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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领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018年 6月 5日修订

一、培养目标

材料工程领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材

料工程领域发展需要，培养掌握材料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相应专业技能的应用

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感、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材料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材料工程领域的相关规范，具

有某一方向上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

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掌握一门外语。

二、学习年限及培养方式

可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采用课程

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三、课程设置

课程学习是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构建知识结构的主要途径。根据研究生培养需

要，结合我院具体情况而设置课程，具体如下：

公共课：

IM05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学分

IM05005 研究生综合英语 2学分

IM05007 专业英语 2学分

IM05008 工程伦理 2学分

专业基础课：

IM05201 材料科学的物理基础 5分；

IM05202 材料科学的化学基础 5学分；

IM05203 数值分析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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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05204 材料的结构 2学分；

IM05205 材料中的扩散与相变 2学分；

IM05206 材料的力学性质 2学分；

IM05207 合金热力学 2学分；

IM05208 凝固理论及技术 2学分；

IM05209 材料科学中的多体量子论基础 2学分；

IM05224 数学物理方程 2学分；

IM05223 弹塑性力学 2学分；

选修课：

IM05210 计算材料学 1.5 学分；

IM05211 腐蚀电化学原理 2学分；

IM05213 复合材料导论 1.5 学分；

IM05214 高温氧化理论 1.5 学分；

IM05215 材料摩擦学与耐磨性 2学分；

IM05217 塑性加工力学 2学分；

IM05218 高温合金与金属间化合物 1.5 学分；

IM05219 断裂力学 2学分；

IM05220 晶体学中的对称群 2学分；

IM05221 相图理论及其应用 2学分；

IM05222 材料的磁性与磁性测量 3学分；

IM05226 催化化学 2学分；

IM05229 现代材料焊接与连接工程学 2学分；

IM05228 电子衍射与衍衬分析 1.5 学分；

IM05252 衍射物理 2学分；

IM06201 高温合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 2学分；

IM06202 电化学储能用炭材料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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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06204 先进结构陶瓷 2学分；

IM06206 生物材料 2学分；

IM06207 材料的环境行为 2学分；

IM06208 环境敏感断裂 2学分；

IM06209 炭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与表征 2学分；

IM06210 现代催化研究方法 2学分；

IM06211 薄膜（涂层）的基础理论与应用 2学分；

IM06212 钛基合金与金属间化合物 2学分；

IM06213 塑性加工过程的数值模拟与物理模拟 2学分；

IM06215 腐蚀防护技术 2学分；

IM06216 大型铸锻焊件制造基础 2学分；

IM06217 计算材料设计：基础、应用与前沿 2学分；

IM06218 材料力学行为前沿问题探讨 2学分；

IM06219 功能薄膜与涂层的性能及应用 2学分；

IM06220 半导体物理学 2学分

IM06221 半导体光催化 2学分；

IM06222 环境功能材料前沿 2学分；

IM06223 化工反应过程强化 2学分；

IM06248 凝聚态物理 2学分；

IM06249 偏晶合金凝固理论 2学分；

IM06250 高性能难成形新材料的塑性加工 2学分；

IM06253 材料动力学基础 2学分；

IM06254 非平衡金属材料专题 2学分；

IM05929 管理经济学 1.5 学分；

IM05930 知识产权法 1学分；

IM05903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 1学分（必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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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05004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伦理 1学分（必选课程）；

IM05904 材料学科文献资源获取与检索 1学分；

IM05905 材料科学进展讲座 1学分；

IM05906 X 射线晶体学 2学分；

IM05928 先进材料技术 1学分；

IM05701 现代材料研究方法 1学分；

IM05702 材料力学实验技术 1学分；

IM05703 电子能谱分析(XPS) 2 学分；

必修环节及要求

1、专业实践 3学分

专业实践是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应在导师承担的国

家工程项目，或具有明确工程应用背景的研究项目，或来自于企业的工程技术项目中进行专

业实践。

专业实践应有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能够反映研究生在工程能力和工程素养方面

取得的成效。

具有 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业实践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不具有 2年企业工作

经历的，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非全日制的专业实践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展。

2、开题报告 2学分

研究生必须调研、查阅中外文献，了解本学科或本研究方向国内外研究进展，确定研究

内容，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除保密论文外，开题报告应由所在研究部组织，公开进行。

完成开题者应将书面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情况表》和《开题报告评审表》交研究生部登记

学分。开题报告应在入学一年半内完成，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3、中期考核 1学分

每年秋季学期统一组织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实行相对标准考核。未完成开题报告，不得

进行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半年。

4、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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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国内外的各类学术活动，吸取新的学术见解和方法。要求听 8次以

上，作 2次以上的学术报告，至少 1次所级或研究部层面学术会议上做口头学术报告。研究生应

积极参加工程及社会实践活动。

四：学分及成绩要求：

课程学习、专业实践等必修环节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得少于 38学分。课程学习不少于

30学分，其中：公共课（英语、政治、工程伦理）8学分，专业基础课不低于 12学分，选修

课不低于 10学分。

研究生应在申请学位前修满全部学分，成绩合格，其中公共课成绩不得低于 75分，专业基

础课成绩加权平均分不得低于 75分，选修课成绩不得低于 60分。

五、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是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一定实践基础上，掌握对工

程实际问题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学

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 1年。

论文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的设计或研究课题，可以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专

题，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等。

论文工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具备相应的技术要求和较充足的

工作量，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力，具有先进

性、实用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论文可以采用产品研发、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工程/项目管理、调研报告等

多种形式。

学位论文的格式、内容应符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的要求。

六、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应有 2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评阅。

学位论文评审应审核论文作者掌握本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的情况；综

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

量；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

用性；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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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答辩由学院学位办公室组织并管理。答辩委员会须由 3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的同行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研究员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答辩委员

会根据论文水平及答辩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获得全体委员 2/3以上

（含 2/3）同意，方可做出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

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应有相关的企业专家参加。

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位初审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真履行职责，把好授予学位质量关。

对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逐个进行全面审查，综合评价，确认其是否达到学位标准，审

核后做出上报校学位委员会或暂缓上报或不予上报的决定。

未通过论文答辩者，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不接受其学位申请。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做出是否上报校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时，必须召开会议，出席会

议委员不得少于全体委员数的 2/3，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获参加投票人数 2/3以上(含 2/3)同

意，方可做出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具体执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生、博士学位授予实施

细则》。

八、本方案从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