制并推广到全校各学科人才培养中；

3.坚持立德树人，重视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从帮助周围同学、

服务社区做起，进而奉献社会与国家；

4.重视女性领导力培养。激励保持强烈的动机，不断努力到高水

平大学深造，并努力成为各行业领域的卓越女性人才；

5.注重专业生涯发展。每个学生配有本专业导师，对学生的职业

发展规划、专业学习、学术研究、创新创业、考研、出国进行全方位

个性化辅导。

6.强化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知性高雅气质的培养，使她



们将来在国际组织或场合能够代表中国女性，发出中国声音，扩大中

国女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人才培养模式与运行机制

采用“专业+卓越”的培养模式，实施以书院为主题，书院、学

院（系）、导师三位一体的协同人才培养工作运行机制。

（三）组织管理机构

1. 管理机构

设书院院长和执行院长，成立书院人才培养管理委员会。书院院

长由校长兼任，聘执行院长一名；管委会委员由学校人才培养委员会

主任、书院院长、主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书院执行院长、教务处长、

学生处长、国际合作处处长、2-3 名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教授组成。

2.执行机构

育慧书院，设一名执行院长，一名办公室主任，一名行政工作人

员。

3.协助部门

教务处、国际合作处、学生处、学生所在院系。

（四）学生的选拔方式

第一届学生，面向全校本科生，打破院系、专业界限进行选拔。

每年从大一新生中，自主报名，经过素质测试、英语考试和面试，选

拔 30名本科生进入育慧书院。第二届开始，学生报名条件需达到所

在院系专业排名前 10%，英语成绩良好，报名资格审核通过后，通过

笔试、面试，再由笔试+面试成绩加权得分，从高到低录取。



（五）考核

育慧书院学生采取学年淘汰制和学分制，凡学年考核不合格者退

出。

毕业要求完成规定的 20学分，并与导师联合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或获省部级及以上学科、创新创业等竞赛奖，毕业时颁发卓越毕业生

证书。

（六）设立书院奖学金

学校设立了育慧学业奖、育慧科研创新奖、育慧奉献奖三项单项

奖，用于奖励育慧书院中的优秀学生。

三、成立育慧书院并开始招生培养

2018 年学校成立育慧书院。首届 30名育慧书院学生从 1200 余

名本科生中经严格选拔脱颖而出进入书院学习。

组织灵活丰富多样的育人实践活动：

1.请专业人士对学生进行自我素质测评，一对一咨询辅导，深入

进行自我发展探索，帮助学生明确自己未来发展定位和努力方向。

2.请专业人士和机构通过体验式课程，让学生体验自己策略思考

能力和决策力的水平以及辅导他人和团队建设能力，分析自己的领导

力优势和不足，并明确提升的计划。通过课堂、课外组织项目性活动

实践培养领导素质。

3.组织学生出国（境）内外考察、学习交流活动，组织学生去联

合国相关组织机构交流学习开拓国际视野。如组织育慧书院学生到澳

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考察、学习交流；开设国际视野系列讲座等。



4.开展走进高雅艺术殿堂等系列美育实践活动。如到国家大剧院

观看欣赏“黄河大合唱”音乐会演出活动、观看歌剧《刘三姐》，到

首都博物馆参观艺术展等。

5.组织学生与高端人士对话。如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高级领导力

代表团座谈交流，与联合国大使交流、与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领导交流等。

6.专门针对书院学生需要开展名家系列讲座。

7.定期组织图书分享会、师生沟通会，阶段性组织考验分享会、

出国分享会。

8.独立设计书院创新与科研项目，并给以经费支持。

9.开展学生团建与党建活动。

10．积极参加抗疫等公益劳动。

四、完善管理制度，巩固实验成果

在前期《中华女子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方案》，《中华女子学院

“育慧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方案》的基础上，为规范书

院管理，先后制定了系列管理制度，诸如《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

管理规定》《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中华

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学生管理细则（试行）》《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奖

学金评定办法（试行）》《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学生科研训练项目管

理办法（试行）》《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学生境外学习方案（试行）》

《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专题讲座课程方案（试行）》等，这些制度

的制定为巩固和传播实验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培养效果

四年来育慧书院秉持卓越女性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探索，科学规

划课程体系，打造优秀导师团队，倾力助力学生发展，从德智体美劳

等方面培养学生的“专业+卓越”能力。书院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项目，与各专业学生联合或独立主持申报各项科研课题，参加丰富多

彩的实践活动开阔视野，明确了自己未来发展定位和努力方向，同学

之间团结合作，互相鼓励，形成积极向上，通往卓越的良好精神风貌。

2017 级书院首届 5位毕业生中有 4位分别奔赴伦敦国王学院、爱丁

堡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继续深造。

如今，书院有导师 45人，在院生 83人，共获 510 项奖励，其中省部

级以上奖励 90多项，初显卓越成效。

六、成果的创新点

（一）在教改实践中探索总结针对优秀女大学生的卓越人才培养

模式

在重视专业能力的基础上，书院开设了国际视野、领导力发展等

模块课程，以及服务与产出类活动，促进了学生素质能力的发展。课

程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如走进高雅艺术殿堂进行美育实践活动、

与高端人士对话、组织出国（境）考察、学习交流活动等等。

（二）成立特色书院将跨学科的优秀学生集中进行卓越素质培养

实施书院、学院、导师三位一体的卓越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学校

给予书院许多特殊政策，如书院学习的课程可以置换为其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的自由选修课与博雅课中的学分，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学习选



择；一对一规划辅导，帮助学生明确自己未来发展定位和努力方向；

配专业导师，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创新研究项目，提升学生的创新能

力；设立育慧学业奖、育慧科研创新奖、育慧奉献奖三项单项奖，激

励书院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动力。

图 1 育慧书院卓越女性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三）整体构建起由内而外逐步提升的领导力发展四个层次框架

即自我、小组、学校、社会。自我，主要通过自我素质测评、自

我认知训练、主动参与，发现自我优势等提升自信等积极个性品质；

小组，书院很多课程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大家轮流做组长，组织

讨论，以培养学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学校，书院会设计一些合作性

作业，要求学生在校园内通过与他人互动完成，使课上所学内容融入

到学生的校园日常生活中，落实到行为上，达到知行合一；社会，组

织学生讨论一些国际、国内社会热点问题，使学生学会正确的分析、



认知社会问题，鼓励学生积极组织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活动等锻炼

提升社会领导力。

图 2 构建由内而外逐步提升的领导力发展四个层次框架

七、成果的推广应用

（一）在亚洲女子高校领导人论坛上分享经验与做法

2019 年 4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亚洲女子高校的机遇与挑

战——首届亚洲女子高校领导人论坛”上，学校主管副校长王练做了

“实施卓越女性人才培养计划，提升女大学生领导力”的主旨发言，

与来自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首尔女子大学、菲律宾米莱姆学院、印度

莎拉塔克学院、印度多克夫人学院、日本大阪女子学院、越南国立大

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圣斯科拉斯提卡学院、斯特拉玛丽斯女子学

院、圣克里斯托弗教育学院等众多国际高校的领导与专家分享了人才

培养经验，受到多个国家与会者的普遍好评。

（二）在第二届全球女性发展论坛分享经验与做法

2019 年 11 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球女性发展论坛暨纪念



北京世妇会 25周年学术研讨会，为女性提供平等优质的高等教育分

论坛”上，教务处负责人侯典牧做了“卓越女性人才培养”的经验分

享经验，与来自山东女子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

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女子

学院、汕头大学淑德书院、西安培华学院国内高校的领导与专家学者

分析了卓越女性人才培养的做法与经验。

（三）对国内其他高校女子书院的辐射影响

中华女子学院作为全国妇联所属全日制本科女子普通高校，中国

女子高等学校联盟秘书处单位、世界女子教育联盟成员高校、“一带

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学校，招收发展中国家女官员，培养“女

性领导力与社会发展”社工专硕的高校（受商务部和教育部委托项目），

通过持续改革不断提升在女子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近年汕头大学

淑德书院、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女子书院

等高校的女子书院都曾来中华女子学院育慧书院考察学习经验。目前

不少高校正在探索设立各具特色专门针对女大学生的女子书院。

（四）书院的一些成功经验与做法已延伸推广到全校

在书院颇受学生欢迎的课，如由校外知名专家组成教学团队开

设的《文化、领导力与女性》课，目前已开成全校通识教育课，惠及

更多的女大学生。书院灵活多样的课程形式，正在复制推广到全校各

专业人才培养中。

（五）发表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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