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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培养方案是指导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文件，

是导师和学生掌握专业研究方向、制定培养计划、安排课堂教

学和保证论文进程的基本依据。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立足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立足各学科专业优势和特色，

充分反映当前国家及学校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要求，突出研究

生创新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完善全日制学术学位、全日制专业学位和非全日制

研究生 3 个培养体系。同时培养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学位授权点，在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学生知识结构、课程体

系、科学研究、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要求等方面应有不同的要

求和定位；同时培养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位授权点，

根据培养要求分别制定培养方案，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

量。

（三）具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的学位点，按一级学科修订

研究生培养方案（含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没有一级学科学位

授权的学位点，按已有二级学科授权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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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培养目标、学科方向、学

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学分、必修环节及要求和学位论文

工作要求等。

҆ ᶡ῞ ₱

α β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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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

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α҆βᶠ ᾛẩјᶠ Ẉ

ᴇᶰֿכ ⱳ 在校完成课程学习，开题报告、中期报告、

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等非课程教学环节及大部分论

文研究工作也在校内完成。学习年限为 3—8 年，学制为 3 年。

ᴇ כֿ ⱳ 在校完成课程学习。开题报告、中期报

告、学位论文预答辩、论文答辩等非课程环节及大部分论文研

究工作也在校内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原则上不做硕士学位论

文。学习年限为 5—7 年，学制为 5 年。

ԄᾤֹḘῠḘӇ ᶰֿכ ⱳ 在校完成课程学习，论文开

题报告、中期考核和论文答辩等非课程教学环节以及大部分论

文研究工作在校内完成。年限为 2—4 年，学制为 3 年。

ԄᾤֹљѝḘӇ ᶰֿכ ⱳ 在校完成课程学习，具备条

件的学科，少量课程可以在研究生专业实践单位完成。论文选

题报告、中期检查可以在校内进行，也可在专业实践单位进行，

但毕业论文答辩环节必须在校内完成。鼓励实行双导师制。学

习年限为 2—4 年，学制为 3 年。

Ԅᾤֹ ᶰֿכ ⱳ 在校完成课程学习，具备条件的学

科，少量课程可以在研究生专业实践单位完成。论文选题报告、

中期检查可以在校内进行，也可在专业实践单位进行，但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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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环节必须在校内完成。鼓励实行双导师制。学习年限

为 3-5 年，学制为 3 年。

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达到提前毕业条件，允许提前半

年毕业；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硕博连读研究生

不允许提前毕业。

αєβ јḘ֪ ₱

4 ᶡ῞ᴜְײַ

（1）认真梳理学科核心知识体系，构建与培养目标和学位

标准要求相适应的研究生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应具有逻辑性和

层次性，教学定位清晰，充分体现不同人才培养目标的区别。

以一级学科为基础，统筹安排、科学衔接学士、硕士、博士不

同教育层次，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不同培养类别的课程设置和

教学内容。

（2）课程设置应基本涵盖学科领域范畴，优化硕博连读的

课程，硕士生阶段的课程要注重基础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博

士生阶段的课程要注重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

（3）充分发挥我校“研究生百门核心课程”和“非工程领

域专业学位案例库”等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的示范作用，各学

科要明确并巩固核心课程在研究生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体现核心课程的先进性和前沿性。重视专业学位案例教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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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推进教学改革，促

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

（4）建设一批高质量的研究生国际合作课程，鼓励学院在

融ᘀ



6

Ḙ љѝ ⁴ᶑ 按二级学科设置，是二级学科必须具备

的专业知识和应用技能课程，选修课指研究方向应该拓展的知

识与技能，含跨学科方向的课程。

其他课程模块。包括必修环节和补修课等。

6 学分要求

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分按课内授课学时计算，

外语课 24 学时为一个学分，设计课（艺术类、建筑学类专业）

36 学时为一个学分，其他课程 18 学时为一个学分。

ᴇᶰֿכ ⱳַײ῏ӈ Ḙ֪ ₱Ѭ 49Ḙ֪：其中公共课 5

学分，学科基础课不少于 4 学分，必修环节 2 学分，其余为学

科专业课。

ᴇ כֿ ⱳַײ῏ӈ Ḙ֪ ₱Ѭ 73Ḙ֪：其中硕士

阶段公共课 7 学分，博士阶段公共课 5 学分，硕士阶段学科基

础课不少于 11 学分，博士阶段学科基础课不少于 4 学分，必修

环节 2 学分，其余为学科专业课。

ᴇᶰֿכ ⱳᵘ ᴇ כֿ ⱳỌӡ♩ ：学术活动 1 个学

分（含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要求在读期间参加 10 次以上的学

术活动，撰写个人学习心得，题目自定，字数不少于 3000 字，

学院组织导师对研究生提交的学习心得评定考核成绩。博士讲

座 1 个学分，要求在读期间面向全校师生作 2 次与学科有关的

学术讲座，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负责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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Ᵽ ṩ ת ḘῠḘӇ ᶰֿכ ⱳַײ῏ӈ Ḙ֪ ₱Ѭ

5;Ḙ֪：其中公共课 7 学分，学科基础课不少于 11 学分，必

修环节 2 学分，其余为学科专业课。

← ḘῠḘӇֿכ ⱳַײ῏ӈ Ḙ֪

₱Ѭ 67Ḙ֪：其中公共课 7 学分，学科基础课不少于 11 学分，

必修环节 2 学分，其余为学科专业课。

ḘῠḘӇ ᶰֿכ ⱳַײỌӡ♩ ：学术活动 1 个学分（含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要求在读期间参加 6 次以上的学术活动，

撰写个人学习心得，题目自定，字数不少于 3000 字，学院组

织导师对研究生提交的学习心得评定考核成绩。实践环节 1 学

分，可以通过学科发展动态研究、助教、助研和社会实践体现，

由指导实践环节的教师评定。

љѝḘӇ ᶰֿכ ⱳַײ῏ӈ Ḙ֪ ₱Ѭ 65Ḙ֪：其中

公共课 7 学分，学科基础课不少于 11 学分，必修环节 6 学分，

其余为学科专业课。各类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分要求根

据教指委的要求确定，可以在此最低学分要求的基础上，根据

本类别的具体情况规定课程学分总数。

љѝḘӇֿכ ⱳַײỌӡ♩ ：专业实践环节 6 个学分，其

中学术活动 1 个学分（含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要求在读期间

参加 6 次以上的学术活动，撰写个人学习心得，题目自定，字

数不少于 3000 字，学院组织导师对研究生提交的学习心得评



8定考核成绩。实践教学5学分，专业学位研究生需开展不少于半年的专业实践，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不少于1年。专业实践可以采取集中统一安排，也可采取分段灵活安排。在企业工作三年（含三年）以上的研究生，实践教学环节可申请免修。ṩᵫ Ᵽ ᶰαPEDβљѝḘӇֿכ ⱳַײ῏ӈ Ḙ֪₱Ѭ78Ḙ֪←Ễ ᶰα ←Ḙ῞ βֿכ ⱳἸ▓ᶁḱᾉἷḋ ₱εḘ֪їỆӈ҇:6Ḙ֪εԍѦḘ֪їӈ҇86Ḙ֪Ḫ ᾉḘј Ḙ֪їӈ҇48Ḙ֪ ḘӇ ᾑḘ֪8Ḙ֪τ←Ễᶰα←Ḙ῞ βֿכ ⱳἸ▓ᶁḱᾉἷḋ ₱ε Ḙ֪їỆӈ8҇7Ḙ֪εԍѦḘ֪їӈ҇67ḘḪ֪ ᾉḘј Ḙ֪їӈ҇48Ḙ֪ ḘӇ ᾑḘ֪8Ḙӡ֪σ凡同等学历和跨学科考取我校的研究生，补修2-3门本学科本科或硕士阶段的主干课程，但不计学分。αᵹβ Ᵽ全校性公共课和数学、物理、化学、文献检索、知识产权保护等学科基础科的开课和考核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其他学科基础课、学科专业课和补修课的开课和考核由各学院组织，研究生院检查。公共课中“英语拓展”包括“英美文化”、“科技英语翻译”、“学术英语交流”、“古希腊罗马神话”等多门英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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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硕士研究生必须选修其中一门，学分包含在公共课学分

中。

必修环节中“学术活动”环节，建议各学院根据各自学科

特点，开设 3-4 次逻辑类讲座、研究生论文写作类讲座及创新

创业讲座。

αҊβḘӇ ᾑᶡ῞ ₱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

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

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的主要环节。博士生应选择学科前沿领域课题或对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突出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先

进性。学术学位硕士生应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选择有重

要应用价值的课题，学位论文要有新见解。专业学位研究生学

位论文应根据行业、企业面临的共性关键实际问题开展研究，

体现研究生对知识应用能力的掌握水平。

4 ấ ἒᵒ

研究生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按照

《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规定》（试行）（研究生

院院字[2013]3 号）执行。以书面和讲述两种方式，就论文选

题作报告，成绩按通过/不通过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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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开题报告的内容一般应包括：①课题来源和选题依

据，对国内外近 5～10 年中的 40～70 篇有关文献进行阅读、

分析和总结（硕士生一般不少于 40 篇，博士生一般不少于 70

篇。各学科根据学科特点制定文献综述的具体要求）；②研究

方案，阐明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关键问题与创新点、研究方

法、技术路线、实施手段和方法等；③研究工作基础，说明具

备的研究条件、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其可能的

解决办法和措施；④研究工作计划及时间安排。

硕士生的书面开题报告一般应为 0.5～1.0 万字，博士生的

学位论文开题除提交 0.8～1.5 万字书面开题报告外，还必须同

时提交我校图书馆出据的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的查新报告。

学院按学校规定的时间组织开题报告答辩会，答辩小组至

少由 3 名（对于硕士生）或 5 名（对于博士生）具有副教授以

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获得者组成。对一次或二次仍未能通过者，

做出相应的处理规定。

5 ѦῙ –

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在读期间政治思想、课程学习、学位

论文工作进展和科研能力等全面综合的测评。根据综合测评结

果，实行研究生中期考核分流，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按照《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昆

理工大校字〔2015〕69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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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ḘӇ ᾑ ḫ

学位论文必须是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论文，要体现充分的

工作量和成果的先进性，主要研究成果必须达到国内或国外重

要学术刊物可以接受并发表的水平。

学位论文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创造性工作，必须是研究生

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要文句简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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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应按《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撰写规范》的有关规定撰写。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要求博士研究生在申请论文答辩

前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学位论文初稿，并以讲述方式作论

文预答辩；硕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的预审方式及办法由各学

院制定。

博士学位论文的预答辩报告一般须由不少于 5 名具有教授

以上职称者进行评审。

7 ḘӇ ᾑ

完成所有培养环节的研究生，按照《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审批程序的管理办法》办理相关答辩申请，

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

8 ᴾᶠ ♩ 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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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培养计划的制定：研究生入学 1 个月内，应在导师的

指导下按照学科、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制定个

人培养计划。博士研究生应在半年内完成全部课程的学习，硕

士研究生原则上在一学年内完成课程的学习。

论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论文答辩等各环节之

间应有充分的实际工作时间。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

三学期进行，中期考核原则上在第四学期进行。提交开题报告

与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一般不得少于 1 年。博士研究生开题报

告原则上在第四学期进行，提交开题报告与中期考核报告的时

间间隔、中期考核报告与预答辩的时间间隔均不得少于 6 个月，

预答辩与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一般为 3 个月，不得少于 1 个月。

αԇβԍң

1、在我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的培

养，参照《昆明理工大学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申请学位的暂行

规定》（2008 年 6 月 27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执行，

其中：

（1）课程体系和学分要求按照第三点执行。其中全校性公

共课模块替换为中国概况和汉语课程。学科基础课、学科专业

课和其他课程模块按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实施。

（2）申请博士学位，必须撰写学位论文，并且应按照有关

规定，严格要求，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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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硕士学位，必须撰写学位论文，但可以采取学习

课程为主，撰写论文为辅的培养方式。学位论文可以是学术研

究或科学技术报告，也可以是专题调研、工程设计、案例分析

等报告。其报告应能够反映学位申请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综

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攻读我校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来华留学生或境外学生，其

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撰写和答辩。

如论文用英文撰写，须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中文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