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内蒙古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学科（领域）代码：0805 

学科（领域）名称：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位类别：学术型 

 

一、 学科（领域）主要研究方向  

 1. 优势资源高性能金属材料组织与性能控制 

 2. 材料加工新工艺、新技术、新理论 

 3. 储能新材料基础及应用研究 

 4. 稀土陶瓷材料、器件及应用 

二、培养目标与学制及应修学分  

 1.培养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总体目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材料

学科领域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适应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 

具体目标: 

(1)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够获取和利用各种科研文献，

基于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有效运用计算机、先进实验技术和检测方法进行

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技术及相关理论方面的研究。 

(2)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在科学理论或技术开发上做出创新性成果。博

士论文应做到在理论上有创见，方法上有创新或在应用上有突破。 

(3)具备与外部合作交流能力和一定的组织能力，能够积极主动创造合作

或交流的机会，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承担团队负责人的角色。 



(4)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及相关学科外文资料，具

有撰写科技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严谨治学，诚实守信，遵守科学研究者的职业道德。能胜任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相关教学、科研、工程设计和技术开发等技术工作或管理

工作。 

(6)在固体物理、材料物理化学原理、金属相变理论、先进材料设计与模

拟等方面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面，在所研究领域具有深入系统

的专门知识，掌握学科前沿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2.学制及应修学分  

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学习年限原则上为 4 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学习

年限原则上为 5 年，其中课程学习时间为 1 年。全日制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保留学籍时间不超过 7 年。在校期间，博士生课程学习的总学分最低要求为 12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最低学分要求 7 学分，非学位课程 2 学分，必修环节 3 学

分。必修环节要求：博士研究生须参加学术报告与讲座 8 次以上，面向全院师

生至少开设 1 次学术讲座，记 1 学分。 

   三、培养方式与方法（包括培养流程与要求，检查与考核，质量监督措施等） 

 1.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导师指导团队培养的方式。研究生入学

后一个月内，由导师指导团队与研究生共同制定培养计划，由导师和指导团

队负责全部培养工作。导师指导团队由包括导师在内的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

称的 3-5 名校内外专家组成，主要协助进行研究生日常指导工作，参与研究

生培养的各个环节。 

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

两种。除实践环节以外，其他所有课程都要进行考试，课程考试可以采用笔试



或撰写读书报告、论文的方式。考查可按优、良、中、及格、不及格记录成绩，

考试应按百分制评定成绩，无论是考试或考查，均应严格要求，保证质量。 

2.培养计划 

研究生入学后一个月内，由导师指导团队与研究生共同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内容包括研究方向、课程学习、文献阅读、选题报告、学术交流、学位论文和

实践环节等方面的要求和进度计划。 

   (1)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是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核心内容。

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所在学科研究方向相一致，结合我国及世界材料前沿技术

发展现状，以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或重大工程应用价值的课题为背景，课题应

具有前沿性、系统性、创新性和可行性。 

   (2)开题报告：以书面及答辩形式就论文开题作报告，记 1 学分。开题报

告要对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综合

评述；论证论文选题的科学性、系统性、创新性和可行性；阐明论文研究工

作的背景、目的、方案、技术路线、进度安排和预期研究成果；文献阅读不

少于 80 篇，其中外文不少于 30 篇，书面报告一般为 0.8～1.5 万字；参

与开题报告会的本学科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不少于 5 人（其中

至少 3 名教授）；由指导小组确定是否通过，开题报告一般在第三学期进行。 

   (3)论文中期进展报告与考核：以书面、讲述和答辩的形式做论文研究中

期进展报告，1 学分。博士生入学后第 5-7 学期进行论文工作中期报告与考

核；参与中期报告会的本学科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不少于 5 人

（其中至少 3 名教授）；就课题方案的合理性、实验方法的可行性、实验数

据的可靠性、理论分析的科学性和初步结论的正确性等进行评审，对存在的

问题、改进的思路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指导性建议。 



(4)学术活动：博士研究生须参加 8 次以上学术活动，并面向全院师生

开设 1 次学术讲座，1 学分。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应有书面记录和书面材料，

在申请学位前交学院备案并记相应学分。 

(5)学位论文预答辩：为确保学位论文的最终质量，要求博士研究生在申请

论文答辩前，必须提交学位论文初稿，同时以讲述的方式，作论文预答辩；参

与预答辩的本学科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不少于 5 人（其中至少 

3 名教授）；对一次或二次仍未能通过者，做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在研究生申请

正式答辩前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国内外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

者、本人第二作者）、且以内蒙古科技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公开发

表核心及以上高水平论文 5 篇，才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四、科研能力与水平及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获取知识能力 

    具有从事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图书、期刊、专利、标注等文献资料中获取相关基

础理论知识、实验技巧、研究成果和其他所需知识的能力，具有从现代网络、图书情

报检索机构、国际交流渠道获得所需知识和最新研究动态的能力。具备广泛且批评性

地阅读文献，通过推导，获取探究知识来源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应具备对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价值判

断力；对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研究设计与假说检验、研究成果与研究主题的清晰

度、压缩数据有效性、科学伦理等问题具有学术鉴别能力；对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学

术规范与学术道德、文字表达、行文规范等具有学术鉴别能力。 

   （3）科学研究能力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应具备独立思考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能敏锐地提出有



重要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属于学科前沿领域或重大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问题；具备开

拓、创新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熟练掌握与灵活运用相关研究的方法论和技术，

独立或组织团队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及跨学科合作研究，并能取得创新性的科

研成果。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已完成一定的创新性的科学研究。 

   （4）学术创新能力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应具备挑战、勇于批评、大胆质疑权威。善于从现有

理论间、理论与现实之间、理论与方法之间发现新现象、新问题，根据材料工程学科

的前言领域和发展动向，提出具有创新性问题的能力；具备运用坚实宽广的材料工程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对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的能力；具备熟练

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对提出的问题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的能力；具备对所研究

的领域有独到见解，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应具备熟练运用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表达学术成

果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开展科学研究的

能力；具备主持小型国内外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等学术研究平台

上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和展示学术成果的专业能力。 

2.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重大应用价值； 

（2）论文内容应能表明作者掌握了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 

（3）论文工作应能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

能力； 

（4）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 



（5）学位论文正文应不少于 4 万字，论文撰写要求文句简练、通顺、数

据可靠、图表清晰，严格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提出结论。 

五、编写成员 

宋希文  陈林  蔡颖  赵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