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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技大学攻读全日制学术型博士        

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

行实施办法》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

（教研〔2000〕1 号）文件精神，为规范我校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

生（以下简称博士生）的培养和管理，确保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特制

定本方案。 

҅ɻ ῠ  

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

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科研作风，具有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在本门学科、

专业领域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

果； 

3．具有用一门外国语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及较强的听、

说、写、译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4．具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ԑɻ ӥ  

在校学习期限不少于 3年，最长不超过 6年。 

Ҏɻ Ҙҟ  

博士生的学科、专业设置以国家最新颁布的目录为依据，我校按

一级学科制订培养方案，研究方向原则上 5-7 个。博士生培养方案中

研究方向的设置应注重前沿性、基础性和交叉性，研究方向应相对稳

定。设立的研究方向应拥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结构合理的学术梯

队，具有培养博士生所需要的基础实验条件和文献资料。 

ɻ ⅎ  

博士生课程设置的总体要求是：有利于拓宽、深化基础理论和专



 
 

业水平；有利于掌握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和相关学科知识；有利于提

高科研创新能力、学位论文水平以及毕业后的工作适应能力；要整体

考虑与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联系与差异，科学合理地分层次设置课程。 

我校博士生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A类）、专业基础学位课（B类）、

专业学位课（C类）、专业选修课（D 类）四类和补修课程（F类）。 

博士生应修满 14 个课程学分（不含补修硕士课程或跨学科、跨层

次选修课程的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8 学分。除马克思主义理论

课、外国语的学时、学分由学校统一确定外，其他课程一般每学分 16

学时，选修课课内学时数不得超过 32 学时。具体要求见下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学位课程 

A 公共学位课 

政治 2 1 考试 

 2 1 考试   
2 
学   考试 
 2 考试 

学位课程 
 2 ⅝2 



 
 

3．以博士生为主体、以导师为主导，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

发，强化学科交叉与融合，拓展博士生的知识面，提高博士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ɻ ῠ  

1．培养计划的制定 

博士生入学后，根据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和所在学科培

养方案，在导师指导下，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

计划。培养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如需变动，须经导师批准。 

2．文献阅读 

文献资料的检索能力、综合组织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生通过文献查询和阅读，可以及时了解所在学

科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动态。文献阅读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导师可

根据不同的教学进程指导研究生阅读不同深度和广度的文献。博士生

在读期间应研读不少于 100 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40%），并撰

写综述报告，其篇幅不少于 5000 字。综述报告由导师审核并评定成绩。 

3．实践环节 

博士生实践环节包含科研实践和教学实践，各学科可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有所侧重。科研实践指博士生应积极参加科学研究课题，并应

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教学实践指

博士生可协助导师或学院参与部分硕士生、本科生的理论教学或实验

教学辅助工作。实践环节由导师审核并评定成绩。 

4．学术活动 

博士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参加 10 次及以上的学术活动，包

括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学校和二级学院组织的学术讲座和研讨活动，

以及校研究生学术论坛等。博士生论文工作期间，应至少做 2 次公开

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学术活动由导师审核并评定成绩。 

҈ɻ ᵣ ғ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是研究生全面素

质的反映。它集中体现了研究生的理论基础、实际工作能力、开拓精

神以及对所研究领域的熟知程度等。博士生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应紧密

结合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和经济社会实际，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



 
 

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学位论文必须经过选题、开题报告、课题研究与

论文写作、论文评阅、预答辩和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等。 

1．选题 

博士生在导师或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通过广泛查阅、

收集和调查研究，建立较为系统、完备的文献和研究资料两个基础平

台，于第一学年确定学位论文选题。论文选题应力求与导师承担的省

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相结合。鼓励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的

研究工作。 

2．开题报告 

博士生根据研究课题，提出学位论文题目和相应工作计划，并在

本学科或相关学科范围内做开题报告，全面阐述课题的研究意义、国

内外研究现状；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拟采

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课题的创新性；

计划进度和预期成果；课题研究的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等。 

开题报告一般在第二学年举行。学科组织考核小组对开题报告和

研究工作计划进行审议，形成结论性书面意见。考核小组由 5-7 人组

成，博士生导师的比例不低于 50%。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论文选题必

须聘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考核小组进行考核。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

在半年后进行第二次考核，开题报告考核最多只进行两次。 

3．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或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论文

要求思路清晰、观点鲜明、理论正确、文献详实、格式规范，符合《江

苏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要求及格式规范》。 

4．预答辩 

博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 2 个月前由所在学科组织专家组对论文的

学术水平进行审核，并对答辩申请人公开进行预答辩。博士生应对导

师和专家全面报告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听取意见，进

一步修改和完善论文。 

5．论文评阅、答辩与学位申请 

论文评阅、答辩与学位申请等工作的具体环节和要求，按照《江

苏科技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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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ȁ Ῑ  

1. Ῑ ף ȁ ҕ ȁ ̆ ᴪҺӈ ̆ ȁ

ȁᵣȁꞋῃ Ғ ֲ Ȃ ᴪҺӈ ̆ Ҭ ῍֟ᾴ ̆

̆ΐ ᵬ ̆ΐ ᵬ ⇔ ̆ ҹ ᴪ

Һӈ ף Ⱶ̕ 

2. ȁ ᴪ ̆ΐ ẫ ᵣ ̆

῀ Ғ ̆ Ғ ҉Ạ₮⇔

̆ΐ Ԋ׆ ȁ ⱬ̕ 

3. ΐ ѿ Ғҙ ⱬ ȁ ȁΏȁ

֜ ⱬȂ 

҈ȁ └ 

└ 3 Ȃ 

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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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ꜚ  
Һ ȁ ᴰ ȁ № └ȁ ף

ҙ ҍ Ȃ 

2  
Һ ꜚ № ȁⱳ ῒ ᴰḱ ȁ ȁ

ȁ № Ȃ 

3 ≠  
Һ Ҝ ᴇȁ ⱴ ȁ ṿ ҍ≠

Ȃ 

ԓȁ  

 

≢ 
  № 

 

 
 

 

ᵝ 

 

Ὲ῍ 

ᵝ  

Ҭ ᾥ Һӈҍ    2 32 ף

ѿ  64 2   

Ғҙ  

ᵝ  

№ Ғ ̂ῃ ̃ 32 2   

ꜚ ̂ ̃ 32 2   

Ғҙ 

ᵝ  

 32 2   

 32 2   

ꜚ Ῑ  32 2   

ᵝ

 

Ғҙ 

ḱ  

№  32 2   

Ḥ  32 2   

ҍ ᴰ Ғ  32 2   

ꜚ Ғ  32 2   

 32 2   

ḱ 

 

 32 2   

ҍ№  48 3   

Έȁ ῏  

Ῑ Ҭ ῒז ḱ ȁ Ῑ ȁҬ ȁ ᵝ

῏ Ȃ ᵝ ȇ ȁ ᵝ

ԇ ᵬ ↕Ȉ̂ Ȑ2017ȑ214 ̃ ̆ Ὲ

ῤ ̆ ҍ ᵝ ῤ ԑ῏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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