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写 说 明 

一、编写本报告是自我评估的重要环节之一，贯穿自我评估全过程。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报告。 

三、本报告于 2022-2025 年每年 3 月前完成，报送研究生院和学科建

设办公室，统一脱密后在门户网站发布。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尽可能图文并茂。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

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各项内容统计时间以自评阶段每年 12 月底为截止时间。 

六、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

人员和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

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

果奖励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

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

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本提纲为建议提纲，仅供参考，各项内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 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

（学位〔2020〕26 号）》等上级部门文件要求编写，各学位点可根据自

身建设情况进行修改，鼓励编写体现学科特色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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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002 年获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硕士

学位授予权，2008 年获评自治区重点学科，2009 年通过全国高

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评估，2011 年获建筑学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予权，2013 年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

育评估，同年获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7 年接受“堪培

拉协议”组织的国际观察，2018通过教育合格评估,2021 年通过

了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工作，并获得了“优秀”的

评估成绩，同年建筑学科获批博士一级授权学科授予资格，成为

全国 22家博士授权学科之一。 

本专业学位授权类别设置建筑设计、历史建筑保护设计、建

筑技术设计和城市设计四个专业领域，目前共有在校生 162 人。

2022 年授予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 58人。 

本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拥有一支高层次、高水平、梯队合理的

教师和导师队伍。目前建筑学在编专任教师共 39 人，博士生导

师 8 人（其中，校外博士生导师为 3 人），硕士生导师 30 人，

（其中，校外硕士生导师为 7 人）。 

各团队教师梯队合理，人员科研能力、知识创新能力优异，

学术水平较高。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教育奖获得

者、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内蒙古杰出人才奖、内蒙古自治

区劳模）1 人，内蒙古突出贡献专家 2 人，内蒙古草原英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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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内蒙古自治区优秀青年勘察设计师等 2 人，内蒙古自治

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人选共 5人。 

带头人张鹏举教授系天津大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国家勘察设计大师”、“中国百名

建筑师”称号，中国建筑教育奖获得者，“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等。2018年获批内蒙古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专项经费 600万元）。 

 本专业学位授权类别设有四个省级人才团队：分别是内蒙

古“草原英才”团队，内蒙古“绿色建筑研究与实践”创新人才

团队、内蒙古“地域生态建筑科技”创新团队和内蒙古“绿色建

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团队。 同时，学科下设三个校级团队：

分别是内蒙古工业大学地域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学科一流团队、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重点团队、内蒙古工业大学

建筑技术学科重点团队。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 

1. 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行业未来需求，立足内蒙

古，走向全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

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培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

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掌握建筑设计相关行业的扎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沿研究和发展趋势，具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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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创新能力、职业发展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具备一定的国际视

野，能够在建筑设计相关行业从事技术应用、技术开发或管理工

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培养方向 

本专业学位授权类别设置四个专业领域： 

（1）建筑设计专业领域：主要研究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

理论、客观规律和创造性构思、建筑设计的技能、手法和表达。

特色研究方向包括：地域建筑传统的传承与转译、地域性建筑创

作理论与方法的建构与提炼、既有建筑更新改造等。 

（2）历史建筑保护设计专业领域：以建筑学的基本理论及

技能为基础，主要研究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的理论、

方法与技术；历史建筑的形制及工艺特征；城乡建筑遗产保护的

理论、设计及技术。特色研究方向包括：地域传统聚落的演变与

更新、地区民族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 

（3）建筑技术设计专业领域：以建筑学的基本理论及技能

为基础，主要研究与建筑的建造和使用相关的建筑技术、建筑物

理环境、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及建筑构造等综合性技术设计等。

特色研究方向包括：建筑营造技术的适宜化与本土化、地域新型

绿色建筑体系的集成与推广等。 

（4）城市设计专业领域：以建筑学的基本理论及技能为基

础，主要研究城市空间形态规律，通过空间设计使城市及其各组

成部分之间相互和谐与风格统一，展现城市的整体印象与风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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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同时满足人类对生活、社会、经济以及美观的需求。特色研

究方向包括：草原城镇设计与更新、草原人居环境改善与发展等。 

（三）人才培养情况 

1. 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本学位授权点面向全国招生。2022 年建筑学专业学位硕士计

划招生 54 人，一志愿报考人数 97 人，录取 34人，录取比例 35%。

调剂报考 29 人，录取 20 人，录取比例 69%。生源主要来自于内

蒙古、河南、山西等 12 个省份，具体分布见图 1。 

 

图 1  2022年生源地分布

 

2022 年，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在读研究生 162 人。 

2. 就业发展 

2022 年授予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 58人。2021 年毕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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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率达到 90%。其中，有 3 人升学，进入北京建筑大学、内

蒙古工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 2 人考取公务员；其他毕业

生大多均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上海卓时水石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科研设计单位工作，

个别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 

通过问卷调查，用人单位意见反馈满意率达到 92%。 

3. 课程教学、案例教学、实践教学情况。 

 学校统一开设公共课程全部为必修课。学校为建筑学研究

生开设的公共课程包括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等 6 门课程，专业型硕士需修 8学分。 

研究生学位课分为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旨在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建筑设计观，强化研究型设计训练。学位基础课包括

建筑创作与研究（一）A、建筑创作与研究（二）、人居环境科

学导论 A、建筑创作导论 A 4 门课程，均为必修，共 6 学分。学

位专业课按照四个学科研究（专业领域）方向设置相应的专业学

位课程模块，包括“当代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A”等 16 门课程，

各专业领域修不少于 2 门不少于 4 学分。 

研究生选修课分专业选修课和跨学科选修课，目的是提高学

生的基础理论的宽度和广度，拓宽学生视野。专业选修课涵盖了

四个学科研究（专业领域）方向和跨学科的 19 门课程，各专业

领域修不少于 2 门不少于 4 学分。其中，中国北方游牧建筑史、

蒙古族建筑与艺术等课程是体现本学科地域特点、传承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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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课程。 

学位课、选修课均由教授或副教授主讲，由相关学科团队负

责人主持课程建设，审阅大纲，检查教学内容，督察课程的讲授

情况，每年定期聘请校外具有高级职称的业内专家进行讲座。授

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确定一定数量的参考书和相关学科期刊等

做为参考资料。 

专业实践与创新环节包括文献阅读、听学术报告（讲座）、

专业实践和实践创新成果交流四个环节，共 8 学分。专业实习是

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必要环节，可采取集中实践和分段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应届本科毕业攻读建筑学专业硕士学位人

员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1 年，其中连续实践时间不少于 4 个月；

具有 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的研究生时间应不少于 6 个月，其中连

续实践时间不少于 2个月。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

践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展。 

研究生通过参与建筑设计、历史建筑保护设计、建筑技术设

计、城市设计的实践项目，熟悉工程项目各专业配合、协调的方

式和方法，了解建筑项目实施过程中与业主方沟通互动的方法，

了解建筑项目从审批到施工的过程；认知职业建筑师在建筑行业

中的角色定位，为将来的建筑师执业或设计研究奠定基础。 

4.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学位点建设了多个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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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概况 

序

号 基地名称 
设立

时间 

接收专业

实践学生

人数 

基地导

师人数 
级别 

1 
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3

.12 9 8 
自治区

级 

2 
天津市博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6

.09 2 2 校级 

3 
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科技开发推

广中心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6

.09 4 2 校级 

5.学术交流 

为持续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建筑学院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

学者以讲座、学术会议等形式来校讲学，2022 年共举办讲座 20

场，主办全国性会议“第十一届工业遗产学术研讨会”，并每年

组织研究生参与学术论坛与团队科研汇报，实现了面向全体研究

生的多层次、广渠道、全时段的科研信息普及和学术活动覆盖。

2022 年在校蒙古国和巴基斯坦留学生各 1 人。2022 年学术讲座

具体内容见表 2： 

表 2   2022 年举办的学术讲座 

序

号 
讲座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讲座时

间 

1 风景园林史论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毛华松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2022.4.

13 

2 活的中国园林 唐克扬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 
2022.4.

20 

3 风景园林专业的国家需求 李迪华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

计学院 

2022.4.

25 

4 城乡规划学科发展：过去、现在 孙施文 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 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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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来 学院 29 

5 
从认知到写作——如何写出高水

平论文 
康健 

英国伦敦大学巴特莱特

学院 

2022.5.

02 

6 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毛其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22.5.

06 

7 
从流乡村到流城镇：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中国城镇化 
罗震东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2022.5.

13 

8 
复杂建成环境认知中的形态类型

学 
刘刚 

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

学院 

2022.5.

18 

9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制度特色与

未来方向 
张松 

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

学院 

2022.5.

20 

10 
从选题到开题——轻松打破课题

研究“魔咒” 
康健 

英国伦敦大学巴特莱特

学院 

2022.5.

24 

11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时代转译与

乡土实践 
毕凌岚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 

2022.5.

25 

12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三个关

键问题的思考——以故宫养心殿

建筑彩画为例 

杨红 故宫博物院 
2022.6.

02 

13 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交流指导 孙澄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

院 

2022.6.

02 

14 空间的造型 苏丹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22.6.

06 

15 
如何写好文献综述——理想情景

VS现实场景 
张建勋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2022.6.

08 

16 设计研究与教学漫谈 李智兴 浙江大学建筑学院 
2022.6.

24 

17 
包容性城市设计——营造，认知

友好的步行环境 
袁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 

2022.9.

26 

18 当代西方建筑理论漫谈 刘松茯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

院 

2022.9.

26 

19 
日常活动视角下个体环境感知的

影响因素初探 
宋江宇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

划学院 

2022.10

.10 

20 传统营建智慧传承初探 张兵华 福州大学建筑学院 
2022.12

.9 

21 
第十七次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学术

年会(全国性会议)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022.9.

24-9.25 

 

6. 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为提升研究生学术水平和学习成果的质量，学校通过国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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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自治区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及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支

持在校生取得出色的学习成果；利用自治区级研究基地和自治区

级重点实验室等优良平台提高在校生设计实践能力。代表性成果

见表 3： 

表 3   2022 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 

序号 姓名 学号 科研成果 

1 管勃勃 20201800538 

专利：一种可上下拆封的人工天穹；2022.04.19；

实用新型专利；管勃勃（第一发明人） 

专利：一种便于调节照射角度的日轨仪；

2022.04.08；实用新型专利；管勃勃（第二发明

人）-导师为第一发明人 

专利：一种方便移动的人工天穹；2022.04.08；

实用新型专利；管勃勃（第二发明人）-导师为第

一发明人 

2 杨志明 20201800542 
1、竞赛：第四届绿色建筑设计技能大赛；决赛优

秀作品奖；杨志明（三作）优秀奖不加分 

3 李源 20201800543 
1、竞赛：第四届绿色建筑设计技能大赛；决赛优

秀作品奖；李源（一作）优秀奖不加分 

4 张志鹏 20201800544 
UIA-霍普杯 2022 国际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入围

奖,2022-11-19 

5 马慧敏 20201800548 

1、科研课题：2021 年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草原城镇空间绩效评价方

法研究；2021.12；第二申请人 

6 张舒菡 20201800556 

1、论文：《废置工业厂区外部空间的场所营造—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黄河化工厂公共空间环境

更新思考》；《当代建筑》，2022(2):24-27.；

张舒菡一作，张鹏举二作；已收录已见刊 

7 张思伟 20201800562 

1、论文：《多感官体验下草原城镇社区绿地景观

空间恢复性潜力测度—以纳林高勒社区为例》；

《小城镇建设》，2020(11):256-258.；导师一作，

张思伟二作，已收录已见刊 

8 轩长征 20201800565 

1.论文：《建筑学视阈下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综述——基于建筑类期刊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当代建筑》,2021(11):60-65.；贾晓浒（导师

一作）,轩长征（二作）,杨春虹.已收录已见刊 



 

- 10 - 

9 王嘉雯 20201800571 

1、论文：《乡村旅游视角下新农村住宅更新策略

研究》；《中外建筑》，2022(09):107-112.；王

嘉雯一作，苏晓明（导师）通讯；郝占国二作，

丁杨三作；已收录已见刊 

10 王璐瑶 20201800572 

1、论文：《应对严寒气候的居住街坊形态研究—

—以呼和浩特市为例》；《住区》，

2022(03):120-126.；杨春虹老师一作，王璐瑶二

作；已收录已见刊 

2、竞赛：2021 台达杯国际太阳能建筑设计竞赛；

获奖等级：优秀奖；王璐瑶（二作）；优秀奖不

加分 

11 段君昉 20201800582 

1、论文：《基于光环境优化的既有工业建筑改造

策略研究》；《工业建筑》北大核心增刊，2022 S1

（53）：114-119.：段君昉（一作），许国强，

迈力斯；已收录已见刊 

3、论文：《Investigating the Adaptive Thermal 

Comfor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Mutual Aid 

Homes in Central Inner Mongolia》；

《Sustainability》（SCI）： Vol 14, issue 11: 

2022.p6802.；

https://doi.org/10.3390/su14116802；Li, 

Haokun（一作）, Guoqiang Xu（老师）, Jiuwang 

Chen（老师）, Junfang Duan（四作）；已收录

已见刊；不予认定 

12 王帅 20201800583 

1、论文：《铸模洞穴”——解读阿连特茹海滨住

宅》；《建筑与文化》，2022(01):58-59.；王帅

一作；已收录已见刊 

2、论文：《低碳思维下三种草原新型绿色建筑体

系解析》；《当代建筑》2022(08):22-26.；王帅

一作，张鹏举二作，王志强三作；已收录已见刊 

13 蒋宇俊 20211800571 

（论文）可持续建筑设计与被动式建筑的研究；

《建筑创作》，2022,136-138；蒋宇俊一作；已

收录已见刊 

14 高鹏飞 20211800575 
（专利）水杯；2021.12.22；2022.5.10；外观专

利；高鹏飞（第一发明人） 

15 冀涛 20211800584 
（著作）《绿色蒙古包建造图集》；2022.8；中

国建材工业出版社；ISBN:155160·3360;参编  

16 朱雅坤 20211800588 

（论文）《凌源万详寺大殿建筑形制分析》；《建

筑与文化》，2022（4）：25-27 ；孙冠臻一作 ，

朱雅坤二作；已收录已建刊第一作者不是导师不

加分 



 

- 11 - 

17 柴玉泽 20211800593 

（竞赛）第四届高校绿色建筑设计大赛；二等奖；

柴玉泽（一作）教育指导委员会、专业学会（协

会）组织的专业类竞赛 

18 李冰倩 20211800604 

（论文）《精读—转译 : 建筑学研究生设计理论

课程改革探索》；《中外建筑》， 2022 

(09):113-119.；王志强一作，李冰倩二作，许双

三作；已收录已见刊 

19 徐永红 20211800605 
（专利）蒙古包（新式）；2022.03.10；2022.05.13；

外观设计专利；徐永红（第一发明人） 

20 宋雨晨 20211800610 

（论文）《内蒙古清代衙署府第建筑群体构图比

例研究》；《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03）：255-264；宋雨晨一作，高旭通讯作

者，王旭红三作；已见刊 

 

（四）师资队伍情况 

1. 专任教师、行业教师及导师队伍结构 

目前建筑学在编专任教师共 41 人，硕士生导师共 34人，其

中，校外导师为 7 人。具体结构见表 4、表 5： 

表 4   专任教师师资队伍情况 

专业技

术职务 

人

数

合

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

导师

人数 

硕士

导师

人数 

行业

经历

教师 

25 岁

及以

下 

26至

35岁 

36至

45岁 

46至

59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教师 

硕士

学位

教师 

正高级 12 0 0 7 5 0 6 4 4 12 10 

副高级 12 0 0 5 7 0 2 10 0 12 9 

中级 16 0 9 6 1 0 3 13 0 3 6 

其他 1 0 1 0 0 0 0 1 0 0 0 

总计 41 0 10 18 13 0 11 28 4 2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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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行业兼职教师（导师）队伍情况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

计 

单位类型 

具有注册建筑师

执业资格证书人

数 
校 外

导 师

人数 
党政 

机关 

企业 

单位 

事业单位 其他 

机构 
一级 二级 

高校 其他 

正高级 6   1 4 1   5  6 

副高级 1  1      1 

总  计 7 1 5 1   5  7 

2. 研究生双导师总体规模和队伍结构 

建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校内导师和校外行业

企业导师联合培养的“双导师”制，硕士研究生的实践单位为学

生指定一位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规划师或高级工程师资格

的校外行业企业导师，负责硕士研究生的日常实践任务的安排和

管理，并参与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撰写和答辩等环节。 

3. 合作交流 

2022 年，建筑学专业学位授权点与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多个单位开展合作交流，

加强对研究生的培养。 

（五）科学研究情况 

1. 2022 年，专业授权学位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 1 项，内蒙自然科学基金 5 项，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研发和成果转化计划立项 1 项，蒙古自治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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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当代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 1项，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 1 项，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横向课题 1项，经

费合计 192 万元。 

表 6   2022 年获批科研项目情况 

类别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

人 

项目起止

时间 

经费

（万

元）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 

历史景观视野下漠西蒙古地域藏传佛

教建筑形态演变研究 
杜娟 

2023.1-20

25.12 
30 

内蒙自然科

学基金 

2 
“走西口”沿线内蒙古生土民居形态

谱系研究 

李鹏

涛 

2022.1-20

24.12 
10 

3 
基于原生态材料的草原生态住居设计

策略研究 

白丽

燕 

2022.1-20

24.12 
10 

4 呼和浩特晋风建筑形态演变研究 
方旭

艳 

2022.1-20

24.12 
2 

5 
BIM（建筑信息模型）平台下的内蒙古

地区社区级体育馆模块化设计研究 

吕昱

达 

2022.1-20

24.12 
10 

6 
呼和浩特召庙建筑形制的演变机制研

究 
托亚 

2022.1-20

24.12 
10 

2022年内蒙

古自治区重

点研发和成

果转化计划

立项 

7 
红色革命建筑遗产线上三位展示与数

字化管理软件平台构建 
贺龙 

2022.12-2

025.12 
100 

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发展

资金项目 

8 

基于VR实验的历史街区人因工程分析

应用模型研究——以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为例 

史艺

林 

2022.01-2

024.12 
9 

自治区第十

一次当代会

精神研究专

项课题 

9 呼包地区民居村落保护对策研究 
李鹏

涛 

2022.04-2

022.12 
1 

2022年度社

会科学规划

项目 

11 
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下呼和浩特

汉藏结合式经殿建筑研究 
托亚 

2022.12-2

024.06 
3 

内蒙古社会

科学基金项

目 

12 
呼包地区传统民居村落活化利用对策

研究 

李鹏

涛 

2022.04-2

023.02 
2 

横向课题 13 
呼和浩特公主府古建筑数字化复原技

术应用研究 
王磊 

2022.06-2

023.0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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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2 年发表论文情况 

序

号 

出版时

间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论

文集 

第一作

者 

通讯作

者 

1 2022-05 

基于城市针灸理论的历史街区博物

馆设计研究——以呼和浩特塞上老

街博物馆概念设计为例 

建筑与文化 王倩玉 
伊若勒

泰 

2 2022-11 
安藤忠雄基于自然的设计原则探析

——以日本直岛地中美术馆为例 
城市建筑空间 李文华 韩瑛 

3 2022-10 有我之园：豫园遗产价值及其变迁 园林 段建强  

4 2022-08 
运我笔底——陈从周豫园东部重修

意匠略论 
风景园林 段建强  

5 2022-02 我国乡村民居建筑节能现状探究 建筑与文化 李佳谣 苏晓明 

6 2022-08 
内蒙古草原地区夜间灯光亮度特征

分析 
照明工程学报 郭旭冉 苏晓明 

7 2022-07 
内蒙古清代衙署府第建筑群体构图

比例研究 

内蒙古工业大

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宋雨晨 高旭 

8 2022-12 
文化扩散现象背景下的内蒙古工业

大学建筑系馆更新策略研究 
建筑与文化 于颖斌 李鹏涛 

9 2022-09 
内蒙古晋风生土民居再利用策略研

究 

中国近现代建

筑研究与保护

（十二）第 17

次中国近现代

建筑史学术年

会会刊 

耿智颖 李鹏涛 

10 2022-09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生土民居区划探

讨 

中国近现代建

筑研究与保护

（十二）第 17

次中国近现代

建筑史学术年

会会刊 

李鹏涛 李鹏涛 

11 2022-11 
基于“光辉城市 Mars”软件技术

的《建筑美学》课程教学 
城市建筑空间 李鹏涛 李鹏涛 

12 2022-02 

内蒙古严寒地区大空间建筑绿色改

造技术利用分析——以 2021年全

国高等院校“绿色建筑设计”技能

大赛一等奖方案为例 

建筑节能 李成成 苏晓明 

13 2022-09 
内蒙古中部地区汉藏结合式经殿建

筑建构模式研究 

中国近现代建

筑研究与保护 
托亚  

14 2022-10 
基于光环境优化的既有工业建筑改

造策略研究 

2022年工业建

筑学术交流会

论文集（上册） 

段君昉 许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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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2-02 
严寒地区室内多层贯通空间热湿环

境实测研究 
低温建筑技术 刘晓倩 许国强 

16 2022-03 
节能优化视角下木结构蒙古包的现

代更新与实践 
建筑技术 李浩坤 许国强 

17 2022-04 
呼和浩特农村互助养老建筑节能设

计策略研究 
建筑节能 李浩坤 许国强 

18 2022-10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rmal 

Storag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Concrete Floors 

Sustainabili

ty 
王昱迪 许国强 

19 2022-11 
基于 MassMotion软件的幼儿园楼

梯疏散效率研究 
当代建筑 贾晓浒 周家绪 

20 2022-10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Evacuation Movements and 

Children’s Physiological 

Demands Analyzed via 

Wearable-Based Sensors 

Sensors 张波 贾晓浒 

21 2022-01 
类比、概念、感知——斯蒂文·霍

尔的建筑设计再阅读 
华中建筑 任中龙  

22 2022-11 
历史同源范例下类蒙古包空间形态

类比转译设计研究 
当代建筑 白丽燕  

23 2022-09 
旅游文化视域下草原社区公共建筑

转译设计研究 

中国近现代建

筑研究与保护 
陈欣慈  

24 2022-09 
基于扎根理论的蒙古包保护与传承

原则探究 

中国近现代建

筑研究与保护 
刘星雨  

25 2022-09 
基于复合化策略的呼和浩特大窑接

待中心绿色设计研究 
工业建筑 丁杨 郝占国 

26 2022-06 
乡村振兴背景下公共空间营造实践

研究——以河南姜庄为例 
华中建筑 丁杨 郝占国 

27 2022-09 
西北地区传统民居营建智慧及更新

研究综述 
建筑与文化 田宇婷 郝占国 

28 2022-09 
乡村旅游视角下新农村住宅更新策

略研究 
中外建筑 王嘉雯 郝占国 

29 2022-06 

Investigating the Adaptive 

Thermal Comfor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Mutual Aid Homes in 

Central Inner Mongolia 

Sustainabili

ty 
李浩坤 许国强 

30 2022-05 

Research on Building Space Model 

Method Based on Big Data Map 

Visual Design 

Computationa

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徐强 贺龙 

31 2022-11 
基于遗传算法的中小学教室采光优

化方法探讨——以呼和浩特地区光
当代建筑 覃万祥 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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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为例 

32 2022-11 
严寒地区建筑形态调控下建筑能耗

与舒适度影响因素研究 
建筑技术 贺龙 吕保 

33 2022-06 

主被动式结合的乡村公共活动空间

设计研究——以 2020年 Active 

House Award中国区竞赛一获奖方

案为例 

建筑节能（中

英文） 
宋彦星 贺龙 

34 2022-07 
建筑空间形态调控下的建筑能耗及

舒适度优化研究 

建筑节能（中

英文） 
吕保 贺龙 

35 2022-07 
秦皇岛近代建筑活化利用的分析与

思考 
建筑经济 冯柯 王婷 

36 2022-08 
低碳思维下三种草原新型绿色建筑

体系解析 
当代建筑 王帅 王志强 

37 2022-05 

居住习俗与达斡尔族住居空间的变

迁——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库如奇村为例 

世界建筑 齐卓彦 齐卓彦 

38 2022-06 辽代典型密檐砖塔形制规律探析 古建园林技术 王卓男 王志强 

39 2022-01 

明初大边长城聚落形态特征研究

——以呼和浩特段为例[J].中外建

筑,2022(01):125-130. 

中外建筑 程思宁 齐卓彦 

40 2022-02 
内蒙古包头毛岱村晋风生土民居现

状调查研究 
城市建筑空间 陈之瑶 李鹏涛 

41 2022-03 

山西省晋蒙边境地区典型性生土民

居形态类型研究——以阳高县义和

村为例 

城市建筑空间 冯沛 李鹏涛 

42 2022-01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策略下的博物馆

建筑设计研究——以呼和浩特塞上

老街博物馆概念设计为例 

城市建筑空间 李萌 李鹏涛 

43 2022-01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光

联村生土民居建筑空间形态研究 
城市建筑空间 张学彬 李鹏涛 

44 2022-03 
呼和浩特既有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

需求分析研究 
建筑与文化 王子涵 王崴 

45 2022-02 

多感官体验下草原城镇社区绿地景

观空间恢复性潜力测度——以纳林

高勒社区为例 

小城镇建设 王志强 王磊 

 

表 8   2022 年出版著作（教材）情况 

序号 出版日期 著作（教材）名称 作者及排序 出版单位 

1 
2022-09-0

1 
建筑与城市光环境 苏晓明/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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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04-0

1 

建筑空间热场特征与评

价方法 
郝占国/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表 9   2022 年授权专利情况 

序

号 
专利授权编号 专利名称 作者及排序 

专利

类型 

1 PA2022002831 
一种古建筑木结构

预防性保护方法 
杜娟/1,李佳/2,韩瑛/3 

发明

专利 

2 PA2022002756 门套（蒙古风格） 
李鹏涛/1,高新春/2,王小平/3,贾

晓浒/4,杨春虹/5 

外观

设计 

3 PA2022002713 窗套（蒙古风格） 
李鹏涛/1,高新春/2,王小平/3,贾

晓浒/4,杨春虹/5 

外观

设计 

4 PA2022002624 

一种板式格构装配

式蒙古包及其建造

方法 

白丽燕/1,李云伟/2,刘春艳/3 
国外

专利 

5 PA2022000892 
一种空间移动组合

系统 

史艺林/1,石健/2,韩金海/3,甘宇

田/4,郭喆/5,徐媛/6,李祥山/7,

李燕丽/8,白茹雪/9,张子怡/10,

赵鹏/11,高靖/12 

实用

新型 

6 PA2022000891 
一种医疗空间的集

成用密封组合板 

史艺林/1,韩金海/2,石健/3,欧阳

一语/4,白志慧/5,郭喆/6,李祥山

/7,李燕丽/8,白茹雪/9,张子怡

/10,高靖/11,赵鹏/12 

实用

新型 

 

2. 研究生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 

研究生具有独立的设计课专业教室、多媒体教室满足日常教

学活动要求。根据研究团队配备导师工作室（研究所），满足导

师进行研究生指导和讨论空间的需求。展厅及相应展廊能够满足

满足学生作业展览以及集体评图活动需求。 

建筑学科馆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图书、期刊以及专业资料；图

档室用于建筑学图纸、论文以及作业的登记与存档；实验室用于

开展各类课题的相关实验活动；建筑创新实验中心已经投入使用；

报告厅与艺术沙龙不仅是学生与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场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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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大型演讲与专业提升培训提供条件；内蒙古传统建筑博物馆

面向师生开放，展示内蒙古的传统建筑的历史与发展；教学科研

服务中心负责学生与教师的日常管理工作，形成学生与导师在事

务上有效联系。 

实践教学的硬件设施情况具体见表 10： 

表 10   实践教学的硬件设施 

软硬件设施 

教室名称 
数

量 
平均面积 总计面积 专用、合用、混用 

研究生设计课专用教室 2 83.64㎡ 167.28㎡ 专用 

导师工作室 6 107.41㎡ 644.48㎡ 专用 

展示与评图空间 2 220.64㎡ 441.28㎡ 专用 

其他

教学

场所

（含

教学

管理） 

1 实验室 6 215.33㎡ 1292㎡ 专用 

2 图书阅览 1 329㎡ 329㎡ 专用 

3 科研中心 1 38.5㎡ 38.5㎡ 专用 

4 图档室 1 25.78㎡ 25.78㎡ 专用 

5 报告厅 1 220㎡ 220㎡ 合用 

6 多媒体教室 8 83.64㎡ 669.12㎡ 合用 

7 艺术沙龙 1 245.5㎡ 245.5㎡ 混用 

建筑创新实验中心 1  5966 m² 合用 

总计 29  10038.94  

3. 实践基地 

学位点建设有多个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或相应的实践平台，均

为具有建筑设计甲级资质的设计院或相当知名度的国内外设计

事务所。具体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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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实践基地情况 

序

号 
基地名称 

设立时

间 

接收实践学

生人数 

基地导

师人数 
级别 

1 
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3.12 10 7 

自治

区级 

2 
天津市博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6.09 2 2 校级 

3 
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科技开发推

广中心校外实践基地 
2016.09 2 2 校级 

4 
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校外实践基地 
2016.10 2 2 校级 

5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院校外实践基地 
2016.09 3 2 校级 

6 
上海徐汇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校外实践基地 
2016.09 1 1 校级 

7 
内蒙古圣方建筑设计院有限责

任公司校外实践基地 
2016.09 3 3 校级 

8 
内蒙古新雅建筑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校外实践基地 
2016.09 2 2 校级 

9 
内蒙古筑友建筑设计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校外实践基地 
2016.09 2 3 校级 

 

（六）服务贡献 

专业学位授权点围绕国家经济发展、国家需求、建筑设计行

业发展等方面，积极开展社会服务。 

1. 服务国家经济发展 

2022 年，40 多名研究生在近 20 名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专

业教师的带领下，以设计院为依托，积极参与工程建设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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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城市和建筑更新改造项目，及教育、文化、医疗建筑的设

计工程实践项目 20 余项，推动了城乡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断改善。 

2022 年，依托中国建筑学会科普教育基地、人社部绿色建筑

培训基地等平台，开展科学普及教育服务 3 次，共约 100人；承

担注册建筑师继续教育、绿色建筑设计培训 2 次，共约 160 人；

开展消防培训 2 次，共约 200人，成为地区建筑科普及行业培训

的重要基地。 

2. 服务国家需求 

以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为切入点，基于历史文脉传承、绿色节

能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建构历史建筑保护、改造、更新理论与方

法，为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提供了支撑。同时结合人居环境、健

康建筑和脱贫攻坚等国家重大需求，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2022 年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科学研究课题共 12 项。 

 3.服务建筑设计行业发展 

 牵头组建内蒙古勘察设计协会，开展勘察设计行业的技术

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活动多余次，参与人数近 400人。充分发挥内

蒙古绿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内蒙古自治区绿色建筑重点实验

室的作用，推动了内蒙古地区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的发展。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1、研究生党支部建设情况及辅导员队伍建设情况 

设立专职组织员开展党务工作，按年级设立研究生党支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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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兼纪检委员均由品学兼优的

研究生党员担任。党支部建设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使用《基层党

支部学习活动执行表》监督跟进学习进度和质量，通过“一支部

一精品党日活动”大力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提升组织活

力。通过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举办了红色建筑中学党史、建党 100

周年书画展等活动，教育广大研究生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发奋成长成才。研究生党支部认

真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对标建设“最强党支部”，强化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基层党组织生机活力

的发挥。学院配备研究生专职辅导员 1 人，分管学生工作院领导

1 人。3 名院领导分别担任研究生一年级至三年班主任，同时各

班配备优秀青年专业教师担任副班主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与日常管理工作。 

2.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情况 

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常态化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巡

察。严格落实“一会一报”“一事一报”“一人一策”制度。以

导师、任课教师、学生三级专项会议制度开展日常教育、引领，

弘扬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召开重点群体专项座

谈会关注需求、解决问题、统一思想。重视教室、实验室、研究

所的课堂和讲台等主阵地的专项管理。有讲座、出版、媒体、网

络、留学生五类重点工作监管、审批制度。学院与班主任签订《辅

导员宗教工作责任书》，组织学生填写《宗教信仰登记表》，对

信教学生进行“一对一”谈心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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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定期研判制度建立落实情况 

建立学生思想动态定期调研制度，思想动态调研座谈会及问

卷调查研判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相关规定，要求导师全

面关心研究生的思想动态，道德规范以及未来成长发展。辅导员

定期与重点关注对象进行谈心谈话。 

（二）研究生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1.“三全”育人机制建设情况 

    优化顶层设计,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科研、实

验、实习、实践、学生管理为框架的“1+6”三全育人框架。成

立学院思政研究所深化学科思政育人。通过研究生复试“思想政

治专项考核”把好学生入学关。分层次渐进式推进“8+3 主体团

日活动”，打造“思巢”论坛、院刊《器》等品牌教育载体，协

同网络思政平台建设深化学生思政育人，开展线上线下思政教育

类活动。以智慧团建、组织生活会、团支部书记年度述职等对标

定级方式优化组织建设。导师制基础上实施“院长带班专业老师

配班”制度，实现多维度全方位管理模式。打造建筑馆高品质开

放式共享学习空间，充分发挥环境、人、知识三元交互环境育人

功能。 

2.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情况和课程思政建设情况 

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自然辩证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研究生学位课。开设《蒙古族建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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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方法》、《工程伦理》等课程，深入

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立足内蒙古地区工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将地域建

设设计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匠精神贯穿专业调研、设计

课指导全过程。“专题讲座”教育环节突出家国情怀、奋斗历程、

建筑理想、职业精神教育。 

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情况 

为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研究生分年级、分批次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势政

策专题教育。利用“工大建筑青年”微信公众平台将宣传教育工

作贯穿全年。通过举办专题团日活动、集中观看影片《海的尽头

是草原》等活动提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此外，在学科教育

过程中，要求任课教师和导师将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培养纳入育人

环节。 

（三）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 

1.研究生学风制度建设举措 

入学教育环节加强科学道德教育及校规校纪教育，让学生建

立科研诚信意识。从课程设置、课程组织形式、教学内容等方面

入手，不断改革完善研究生第一个主要学习阶段教育工作的质量。

让学生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通过前沿专业讲座拓宽知识

面和眼界，增强思辨的能力，从而达到培养研究生的原创性思维

和创新科研能力的目标。同时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研究生

进行选课配置，力求学生培养更有针对性和方向性，调动学生学



 

- 24 -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按照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不同工作阶段，结合建筑学学

科专业特点，建立了包括招生及复试、开题、中期、答辩等研究

生培养管理环节在内的相关规章制度，细化了学术研究管理的工

作内容，从制度层面提升了研究生学术研究工作的规范性。同时

重视预防机制建设工作，出台《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复制比检测实施办法（试行）》、《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预审管理办法》对研究生学术行为从严管理。在各项评

奖评优环节实施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并将其纳入学生

违纪行为。 

着眼研究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从入学阶段、专业学习、科

学研究等角度，结合不同年级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以“建

筑学院学术月系列活动”、“思巢”大师论坛、博学杯”知识竞赛、

“国奖风采”、国奖经验分享会等形式，促进优良学风建设。例

如邀请多位优秀校友做“我的职业发展之路”系列成长指导，用

优秀校友成长感悟引领学生成长。充分发挥导师“引路人”的作

用，通过《内蒙古工业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

施办法》加强研究生导师自身的学术道德建设，要求导师有意识

地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对各学习环节、研究过程进行有效监管，

应在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方面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 

2.研究生社会服务情况 

学院结合研究生培养目标，鼓励在读研究生加入校研究生会，

建立和完善校院两级活动联动机制，不断丰富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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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全面覆盖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的不同方面，并实现全员发动，

广泛参与。常规开展“就业实践”、“社会调研”、“科技服务”

为主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2022级研究生张梦圆、党慧等同学带

队的老牛湾社会实践乡村振兴调研团队在“2022 年全区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荣获“自治

区优秀志愿者服务队”称号。 

3.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况 

学校出台《内蒙古工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预警五级网络建

设管理办法（试行）》和《内蒙古工业大学心理危机干预办法（试

行）》等相关制度。现有以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领

导小组、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学院心理辅导站、

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的心理预警五级网络。为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注重研究生的心理辅导，在研究生心理

普查全覆盖率 100%的情况下，举办“与压力共舞”心理健康讲座，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活动 6 项，利用“心语心苑”心

理沙盘室开展个体咨询，开展线上团体心理团体辅导。以“一人

一档”的方式对心理问题重点关注学生建立动态数据库，每学期

初和学期末进行约谈。 

（四）研究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学校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同时组织开展

学校学科建设的管理和服务工作，设置有招生办、培养与学籍管

理办公室、学位办公室、综合办公室、学位点建设与质量评估办

公室 5个科室，分别负责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学科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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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等方面工作。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研究生建筑学金

的评定发放和管理工作。学院教学科研服务中心下设研究生管理

办公室，含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研究生辅导员 1 人、研究生

助管 1人，负责研究生日常教学管理。团学工作办公室下设院团

委、学工办、就业办三个部门，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活动指

导、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工作。学院研究生会结合学院研

究生实际需求设立办公室、文体部、学术部三个部门，制定了《内

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学生会章程》，并建立《建筑学院

研究生会会议纪要》、《学生活动备案表》、《志愿服务登记表》、

《活动策划书》等一系列工作档案。通过座谈会、走访宿舍、发

放问卷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业教育、

日常管理三方面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较高。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方面 

为保障研究生教学质量，校院两级制定了较为完善研究生教

学管理文件。校级有关研究生教学制度有《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

制研究生课程设置规定》、《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课程

管理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

等。学院现有学科平台建设、教学管理和导师管理文件如下： 

表 12 建筑学院研究生教学管理文件一览表  

学科平台建设 教学管理 导师管理 

1.《内蒙古工业 1.《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 1.《内蒙古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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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建筑学院科

研 工 作 管 理 办

法》 

2.《内蒙古工业

大学建筑学院教

师科研创新团队

建设实施方案》 

3.《内蒙古工业

大学建筑学院教

学团队建设实施

方案》 

教学管理办法》 

2.《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

究生日常管理规定》 

3.《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关于硕

士研究生参加教学实践的相关规定》 

4.《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

究生补修课程的管理规定》 

5.《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

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管理规定》 

大学建筑学院研

究所（导师工作

室）管理规定》 

2.《建筑学院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遴选与管理实

施细则》 

为了提高研究生教学水平、加强课程质量，学院特制定规则，

设置教材出版专项基金，鼓励教师积极编撰出版专用教材。2022

年中已有两本教材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二）导师选拔培训与师德师风建设方面 

1.导师队伍的选聘 

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校内导师和校外行业企业导师联合培

养的“双导师”制，导师遴选的基本条件、遴选程序、招生资格

审核、导师职责、导师考核和培训要求均按照《内蒙古工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办法》规定严格执行。学院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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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双师型”导师队伍，目前有 8 名校内导师具有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专业学位导师要求有工程实践经历。 

2022 年聘请校外行业企业导师导师共 7 名，主要来自北京

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知名设计单位与研究机构，全部为高级职称

以上，有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1 人，海外留学专家 1 人、国

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6 人，研究方向包括建筑理论、建筑设计、

建筑技术、城市设计等领域。 

学位点依托研究所探索导师组制，导师组负责研究生培养计

划制定，参与论文选题、撰写、答辩、毕业设计指导等全过程。 

2、良好师德师风的形成与师德师风教育建设机制 

（1）专业化的辅导员队伍建设制度。一是，专职辅导员自

身素质提升。通过鼓励专职辅导员参加各类培训、组建思政研究

团队使得辅导员队伍以“研究+实践”双驱动机制开展工作，成

为德育工作专业化的先锋力量。二是，思政和专业并行合力，由

专业老师担任班主任，强化专业思政引领作用，促使专业老师在

班主任岗位上能够进一步思考思政引领工作，从而提升综合素质。 

（2）教学科研骨干提供平台提升制度。一是，激励。对于

潜心在一线进行教学、教研、科研的老师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

攻读学位、培训成长等平台，激励一部分教师率先活跃学院良好

师德师风的形成。二是，引领。激励教师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头人，

待具备一定学术学历地位后能够引领团队，进一步提振良好师德

师风的持续形成。 



 

- 29 - 

（3）综合教育教学成果激励制度。学院制定了《建筑学院

“重大科研成果”产出经费使用制度》，《建筑学院专业技术人

员岗位聘任及考核办法》，用制度去规定并促进教师必须参与科

研工作，引导教师加强学术水平，用前沿的学术知识体系和教育

教学理念进行教书育人工作。学院鼓励教师指导学生参加专业竞

赛，以学术讲政治，在学术引领中体现作为教师的师德师风。学

院在年终考评时将奖励性绩效工资全部用于奖励突出业绩的教

师身上，激励教师潜心育人，促使在全院形成良好的教书育人和

教学科研的风气。 

（三）专业实践与学术交流方面 

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学校认可的实践内容，提高实践

能力。参加实践的方式包括：到学院与相关企业联合建立的研究

生教育实践基地参与工程实践；参加导师横向科研项目所涉及的

现场实验和实践工作；参加学校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的工作；此外，

学生也可到导师同意、学院认可的其他单位参与实践。 

实践采取“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和现

场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实

践活动。专业实践累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半年，应届本科毕业攻

读硕士学位人员的实践累计时间不少于一年，合格计 6学分。 

设计实践内容分为建筑设计、历史建筑保护设计、建筑技术

设计和城市设计等类型，应以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建筑工程项目、

历史建筑保护项目、城市设计项目或建筑技术方面的研究为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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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相应的方案设计等工作。专业实践任务书及具体成果要求由

各二级点点长在学生进行专业实践前制定并下发给学生。 

研究生进入实践环节时须填写《专业实践计划表》，实践环

节结束后，提交《专业实践环节考核表》和实践成果，所在实践

单位和双导师签署评价意见后，由学院学科组考核，学院审核，

通过后取得相应学分。专业实践成果要求：A1 图纸 8 张，设计实

践报告不少于 3000字，全部实践记录存档备查。 

（四）研究生奖助方面 

1、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 

学院设立研究生国家、自治区、学业奖学金共三个级别的奖

助体系，用于奖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全国研究生招

生计划、按期完费注册学籍、表现优异的全日制（全脱产学习）

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可多次获得研究生国家、

自治区奖学金，但获奖及科研成果不可重复申报使用。 

研究生国家、自治区奖学金奖励名额根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

的指标进行分配。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硕士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1万元。 

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时限、奖励金额及奖励比例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在规定拨款年限内每学年评审一次。 

一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10000 元/生，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

的 20%； 

二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8000元/生，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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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三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6000元/生，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50%； 

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新生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一

年级硕士生（不含推免生）依据录取成绩、第一志愿、本科毕业

院校等因素确定参评分数进行综合评审，二、三年级硕士生分别

依据课程成绩和获奖及科研成果确定参评分数进行评审。总成绩

比例分配：课程学分加权平均成绩和科研成绩（见科研成果计算

分值）各占 50%。中衡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院设立《中衡

设计奖学助学金》用于资助学院品学兼优的在校生。 

（五）质量保证方面 

1. 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制度 

（1）创新质量监控和督导机制。线下常态化进行师生意见

征求，线上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与学生网上评教，校院两级分管

领导、学部委员、督导组老师、研究生辅导员定期听课巡视，形

成网格化质量监控机制。 

（2）建立快速督导反馈机制。将监控督导信息快速准确地

反馈到教师个人、学科学院或相关部门，明确整改期限，定期跟

进复查；定期召开督导专家信息反馈会和分管院长监控信息通报

会，定期编印《研究生教学督导简报》。 

（3）加强学位论文的过程控制。进一步细化了学位论文评

价细则，增加了预审、预答辩环节，增加盲审专家数量；限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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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招收硕士生数量，保证培养质量。 

2. 学位论文要求 

毕业设计与论文选题应为体现学科前沿或国家建设前沿的

课题，应是来自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实际工程项目或其中的课题，

包括建筑设计、历史建筑保护设计、建筑技术设计和城市设计等

类型。针对毕业设计和论文选题，鼓励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综合

运用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文献检

索也是毕业设计与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检索要追溯到

选题的起点文献；要有对选题涉及的代表性学术专著和专论的评

价。 

毕业设计和论文要求完成不少于 10张 A1规格图纸的研究性

设计，以及与其相关的不少于 2.5万字的专题研究论文一篇。历

史建筑保护设计专业领域也可以以目前前沿科学研究问题或设

计过程中遇到的基础调查问题为题，完成不少于 3.5 万字的调查

研究报告一篇。 

3、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 

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的控制环节包括开题、中期检查、预审、

预答辩、格式与复制比审查、评阅、预答辩和答辩等。学位论文

须在 3、4 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答辩；第 5 学期须进行中期检查

答辩。正式送审前 1个月，需经过学科点组织的预审和复制比审

查后，才可进行评阅和预答辩。专业型学位研究生的毕业设计成

果需由专家小组进行单独预审，并最终由答辩委员会分别打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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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加权得出最终成绩。 

4、学位授予管理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研究生学位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符

合《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内蒙古工业

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位申请及授予基本要求》的研究生，由学院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授予建筑学硕士

专业学位的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表决通过，在校内公示

无异议后，授予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5、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 

针对培养目标合理性校院进行定期评价。一是目标与需求的

吻合度，包括行业发展与变化的需求，工程技术发展需求，学校

定位与专业发展变化需求；二是目标与就业岗位的吻合度，建立

毕业生跟踪机制，通过硕士毕业生近五年情况自评和用人单位评

价，根据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并持续改进，评价与修订过程

均有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及创新做法 

1. 持续进行课程教学改革 

专业学位点定期对培养方案进行评价，主要评价两方面内容：

一是培养方案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度，建立毕业生跟踪机制，通过

硕士毕业生自评和用人单位评价，掌握培养目标的达成度；二是

培养方案对行业需求的适应性，包括行业发展与变化的需求，工

程技术发展的需求等。根据评价结果对培养方案进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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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确保培养方案能够支撑培养目标，适应行业需求。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多次调整，并形成了具

有地域特色的完整体系。目前所执行的是 2021 版研究生培养方

案，注重课程结构的层次化和综合化，课程设置按照行业发展需

求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强化学生建筑设计研究及专业实践能力。

近年来， 通过建设核心课程、推进模块课程、增加特色课程、

强化实践环节等方法，不断优化课程体系。 

在本版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对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编写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培养体系缺少

城市设计方向的设计实践课程。因此，2022 年初将《城市设计》

补休课程增设为针对所有研究生的选修课，以补充城市设计相关

教学内容。 

2. 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学校职称评聘中为建筑学学科

单设标准。2022 年，教师中晋升正高级职称 2 人，晋升副高级职

称 1 人。建立“双师型”教师专项培养计划，将本学科工程系列

高级职称与教师主系列等同对待，提高实践型、“双师型”教师

的比例。制定了对校外行业实践导师的聘任和考核制度 

青年导师队伍培养方面，通过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院校的联系，

建立稳定的联合培养师资关系，增加青年教师学历提升（攻读博

士）的机会，同时，通过改变教师考核机制，提高教师深造的积

极性。2022年，推荐 3位青年教师分别进入清华大学、华南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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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东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3. 团队建设 

本专业学位下设地域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

建筑技术科学三个学科团队，立足区域、面向全国，探索建筑学

学科前沿问题，以多个重点学科方向协同共进，引领边疆地区特

色学科发展。通过强化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优势，优化建筑历

史与理论、建筑技术科学、城市设计及其理论支撑结构，建构内

蒙古地域建筑学的整体学科体系。 

4.  科学研究、服务贡献 

专业学位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点方向有：研究建筑创作理论

与方法的建构与提炼；建筑文化解析与转译；城市与景观特色的

挖掘与表达。传统聚落的演变与发展；传统建筑的探源与解析；

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历史建筑原型解析与转译。绿色建筑技

术；低能耗建筑技术；可持续性建筑技术；建筑物理环境控制技

术。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城市更新理论；城市发展与政策研究；

城市设计与更新；城市防灾与低碳设计等。 

学位点以科学研究为依托，围绕内蒙古地域建筑设计研究和

特色城市建设、地域绿色建筑适宜性技术提升、传统历史建筑保

护与更新等主题服务于社会。 

服务社会的典型案例 1：团队以自治区重大专项课题《基于

文化传承的草原新型绿色建筑体系集成优化与工程示范》的研究

成果为基础，逐渐发展出多种新型的现代绿色蒙古包建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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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实现现代草原牧区建筑的文化传承，达到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的绿色性能新高度，并形成广泛的产业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团

队主编了两项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绿色蒙古包建造图

集》和《农村牧区 EPS 模块现浇混凝土结构低能耗住宅标准设计

图集》。《绿色蒙古包建造图集》已在 2022 年底发布，《农村

牧区 EPS 模块现浇混凝土结构低能耗住宅标准设计图集》正在编

制中，将于 2023 年发布。 

服务社会的典型案例 2：团队受自治区住建厅委托，为进一

步提升农牧民居住品质，彰显祖国北疆文化特色，加快推进乡村

振兴进程，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农村牧区住宅庭院设

计图集》。该图集既充分融入新农房设计理念，又注重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既充分考虑居住功能的实用性，又注重建筑风貌

的观瞻性。同时，适应时代需要，积极采用节能环保低碳新材料

新技术，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和推广价值。 

五、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对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中对专业

带头人的要求，2022 年所提出的重点加强对学术骨干的培养的措

施未有明显的效果，青年专业带头人的培养方面尚有所欠缺。 

2. 针对专业学位点教学科研情况现状，及对照《学位授权

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中对骨干教师的要求，专业学位点

缺少省级上教学成果奖项及教改项目，亟待在这方面有较大的突

破。 



 

- 37 - 

3. 2022 年选送了三名教师外出读博，在青年教师自主培养

方面有较大成效，但没有引进人才。师资队伍建设仍然是专业学

位长期的任务。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加强制度建设，制定计划，落实到人，重点推进专业教学

研究和改革工作，力争获得省级上教学成果奖项及教改项目。 

2.继续加强对青年教师学术骨干的培养，明确培养目标，鼓

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形成多层次的专业带头人后

备力量。 

3.针对城市设计等薄弱研究领域进行人才引进，提升现有师

资学历，优化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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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设计和论文要求完成不少于10张A1规格图纸的研究性设计，以及与其相关的不少于2.5万字的专题研究论文一篇。历史建筑保护设计专业领域也可以以目前前沿科学研究问题或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基础调查问题为题，完成不少于3.5万字的调查研究报告一篇。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研究生学位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符合《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位申请及授予基本要求》的研究生，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授予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表决通过，在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授予建筑学硕士专业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5、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
	针对培养目标合理性校院进行定期评价。一是目标与需求的吻合度，包括行业发展与变化的需求，工程技术发展需求，学校定位与专业发展变化需求；二是目标与就业岗位的吻合度，建立毕业生跟踪机制，通过硕士毕业生近五年情况自评和用人单位评价，根据结果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并持续改进，评价与修订过程均有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
	1. 持续进行课程教学改革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多次调整，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完整体系。目前所执行的是2021版研究生培养方案，注重课程结构的层次化和综合化，课程设置按照行业发展需求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强化学生建筑设计研究及专业实践能力。近年来， 通过建设核心课程、推进模块课程、增加特色课程、强化实践环节等方法，不断优化课程体系。
	在本版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对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写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培养体系缺少城市设计方向的设计实践课程。因此，2022年初将《城市设计》补休课程增设为针对所有研究生的选修课，以补充城市设计相关教学内容。
	根据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学校职称评聘中为建筑学学科单设标准。2022年，教师中晋升正高级职称2人，晋升副高级职称1人。建立“双师型”教师专项培养计划，将本学科工程系列高级职称与教师主系列等同对待，提高实践型、“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制定了对校外行业实践导师的聘任和考核制度
	青年导师队伍培养方面，通过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院校的联系，建立稳定的联合培养师资关系，增加青年教师学历提升（攻读博士）的机会，同时，通过改变教师考核机制，提高教师深造的积极性。2022年，推荐3位青年教师分别进入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东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4.  科学研究、服务贡献
	专业学位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点方向有：研究建筑创作理论与方法的建构与提炼；建筑文化解析与转译；城市与景观特色的挖掘与表达。传统聚落的演变与发展；传统建筑的探源与解析；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历史建筑原型解析与转译。绿色建筑技术；低能耗建筑技术；可持续性建筑技术；建筑物理环境控制技术。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城市更新理论；城市发展与政策研究；城市设计与更新；城市防灾与低碳设计等。
	3. 2022年选送了三名教师外出读博，在青年教师自主培养方面有较大成效，但没有引进人才。师资队伍建设仍然是专业学位长期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