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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关于加强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学培养的管理办法 

 

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式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员，规范材料系工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教学和培养工作，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制

定以下细则。 

一、开题报告 

1、课题选题 

课题方向的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或具有重要产

业背景，其研究成果有实际应用价值，论文解决的问题有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形

式可以是技术研究、产品开发、规划设计等形式，内容可以是新技术研究或技术

改造方法研究、产品开发或应用研究，工程规划及设计或工程建设方案研究等。 

2、报告内容 

开题报告内容格式如下： 

1）选题根据： 

①课题来源、课题形式与内容 

②课题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③主要参考文献 

2）研究方案： 

①研究目标、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②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试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③研究计划及预测进展 

④预期研究成果 

3）研究基础： 

①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②已具备的实验、资料等条件，尚缺少的实验、资料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③合作培养基地提供的科研条件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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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与审核 

规范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的提交和递交工作，硕士生应在入学后第一学年

的春季末前完成开题答辩及递交相关材料；由导师或导师组组织开题报告会；开

题报告通过后，应及时在研究生学位管理系统内录入开题相关内容，并于第一学

年的 4月 30 日前将书面材料交系研究生科备案。 

研究生学位管理系统将设置网上时间节点管理，时间节点过后，系统将关闭

登录窗口。研究生如需对研究方向和内容作重大变动或更换课题，必须经导师同

意，系审核同意，方可重新提交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审核结果作为硕士研究生中

期考核的主要内容。 

 

二、读书报告及实践报告 

硕士研究生读书报告共 2个学分，由以下 3部分组成： 

组  成 学分数 

课题组内报告 0.5 学分 

参加学术报告 0.5 学分 

实 践 报 告 1.0 学分 

合      计 2.0 学分 

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第三学年秋学期的 9月 30日前完成读书报告和实践报告环

节，并向系教学科上交相应材料，材料经审核通过后，方能获得 2个学分。 

1、课题组内报告 

每位研究生在校期间至少需在组内做 2 次报告，并将报告内容的 ppt 打印稿

且导师签名后上交系教学科备查； 

2、参加学术报告 

每位研究生至少参加 2 次相关学科的国内外知名教授学术报告，其中至少 1

次为国外知名教授的学术报告，采用签到卡制，每年 9 月底结算当年毕业生的讲

座卡积分，结果交由教学科保管。 

3、实践报告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半年以上（含半年）的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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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实践活动可采用以下方式进行：（1）进入企事业单位实习，参与科研或

工程项目、技术岗位锻炼、管理岗位锻炼以及其他形式的实践；（2）进入校企共

建的研究生教育创新示范校外培养基地，结合论文工作进行专业实践；（3）结合

论文工作到企事业单位现场进行实际应用背景的科研课题研究和实践。（4）进入

校企联合实验室，以及国家或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进行科研，结合论文工作到企

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实践方式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实践报告，字数不少于 3000 字，报告需有校内外双导师签

字确认。实践报告由系安排教师进行评价，评价等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

格。 

实践报告提纲： 

  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报告 

一、实践活动概况： 

实践时间：XXX 年 XXX 月 XXX 日~ XXX 年 XXX 月 XXX 日（或时间段） 

实践地点：XXX 基地或 XXX 公司 

实践方式：参与企业技术攻关、或工程技改项目开发，或新产品开发、

或结合论文工作进行专业实践等 

二、实践条件及措施：介绍企事业单位对实践活动提供的各项条件以及措施 

三、实践过程及内容：详细介绍开展的实践活动过程、活动内容及科研工作

情况 

四、实践结果及心得：介绍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阐述从实践活动中获得

的心得体会，以及对实践活动的建议等 

三、中期考核 

为强化专业学位硕士生培养过程的管理，了解学生课题的选题、解决实际问

题情况的能力、课题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情况，对中期考核做出如下安

排： 

1、考核内容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1）课题选题：主要考核学生的选题与工程实际、工程技术和产业背景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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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度，是否能对工程实际产生作用或价值，是否有利于解决当前工程实际、工程

技术面临的难题，是否对产业有重要技术创新。 

（2）课题进展：主要是学生课题的进展情况，与开题报告相比，完成课题研

究工作的比例；是否在中期考核前取得相应科研成果，如初级产品或样机、技术

突破、规划设计草案、建设方案草案、申请专利、发表论文等。 

（3）实践报告：主要考核学生是否完成实践活动情况，实践活动是否符合实

践活动要求，是否提交实践报告，报告内容是否按相关格式要求撰写，内容翔实

程度。 

（4）读书报告：主要考核学生在中期考核期完成读书报告情况，包括参加课

题组内报告和参加国内外教授的学术报告情况。 

（5）下阶段工作计划：主要考核学生对下一阶段工作安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是否能按期完成课题研究，是否能按期完成学位论文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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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专业学位硕士生中期考核表 

姓  名  学  号  导师姓名  

二级学科  所在研究所  已完成的课程学分数  

（一）课题选题（根据开题报告，填写相关内容） 

课题来源  

课题形式和内容  

（二）课题进展 

1、已完成课题计划工作量（在下面的选项中打勾） 

A. 50%以上 B. 20% ~ 50% C. 20%以下 D.未做开题报告 E. 未定课题 

2、已完成的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在下面的选项中打勾，并填写相关内容） 

A. 初级产品或样机（产品名称）  

B. 技术或工艺突破（技术题目）  

C. 规划设计、建设方案草案（名称）  

D. 已授权或申请专利（专利名称）  

E. 已发表或录用论文（名称及期刊名）  

（三）已完成实践活动及实践报告（在下面的选项中打勾） 

A. 已完成实践活

动，并提交实践报告

B. 已完成实践活动，

尚未提交实践报告 
C. 正在进行实践活动 D. 尚未开展实践活动 

（四）已完成读书报告量（在下面的选项中打勾） 

课题组内报告数量： A.  2 次 B.  1 次 C. 0 次 

参加国内外教授学术报告： A.  2 次 B.  1 次 C. 0 次 

（五）课题及工作进展情况说明 

 

（六）下一阶段工作安排说明 

 

研究生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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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形式 

中期考核以书面报告形式进行，书面报告需由研究生、导师签字。最终书面

报告需在第二学年秋学期的 11 月提交系研究生科备案。 

四、论文答辩 

1、答辩资格审核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规定的学分，成

绩合格，以及完成开题报告和读书报告等必修环节之后，可向系教学科申请答辩

资格认定。在办理答辩资格认定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取得以下条件之一的成

果，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1）至少有 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发表或录用，期刊刊源包括 SCI、

EI 收录刊源、核心期刊、工学部研究生教育补充期刊、SCI 或 EI 收录刊源增刊、

学术会议论文集（含论文集光盘）或其他正式出版期刊。 

（2）授权或申请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国家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或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1 项，申请人在专利发明人名单中的排名需位列第一（全部正式在编教师除

外）； 

（3）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工程设计报告或工程建设方案 1项，要求按国家相关

规定或标准格式完成，并由相关有资格审定资质的第三方单位进行认定后方能承

认； 

不符合答辩要求的申请者，不再进行特批。研究生答辩资格认定和论文初稿

上交应在第三学年冬学期结束之前完成。 

2、论文写作要求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的论文写作务必要“浙江大学材料系工程科学学位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进行撰写，其他格式不再接受。 

3、答辩环节 

硕士研究生由系统一分组安排答辩，答辩研究生通过“随机组合”方式确定

分组，各个小组答辩委员会中至少有 1名具有工程背景的校外高级职称技术人员，

答辩研究生的导师及其课题组成员不参加该小组答辩。答辩委员会成员根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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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与文献综述、技术难度与工作量、技术先进性与创新性、研究成果和水平、

论文写作和答辩表现等六方面进行评价（见表 2）。评分参考标准见表 3。（该标准

适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 

 

表 2 材料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质量审评表 

评审项目 权重 评审内容 

1.选题与文献综述 20%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和应

用价值；对国内外文献资料的阅读量、分析与

综合水平 

2. 技术难度与工作量 20% 技术难度程度；论文实际工作量；实践报告评

价 

3. 技术先进性与创新

性 

20% 新思想、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先进性；对

所解决的工程实际问题提出的独立见解；设计

方案合理及结构设计正确可靠 

4. 成果和水平 20% 论文成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论文成果的学术

水平 

5.论文写作 10% 论文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结构合理、层次分明、

图文表格、文理通顺、版式规范 

6.答辩表现 10% 论文报告制作质量、答辩过程中口头表述能力

以及回答问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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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答辩评分参考标准 

评价等级 

评价项目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选题与文

献综述 

最高分 20分 

选题紧扣工程实

际，有重要的工程

应用背景和应用价

值；阅读大量文献

资料，充分掌握了

解本课题国内外行

业研究动态 

20－18 

选题来源于工程实

际，有一定的工程

应用背景和应用价

值；阅读较多文献

资料，掌握了解本

课题国内外行业研

究动态 

17－14 

选题与工程实际

有关，有一定的工

程应用背景和应

用价值；阅读了相

关文献资料，基本

掌握了解本课题

国内外行业研究

动态 

13－12 

选题与工程实

际无关，看不出

工程应用背景

和应用价值；阅

读文献资料较

少，对本课题国

内外行业研究

动态不了解 

11－0 

技术难度

与工作量 

最高分 20分 

技术难度大，研究

内容丰富，工作量

大，实践报告评价

优秀。 

20－18 

技术难度较大，研

究内容较丰富，工

作量较大，实践报

告评价优良以上。 

17－14 

技术难度一般，工

作量一般，满足学

位论文要求；实践

报告评价合格以

上。 

13－12 

研究内容少，未

达到学位论文

要求，实践报告

评价合格以上。

11－0 

技术先进

性与创新

性 

最高分 20分 

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计先进，实用

性强；对所解决的

工程实际问题提出

独立见解；设计方

案合理及结构设计

正确、可靠 

20－18 

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计较先进，实

用性较强；对所解

决的工程实际问题

提出独立见解；设

计方案较合理及结

构设计较可靠 

17－14 

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计有一定进

行和创新性 

13－12 

工艺、技术或设

计没有创新 

11－0 

成果和水

平 

最高分 20分 

产品及技术已得到

应用，能创造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已有 1 篇及以

上论文发表或获得

专利授权 1 项以上

或规划设计、建设

方案 1 项。 

20－18 

产品及技术有望得

到应用，可创造良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已有论文发表

或专利申请。 

17－14 

产品及技术有望

得到应用，能创造

出经济和社会效

益，成果满足毕业

要求。 

13－12 

工艺、技术或设

计没有应用，成

果未达到毕业

要求。 

11－0 

论文写作 

最高分 10分 

论文写作具有系统

性和逻辑性、结构

合理、层次分明、

图文表格规范、文

理通顺；版式规范 

10－9 

论文写作具有一定

系统性和逻辑性、

结构较合理、层次

叫分明、图文表格

较规范、文理较通

顺；版式规范 

8－7 

论文系统性和逻

辑性一般、结构和

层次一般、图文表

格；版式规范一般 

6－5 

论文没有系统

性、逻辑性，结

构杂乱、层次不

清，文理不通

顺、版式不规范

4－0 



2-9 
 

答辩表现 

最高分 10

分 

ppt 制作精致，在规

定时间内，简明清

晰地说明论文的基

本内容，并准确、

流利地回答出答辩

委员会提出的问

题，反映出作者具

有解决工程技术问

题能力。 

10－9 

ppt 制作良好，在规

定时间内，较明确

地说明论文的基本

内容，并较准确地

回答出答辩委员会

提出有关的问题，

反映出作者较好的

掌握了解决工程技

术问题能力。 

8－7 

ppt 制作一般，在

规定时间内，基本

论述出论文的基

本内容，并大体上

回答出答辩委员

会提出主要的问

题，反映出作者一

般的解决工程技

术问题能力。 

6－5 

ppt 制作差，在

规定时间内，未

能说明论文的

主要内容，对答

辩委员会提出

的问题，或回答

不正确，或答非

所问，反映出作

者解决工程技

术问题能力较

差。 

4－0 

答辩结束后根据成绩高低进行排名，每个答辩小组排名在后 10%的人员需再次

参加系组织的集中答辩。系集中答辩一般安排在小组答辩后的 1－2天内进行，在

系集中答辩中，如被认为是学位论文重修者，该研究生需至少延期三个月才可再

次进行答辩；如被认定为答辩不通过者，该研究生需至少延期六个月才可再次进

行答辩。 

答辩结束后，由各个小组的答辩委员或系答辩委员会集中宣读通过答辩研究

生名单，通过答辩的硕士研究生与答辩委员会人员集体合影留念。 

 

 

 

 

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2011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