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内蒙古科技大学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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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土陶瓷材料、器件及应用 

3. 金属材料加工过程高精度控制及模拟 

4. 储能新材料基础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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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将本学科建设成为国内及自治区领先、

特色鲜明、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和人才培养基地，本学科培养基础扎实、

素质全面、科研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研究型高层次技术研究人才。 

培养要求 1：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针对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前沿、先进钢

铁材料、材料加工、功能材料以及陶瓷工艺的关键技术、企业生产存在的技术

问题和难点；能够运用所学数理、工程基础知识和材料科学理论基础知识，对

材料设计、组织性能、质量控制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并提出解决

方案； 

培养要求 2：能够运用现代工具、材料科学专业知识，针对材料设计、技术

研究开发及生产管理，具有一定的工程创新能力，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和独立



承担本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拥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较强的科研与工程实践能

力，能够成为材料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工程师、管理者或优秀专业人才； 

培养要求 3：具备工程师的基本专业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坚守职业道德规范，

在工程实践中能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综合考虑经济、安全、法律、环境、可持

续性发展等因素； 

培养要求 4：具备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人文素养，拥有团队协作精神、有效

沟通与表达能力，能够作为技术骨干在企业生产及管理中发挥有效作用； 

培养要求 5：拥有终生学习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能

够根据工程问题和事业发展需要，通过工程实践及继续教育等方式，持续提高

专业素养和自身素质。 

2.学制及应修学分  

全日制学术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实行课程学习、专业

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全部在第一、二学期修完，并实

行学分制；论文环节从第三学期开始，课程学习与实践环节要紧密衔接，课程

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 

全日制学术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要求：专业学位课 3 学分，48-60

学时；专业非学位课 2 学分，32-40 学时；全日制学术硕士学位研究生应至少修

满 32 学分（含 32 学分）方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其中其中课程学习不低于 24

学分、学位课程学分不少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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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

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吸收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域有丰富经

验的专业人员，共同承担学术硕士型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注重培养实



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来自校外的导师由学校按程序办理聘

任手续。 

2.培养计划 

全日制学术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实行课程学习、专业

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全部在第一、二学期修完，并实

行学分制；论文环节从第三学期开始，课程学习与实践环节要紧密衔接，课程

学习主要在校内完成。 

（一）开题报告 

在文献综述报告的基础上，第 4 学期 6 月底前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

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研究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及其评价，对国内

外已经进行的工作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2.研究工作拟采用的主要实验及研究方法，具体的实验方案。 

3.主要的工作内容，预想的研究结果，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拟采用的解决方

案。 

组织形式：学科统一组织。考核分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级评价结论，

合格者取得 0.5 学分。如开题报告不合格，需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两个

月内提出重新考核申请。 

（二）中期检查 

第 5 学期的 12 月底前，完成学术研究成果、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等方面的检

查。 

组织形式：学科统一组织。中期检查合格者可获得 0.5 学分，如中期检查

不合格，需根据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并于限定期限内提出重新考核申请。中期

考核不超过 2 次。 



（三）论文预答辩 

在第 6 学期 4 月底前完成，论文预审报告与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1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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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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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独立检索和查阅科学文献、专利和其他资料的能力，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和

途径，并善于归纳和总结。 

   （2）科学研究能力 

    具有客观分析、判断和评价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和归纳关键的科学或技术问题，

提出所研究课题的基本研究方案的能力；课设计实验方案或计算流程，并做出可行性

分析；善于总结阶段性成果和把握总体目标。 

   （3）实践能力 

具备基本的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能力，掌握相关实验技能和理论分析方法，并能

在实验室或生产现场有效地开展研究工作。 

   （4）学术交流能力 

应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向国内外专家正确表述本人所做的研究工作，并进行交流

互动的能力。 

   （5）其他能力 

    具备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能够应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材料及相关领域工程

技术问题。 

    2.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文献综述报告 

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及世界材料领域发展现状，选择具有重

要的科学理论意义或应用研究价值的课题。课题应能够对研究生进行较系统的

科学研究训练，难度适宜，时间和经费有保障。 

   确定论文题目后，应有针对性地阅读相关的国内外文献。阅读文献的范围为

本学科划定的一级期刊和国内外学术会议论文集，文献阅读数量根据研究方向

不同应不低于 30 篇。通过文献阅读，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及研

究成果，提出该课题研究方面尚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报告(第 3 学期 12 月底前完成)。 

考核方式：以学科为单位统一组织考核。 

（二）学位论文撰写、评阅与答辩 

（l）完成并通过文献综述、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环

节，课程成绩合格，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

辩。 

（2）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核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审核其解

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审核其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

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审核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学位论文除经导师写出详细的评阅意见外，还应有 2 位专家评阅，答

辩委员会应由 5 位专家组成；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均应有来自工矿企业

或科研部门的具有高级学术型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五、编写成员 

宋希文 陈林 蔡颖 赵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