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教指委秘〔2023〕33 号

关于申报农业专业学位“精品案例课堂”

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农业专业学位培养单位：

为加大案例教学使用力度，带动案例教学方法创新和理

念传播，探索农业专业学位案例教学范式，推动案例更好服

务实践创新人才培养，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将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指导下，开展

农业专业学位“精品案例课堂”项目建设。具体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农业专业学位“精品案例课堂”项目建设以服务高质量

案例教学育人成效为着力点，坚持做好“三个聚焦”。

（一）聚焦服务人才培养。邀请案例教学名师进行示范

性授课，聚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深入挖掘已开发的大案

例、全案例、经典案例成果的教学效能，更好发挥高质量案

例的教学育人作用。

（二）聚焦案例教学模式创新。通过名师开展案例授课

的形式，进一步探索本专业学位案例教学模式，创新案例教

学方式，鼓励采用实景教学、翻转课堂、主题辩论、情景教

学、行业专家授课等模式，探索适合学科、兼具特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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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案例教学法，提升农业专业学位案例教学共识。

（三）聚焦示范教学和经验传播。发挥示范引领效应，

汇聚形成一批高质量案例课堂视频成果，宣传推广案例教学

前沿理念和成熟模式，引导重视案例教学、研究案例教学、

开展案例教学，提高案例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二、建设方式

1.面向各农业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公开征集立项，每个单

位推荐不超过 2项，填写立项申报书报送农业教指委秘书处

（申报书模版见附件 1）。

2. 各制作单位负责项目建设具体工作，对项目给予充分

经费保障和条件保障，做好“精品案例课堂”成果意识形态

的总体把关，按照建设要求（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见附件 2）

确保项目内容质量及制作规范满足条件要求。

3. 对获批立项的项目，将推荐学位中心并与学位中心签

署征集协议，在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网站发布“精品案例

课堂”成果，并做好成果宣传推广使用工作。

三、建设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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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案例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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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原则上应由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具有丰富案

例教学、研究、开发经验的专家和教师作为首席专家，首席

专家应具有在国内外代表性案例机构发表及收录案例的经

历，具有丰富的本专业学位案例教学思考与经验。



3. 成果应突出相关专业学位案例教学特点，格式规范、

内容完整，在案例选取、教学设计、课堂组织、资源呈现、

教学效果等方面具有示范性、代表性和可推广性，所选案例

应当为入库经典教学型案例，兼顾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体

现学科交叉融合。

4. 首席专家及授课教师拥有成果的署名权和改编权，各

制作单位、教指委、学位中心共同拥有成果的传播权和使用

权，所有收录的“精品案例课堂”成果将授予“中国专业学

位案例中心案例库”入库证书。

四、工作安排

1. 各单位于 11月 17日前完成推荐工作，并将项目立项

申报书发送至秘书处邮箱 mae@cau.edu.cn；

2. 12月 5日前农业教指委秘书处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确定立项项目清单并在教指委网站公布；

3. 各立项项目按照要求正式启动项目建设，于 2 月 22

日前将案例课堂成果以百度网盘方式（不设期限），将下载

地址发送至农业教指委秘书处邮箱。

联系方式：王美玉 010-62732630

附件：1. “精品案例课堂”项目立项申报书（模板）

2. “精品案例课堂”项目视频内容与要求

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23年 11月 1日



附件 1

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精品案例课堂”项目

立项申报书

项目名称 ：

首席专家 ：

制作单位 ：

填表日期 ：

教 育 部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 中 心

全 国 农 业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指 导 委 员 会

2 0 2 3 年 制



一、基本信息

（一）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关 键 词

可运用教

学领域

可运用课

程名称

（二）首席专家信息

姓 名 性 别 行政职务

职 称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通讯地址

（三）团队成员信息（原则上不超过 3人）

姓 名 性 别 职 称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二、项目设计

三、项目基础

简述项目的案例内容、教学目标、课堂设计、制作计划等。

（建议 1000字左右）

简述首席专家及团队成员开发案例情况，承担或参与案例项目情况，案例教

学经验与创新情况等。

（建议 1000字左右）



四、申报承诺

五、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可加盖单位公章或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公章

六、审核意见

联系人及电话：

教指委公章

年 月 日

我承诺对本申报书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所

填内容已征得团队成员及制作单位同意，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若填报失

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本人承担全部责任。我承诺将按照本申报书为依据与教

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签署“精品案例课堂”项目建设协议，按计

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期成果。

首席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2

“精品案例课堂”项目视频内容与要求
第一部分 视频内容

“精品案例课堂”项目是一档聚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案例教学公开课，围绕探索案例教学模式，创新案例教学

方式方法，提升案例教学效果等，以案例课堂实录的方式进

行的示范性授课。“精品案例课堂”以微课形式呈现，每项

“精品案例课堂”成果需包括三个部分：“课堂设计”、“典

型案例教学公开课”、“课堂点评”。

（一）课堂设计

要求授课教师对案例课堂的课程设计目标、教学思路、

教学内容结构、启发思考题的设计及分析、预期效果等进行

视频讲解说明，时长建议不超过 10分钟；

（二）典型案例教学公开课

要求包含案例情境或实录素材，录制总时长约 50 分钟

的课堂授课内容。如规定时长不足以支撑案例教学内容和效

果呈现，可分为上、下，或上、中、下录制分段课堂，每段

时长不超过 30 分钟，分段课堂应做到内容连贯完整。课堂

教学形式应结合本专业学位案例教学特色，鼓励采用企业实

景教学、翻转课堂、主题辩论、情景教学等模式，参与授课

学生可根据教学形式自行选择适配层次和人数。

（三）课堂点评

要求请 1~2名同行专家进行观摩指导，以视频方式呈现

专家的课堂观摩点评、经验分享或意见建议等，或以视频方

式呈现学生的学习心得体会，时长建议不超过 10分钟。



第二部分 视频格式

（一）视频拍摄要求

1.基本规范。案例视频应按案例框架分单元录制，录像

环境需光线充足，出镜人员仪容整洁、衣着得体。录制方应

具有专业且丰富的拍摄制作经验，不得在视频中发布、传播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2.录制设备。录像设备：摄像机要求不低于专业级数字

设备，推荐使用高清及以上数字设备；收音设备：推荐使用

专业领夹收声设备，保证声音采集对象的录音质量；存储设

备：专业储存设备应具有充足容量，保证完成拍摄任务；后

期制作设备：使用相应的非线性编辑系统。

3.视频形式。成片统一采用视频MP4格式。

（二）视频制作要求

1.软件。使用专业非线性编辑系统对源视频进行最基本

的处理（如抠像、颜色校正、双声道处理等），使用专业的

视频编辑系统进行视频降噪、音频降噪。

2.片头。学位中心将统一包装制作片头，由各单位在片

头后增加案例名称、主讲人姓名、专业技术职务、单位名称

与 LOGO等信息，通过后期软件与片头合成剪辑。片头部分

总时长不超 15秒。

3.内容。按照章节框架，剪辑删除状态不佳、口误、出

镜、停顿等片段。实操部分添加必要的背景音乐，保证制作

无错误、无硬伤，画面美观、排版规范、逻辑完整。

4.片尾。学位中心将统一包装制作片尾模板，由各单位



在模板中补充制片信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与某某大学联合出品”、录制时间等信息，由各单位自行

剪辑合成。

5.标识。显示内容：CPCC。显示时间：自片头结束开始

至片尾开始之前。默认位置：视频的右上角。字体要求：楷

体，字号 100，填充颜色值为#FFFFFF，阴影颜色为黑色，

阴影不透明度为 50%，阴影角度为 100.0°，阴影距离为 7，

阴影大小为 0，阴影扩展为 0。

6.成片。使用专业非线性编辑系统渲染成片，所有内容

编辑结束之后，生成成片，成品为高清制式。

（三）视频技术要求

1.视频压缩。采用 H.264（MPEG-4Part10：profile=main,

level=3.0）编码、不包含字幕MP4格式。

2.视频比特率。比特率编码为 VBR1次，目标比特率不

高于 10 Mbps，最大比特率不得低于 5Mbps。

3.分辨率及宽高比。分辨率设定为 1920×1080的像素，

画幅宽高比为 16:9。在同一视频中，各画幅的宽高比统一、

各片段分辨率统一。

4.视频帧率。25帧/秒，扫描方式采用逐行扫描。

5.音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音频压缩采用 AAC

（MPEG4 Part3）格式，采样率 48KHz，音频码流率 128Kbps。

6.字幕规范。字幕使用要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字，不出现繁

体字、异体字、错别字。字幕的字体、大小、色彩搭配、摆

放位置、停留时间、出入屏方式力求与其他要素（画面、解



说词、音乐）配合适当，不能破坏原画面。每屏字幕不多于

两行，每行不超过 20个字，保持每屏出现位置一致。不简单

按照字数断句，以内容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