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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701，申请理学博士学位适用）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

对接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科技创新和拔尖创新人

才的迫切需求，瞄准数学领域学术前沿，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具有坚定的理

想信念、掌握坚实的数学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数学学科前沿动态，具

备独立从事数学科学研究并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突出能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

学学科的学术领军后备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追求

真理、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

（二）具有数学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具有在本学科领域取得创造性学术成果的能力；熟悉学科国际发展前沿，掌握两门

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良好外语听说能力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形成积极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

（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会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形成良好劳动习

惯。

二、研究方向

（一）非线性泛函分析

（二）偏微分方程

（三）动力系统与优化理论

（四）复杂系统建模与控制

（五）生物统计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硕士起点的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4-5年，全

日制最长不超过 7年，非全日制最长不超过 9年。

休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 10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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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分要求

总学分数为≥17学分，其中课程学习学分≥12学分，必修环节学分为 5学分。

所修课程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其中公共学位课 4学分，专业学

位课≥4学分，选修课≥4学分。必修环节包括：实践环节 3学分、学术活动 1学分、

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1学分。

（二）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公共

学位

课

( 4学
分)

外语

(2学
分)

01811038-04
2

第一外国语

（英、日、法、

德、俄语）

36 2 2
外国语

学院

思政

( 2学
分)

02111008
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
36 2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专业

学位课

( 4学分)

01411011 代数学 II 54 3 1 理学院

01411012 黎曼几何 54 3 1 理学院

01411013 非线性泛函分

析
54 3 1 理学院

01411014 现代优化方法 36 2 1 理学院

01411015 高等数值分析
II 36 2 1 理学院

01411016 高等概率论 II 36 2 1 理学院

01411017 非线性偏微分

方程
54 3 1 理学院

01813001-
005

第二外国语

（英、法、日、

德、俄语）

72 4 2
外国语

学院

硕士

阶段

未修

必选

02112101
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选读
18 1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01412028 泛函分析 II 36 2 2 理学院

01412029 调和分析 54 3 2 理学院

01412030
二阶椭圆型方

程
36 2 2 理学院

01412031 流体力学方程 36 2 2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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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选修课

( 4学分)

01412014 动力系统专题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5 最优控制理论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6 非线性规划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7 随机分析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8 高等数理统计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9
反问题理论与

计算
36 2 2 理学院

01412032
偏微分方程数

值解 II
36 2 2 理学院

01422317
灰预测与决策

方法
36 2 2 理学院

A0522023
模糊数学与模

糊优化
36 2 2 理学院

01412021 图与网络 36 2 2 理学院

01412022
智能技术与智

能系统
36 2 2 理学院

01412023 几何分析 36 2 2 理学院

01412024 复分析 36 2 2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 5学分)

01424004 实践环节 54 3 6 理学院

01414002 选题报告 18 1 3 理学院

01414003 学术活动 18 1 3 理学院
≥10
次

五、必修环节

（一）实践环节的基本类型

1．社会实践

研究生可以通过组织和参与社会调查、支教、扶贫及其他志愿者服务等方式进

行实践活动，提倡以小组或团队形式开展，累计不少于 15个工作日。

研究生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后，需撰写不少于 3000字的社会实践总结报告，

内容包括实践过程概述及体会、感想等，并附必要的佐证材料。社会实践服务对象

（单位或个人）应在报告上填写评语。研究生提交由实践单位和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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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面实践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学分。

2．助研、助教

研究生担任助教或助研工作，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是研究生培养

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至少一个标准岗位的助教或助研工作通过后记 1学分。

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的相关要求和考核办法等参照学校研究生“三助”工作有

关规定执行。

3．基金申请书撰写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国家科研基金的申请书及 30分钟汇报 PPT，经

指导教师（小组）检查、评阅后，合格者记 1学分。

4．国际交流

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各类项目赴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学习、交流合作（不少

于 3个月），或参加一次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学

分。

5．实验室安全培训

研究生进入课题之前必须完成实验室安全培训，硕士阶段没有参加培训，则博

士阶段必须参加。考核通过后记 1学分。

※定向培养研究生、来华留学生可免修实践环节，但不记学分，所缺学分必须

通过选修课程补齐。

（二）学术活动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

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应公开做学术报告至少 2 次，参加学术报告至

少 10 次，且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写出 500 字以上的心得。经指导教师（小组）

检查、审核，完成者在必修环节记 1个学分。

（三）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不仅要提出研究的问题，还要提出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这些

问题的思路与实施途径，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学研

究方向，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经审核后确定研究课题。选题报告通过后，记 1个必修环节学分。

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博士研究生选题报告和中期考核的具体

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题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六、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一）科学研究

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开展调研分析、文献查

阅、理论创新、方法应用、方案设计、建模求解、实验验证等工作。通过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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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二）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数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的主要

工作。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坚实而宽广的理论基础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是否具有创造性，

是能否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关键。数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博士论文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应在

导师的指导下，由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创

造性。

数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满足取得学

籍当年学校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有关规定和理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

方可送审。

数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达到学校研

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研究生取得学籍当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和理学院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为准。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的

指导方法，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充分发

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

（一）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与常态化的政治、纪律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在认真学

好政治理论课的同时，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公益劳动。

（二）坚持课堂讲授和自学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广泛、灵活地采用案例式教学、专题讲座式教学、辩论式教学、

研究式教学、学术沙龙以及学术报告与学术讲座等多种教学方式。

（三）课程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并重的原则。既要深入掌握数学学科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又要培养具有科学研究和独立承担相关专业技术工作的

能力。

八、其它

（一）提前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修完本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规定的课程后，按硕士起点的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

（二）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题需修满学位课程的学分，允许研究生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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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须修完全部课程。

（三）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文献 80篇以上，

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四）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每月至少 1次、论文工作阶段

每月至少 2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并形成制度。

（五）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适用同一培养方案。

（六）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2022级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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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701，申请理学博士学位适用）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

对接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科技创新和拔尖创新人

才的迫切需求，瞄准数学领域学术前沿，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具有坚定的理

想信念、掌握坚实的数学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数学学科前沿动态，具

备独立从事数学科学研究并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突出能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

学学科的学术领军后备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追求

真理、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

（二）具有数学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具有在本学科领域取得创造性学术成果的能力；熟悉学科国际发展前沿，掌握两门

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良好外语听说能力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形成积极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

（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会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形成良好劳动习

惯。

二、研究方向

（一）非线性泛函分析

（二）偏微分方程

（三）动力系统与优化理论

（四）复杂系统建模与控制

（五）生物统计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本科起点的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5 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5-6 年，

最长不超过 8年。

休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 10 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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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分要求

总学分数为≥ 41学分，其中课程学习学分≥ 34学分，必修环节学分为 7学分。

所修课程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其中公共学位课≥ 6学分，专业

学位课≥ 18学分，选修课≥10学分。必修环节包括：实践环节 5学分、学术活动 1

学分、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1学分。

（二）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课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

注

公共

学位

课

( 6学
分)

外语

(4学
分)

01821058 英语演讲 36 2 2
外国语

学院

01821059
科技英语

阅读与写

作

36 2 1
外国语

学院

思政

( 2学
分)

02111008
中国马克

思主义与

当代

36 2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专业

学位课

( 18学分)

01421001 代数学 I 54 3 1 理学院

01421002 拓扑学 54 3 1 理学院

01421003 泛函分析 54 3 1 理学院

01421004 高等数值

分析
54 3 2 理学院

01422002 实分析 54 3 3 理学院

01422003 偏微分方

程
36 2 1 理学院

01411001 代数学 II 36 2 1 理学院

01411002 黎曼几何 54 3 3 理学院

01411003
非线性泛

函分析
54 3 1 理学院

01411004
现代优化

方法
54 3 3 理学院

01411005
高等数值

分析 II
54 3 1 理学院

1411006
高等概率

论 II
54 3 1 理学院

01411007 非线性偏

微分方程
54 3 1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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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课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

注

01411008 调和分析 54 3 2 理学院

01422001
数学专业

英语
18 1 1 理学院 必选

选修课

( 10学分)

01823001-
004

第二外国

语

（英、法、

日、德、俄

语）

72 4 2
外国语

学院

硕士

阶段

未修

必选

02112101
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

作（选读）

18 1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01422005
最优化方

法
36 2 1 理学院

01422006 变分法 36 2 2 理学院

01422007
守恒律方

程选讲
36 2 2 理学院

01422008
高等概率

论 I
36 2 2 理学院

01422009
偏微分方

程数值解 I
36 2 2 理学院

01422010 智能计算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1 泛函分析 II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3
二阶椭圆

型方程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4
流体力学

方程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5
动力系统

专题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6
最优控制

理论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7
非线性规

划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8 随机分析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9
高等数理

统计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0
反问题理

论与计算
36 2 2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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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课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

注

01412011
偏微分方

程数值解 II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2
灰预测与

决策方法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3
模糊数学

与模糊优

化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4 图与网络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5
智能技术

与智能系

统

36 2 3 理学院

01412016 几何分析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7 复分析 36 2 2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 7学分)

01414009
直博生实

践环节
5 4-6 理学院

01414002
博士选题

报告及中

期考核

1 5 理学院

01414003 学术活动 1 6 理学院
≥10
次

五、必修环节

（一）实践环节的基本类型

1．社会实践

研究生可以通过组织和参与社会调查、支教、扶贫及其他志愿者服务等方式进

行实践活动，提倡以小组或团队形式开展，累计不少于 15个工作日。

研究生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后，需撰写不少于 3000字的社会实践总结报告，

内容包括实践过程概述及体会、感想等，并附必要的佐证材料。社会实践服务对象

（单位或个人）应在报告上填写评语。研究生提交由实践单位和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的书面实践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学分。

2．助研、助教

研究生担任助教或助研工作，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是研究生培养

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至少一个标准岗位的助教或助研工作通过后记 1学分。

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的相关要求和考核办法等参照学校研究生“三助”工作有

关规定执行。

3．基金申请书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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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国家科研基金的申请书及 30 分钟汇报 PPT，

经指导教师（小组）检查、评阅后，合格者记 1学分。

4．国际交流

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各类项目赴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学习、交流合作（不少

于 3个月），或参加一次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学

分。

5．实验室安全培训

研究生进入课题之前必须完成实验室安全培训。考核通过后记 1学分。

※定向培养研究生、来华留学生可免修实践环节，但不记学分，所缺学分必须

通过选修课程补齐。

（二）学术活动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

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应公开做学术报告至少 2次，参加学术报告至少

10次，且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写出 500字以上的心得。经指导教师（小组）检

查、审核，完成者在必修环节记 1个学分。

（三）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不仅要提出研究的问题，还要提出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这些

问题的思路与实施途径，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学研

究方向，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经审核后确定研究课题。选题报告通过后，记 1个必修环节学分。

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博士研究生选题报告和中期考核的具体

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题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六、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一）科学研究

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开展调研分析、文献查

阅、理论创新、方法应用、方案设计、建模求解、实验验证等工作。通过科学研究，

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二）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的主要

工作。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坚实而宽广的理论基础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是否具有创造性，

是能否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关键。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博士论文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应在

导师的指导下，由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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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

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满足取得学

籍当年学校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有关规定和理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

方可送审。

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达到学校研

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研究生取得学籍当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和理学院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为准。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数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的

指导方法，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充分发

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

（一）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与常态化的政治、纪律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在认真学

好政治理论课的同时，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公益劳动。

（二）坚持课堂讲授和自学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广泛、灵活地采用案例式教学、专题讲座式教学、辩论式教学、

研究式教学、学术沙龙以及学术报告与学术讲座等多种教学方式。

（三）课程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并重的原则。既要深入掌握数学学科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又要培养具有科学研究和独立承担相关专业技术工作的

能力。

八、其它

（一）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题需修满学位课程的学分，允

许研究生开题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须修完全部课程。

（二）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文

献 80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三）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每月至少 1次、

论文工作阶段每月至少 2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并形成制

度。

（四）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适用同一培养方案。

（五）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2022级数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始

执行。



13

物理学（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702，申请理学博士学位适用）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

密对接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科技创新和拔尖创

新人才的迫切需求，瞄准世界物理学领域学术前沿，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动

态，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突出能力，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物理学前沿发展的学术领军后备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追

求真理、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

（二）具有物理学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具有在本学科领域取

得创造性学术成果的能力；熟悉学科国际发展前沿，掌握两门外语，能熟练阅读

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良好外语听说能力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树立正确的

审美观念，形成积极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

操；

（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会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形成良好劳动

习惯。

二、研究方向

（一）理论物理

（二）等离子体物理

（三）凝聚态物理

（四）光学

（五）无线电物理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物理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4-5年，全日制最

长不超过 7年，非全日制最长不超过 9年。

休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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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学分要求

物理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毕业总学分≥ 17学分, 其中课程总学分

≥ 12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课程学习中，公共学位课≥ 4学分，专业学位课≥ 4

学分，选修课≥ 4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包含实践环节 3学分，选题报告 1学分，

学术活动 1学分。

（二）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公共

学位课

（4学
分）

01811038-
042

第一外国语

（英、日、法、

德、俄语）

36 2 2
外国语学

院

02111008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36 2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专业

学位课

（4学
分）

01481210
物理学前沿导论

与研究方法
36 2 1 理学院

任选 2
门

01421213 量子统计物理 54 3 2 理学院

01481203 群论 36 2 1 理学院

01421214 计算电磁学 36 2 1 理学院

01411022 凝聚态物理导论 54 3 1 理学院

01411018 量子光学 54 3 2 理学院

01411019 量子场论 II 54 3 1 理学院

01411021 量子信息物理 36 2 2 理学院

选修课

（4学
分）

01813001-
005

第二外国语 72 4 2
外国语学

院

硕士阶

段未修

必选

02112101
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选读
18 1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任选 2
门

01481001 粒子物理 54 3 2 理学院

01412025 微纳光学 36 2 1 理学院

01412026
高等原子分子物

理
36 2 1 理学院

A0552536 超导物理 36 2 2 理学院

01412027
广义相对论与大

爆炸宇宙学
36 2 2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5学
分）

01424004 实践环节 54 3 6 理学院 学术活

动不少

于 10
次

01414002 选题报告 18 1 3 理学院

01414003 学术活动 18 1 3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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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修环节

（一）实践环节的基本类型

1．社会实践

研究生可以通过组织和参与社会调查、支教、扶贫及其他志愿者服务等方式

进行实践活动，提倡以小组或团队形式开展，累计不少于 15个工作日。研究生

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后，需撰写不少于 3000字的社会实践总结报告，内容包括

实践过程概述及体会、感想等，并附必要的佐证材料。社会实践服务对象（单位

或个人）应在报告上填写评语。研究生提交由实践单位和指导教师签署意见的书

面实践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学分。

2．助研、助教

研究生担任助教或助研工作，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是研究生培

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至少一个标准岗位的助教或助研工作通过后记 1学

分。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的相关要求和考核办法等参照学校研究生“三助”工作

有关规定执行。

3．基金申请书撰写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国家科研基金的申请书及 30分钟汇报 PPT，

经指导教师（小组）检查、评阅后，合格者记 1学分。

4．国际交流

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各类项目赴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学习、交流合作（不

少于 3个月），或参加一次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

学分。疫情期间线上报告也有效。

5．实验室安全培训

研究生进入课题之前必须完成实验室安全培训，考核通过后记 1学分。

物理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在上述四类实践环节中完成 3学分，且必须完

成安全教育环节。

※定向培养研究生、来华留学生可免修实践环节，但不记学分，所缺学分必

须通过选修课程补齐。

（二）学术活动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

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公开做学术报告至少 2次，参加学

术报告至少 10次，且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写出 500字以上的心得。报告内容

包括：学术活动的时间、地点、宣讲人、报告的内容和体会等。经指导教师（小

组）检查、审核，完成者在必修环节记 1个学分。

（三）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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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不仅要提出研究的问题，还要提出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这

些问题的思路与实施途径，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学研究方向，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报告，经审核

后确定研究课题。选题报告通过后，记 1个必修环节学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选题报告和中期考核的具体要求，

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题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六、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一）科学研究

物理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参与导师实际课题或预研课题的研

究，开展调研分析、文献查阅、方法应用、方案设计、建模求解、实验验证等工

作。通过科学研究，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物理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的主

要工作。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坚实而宽广的理论基础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是否具有创造性，

是能否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关键。物理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

应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博士论文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应

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有较强的系统性和

创造性。

物理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满足取得

学籍当年学校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有关规定和理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

定，方可送审。

物理学（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达到学校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研究生取得学籍当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和理学院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为准。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物理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

组的指导方法，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

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

八、其他

（一）凡以跨学科录取物理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均须在导师（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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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补修本学科前置学历相关主干课程，不计学分。具体规定见《研究生手册》中

《关于研究生补修课程的规定》。

（二）提前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修完本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

案规定的课程后，按硕士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

（三）物理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题前需修满学位课程的学分，允许研究

生开题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修完全部课程即可。

（四）物理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文献 80篇以上，其

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二分之一。

（五）物理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至少每月 1次、论文工作

阶段至少每月 2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并形成制度。

（六）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 2022级物理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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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本科起点）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702，申请理学博士学位适用）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

密对接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科技创新和拔尖创

新人才的迫切需求，瞄准世界物理学领域学术前沿，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动

态，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突出能力，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物理学前沿发展的学术领军后备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追

求真理、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

（二）具有物理学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具有在本学科领域取

得创造性学术成果的能力；熟悉学科国际发展前沿，掌握两门外语，能熟练阅读

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良好外语听说能力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树立正确的

审美观念，形成积极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

操；

（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会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形成良好劳动

习惯。

二、研究方向

（一）理论物理

（二）等离子体物理

（三）凝聚态物理

（四）光学

（五）无线电物理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制 5年，推荐学习年限 5-6年，

最长不超过 8年。

休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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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学分要求

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毕业总学分≥ 41学分，其中课程总学分

≥ 34学分；必修环节 7学分。课程学习中，公共学位课≥ 10学分，专业学位课≥ 14

学分，选修课≥ 10学分。必修环节 7学分，包含实践环节 5学分，选题报告 1学

分，学术活动 1学分。

（二）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公共

学位

课

（10
学

分）

外语

（4
学

分）

01821058 英语演讲 36 2 2
外国语

学院

01821059
科技英语阅

读与写作
36 2 1

外国语

学院

思政

（2
学

分）

02111008
中国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
36 2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数学

（4
学

分）

01421061
数学物理方

程
36 2 1 理学院

任选 2
门

01421062 矩阵论 36 2 1 理学院

01421063
应用数理统

计
36 2 1 理学院

01421064 随机过程 36 2 2 理学院

01421065 数值分析 36 2 2 理学院

01421066 数学模型 36 2 2 理学院

01481203 群论 36 2 1 理学院

01481208
数值计算方

法
36 2 2 理学院

专业学位课

（14学分）

01481201
物理学前沿

导论与研究

方法

36 2 1 理学院

01481202
量子统计物

理
54 3 2 理学院

01481204 高等量子力 54 3 1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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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学

01481205 固体理论 54 3 1 理学院

01481206
高等电动力

学
54 3 1 理学院

01481207 量子场论 I 54 3 2 理学院

01411201 计算电磁学 36 2 1 理学院

01411202
凝聚态物理

导论
54 3 1 理学院

01411203 量子光学 54 3 2 理学院

01411204 量子场论 II 54 3 3 理学院

01411205
量子信息物

理
36 2 2 理学院

选修课

（10学分）

01813001-0
04

第二外国语 72 4 2
外国语

学院
必选

02112101
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选

读

18 1 2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01482201 专业英语 18 1 1 理学院

01482202
光电传感器

原理与应用
36 2 2 理学院

01482203 导波光学 36 2 2 理学院

01482204
射频微波新

材料与应用
36 2 2 理学院

01482205
电磁兼容与

信号完整性
46 8 3 2 理学院

01482206
材料微观分

析与研究方

法

36 2 2 理学院

01482207
半导体器件

物理与工艺
36 2 2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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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01482208
凝聚态物理

中的相变理

论

36 2 1 理学院

01482209
高压实验原

理与应用
36 2 2 理学院

01482210 粒子物理 54 3 2 理学院

01412201 微纳光学 36 2 1 理学院

01412202
高等原子分

子物理
36 2 3 理学院

01412203 超导物理 36 2 2 理学院

01412204
广义相对论

与大爆炸宇

宙学

36 2 2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7学分）

01414009 实践环节 5 1-6 理学院

01414002
选题报告及

中期考核
1 4-5 理学院

01414003 学术活动 1 理学院
≥ 10
次

五、必修环节

（一）实践环节的基本类型

1．社会实践

研究生可以通过组织和参与社会调查、支教、扶贫及其他志愿者服务等方式

进行实践活动，提倡以小组或团队形式开展，累计不少于 15个工作日。研究生

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后，需撰写不少于 3000字的社会实践总结报告，内容包括

实践过程概述及体会、感想等，并附必要的佐证材料。社会实践服务对象（单位

或个人）应在报告上填写评语。研究生提交由实践单位和指导教师签署意见的书

面实践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学分。

2．助研、助教

研究生担任助教或助研工作，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是研究生培

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至少一个标准岗位的助教或助研工作通过后记 1学

分。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的相关要求和考核办法等参照学校研究生“三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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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执行。

3．基金申请书撰写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国家科研基金的申请书及 30分钟汇报 PPT，

经指导教师（小组）检查、评阅后，合格者记 1学分。

4．国际交流

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各类项目赴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学习、交流合作（不

少于 3个月），或参加一次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

学分。疫情期间线上报告也有效。

5．实验室安全培训

研究生进入课题之前必须完成实验室安全培训，考核通过后记 1学分。

※定向培养研究生、来华留学生可免修实践环节，但不记学分，所缺学分必

须通过选修课程补齐。

（二）学术活动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

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公开做学术报告至少 2次，参加学

术报告至少 10次，且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写出 500字以上的心得。报告内容

包括：学术活动的时间、地点、宣讲人、报告的内容和体会等。经指导教师（小

组）检查、审核，完成者在必修环节记 1个学分。

（三）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不仅要提出研究的问题，还要提出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这

些问题的思路与实施途径，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学研究方向，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报告，经审核

后确定研究课题。选题报告通过后，记 1个必修环节学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选题报告和中期考核的具体要求，

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题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如学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可以选择申请本学科硕士学位，实践环节、学术

活动、选题报告和中期考核学分的认定按照本学科硕士培养方案要求执行。

六、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一）科学研究

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参与导师实际课题或预研课题的研

究，开展调研分析、文献查阅、方法应用、方案设计、建模求解、实验验证等工

作。通过科学研究，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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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的主

要工作。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坚实而宽广的理论基础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是否具有创造性，

是能否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关键。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

应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博士论文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应

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有较强的系统性和

创造性。

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满足取得

学籍当年学校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有关规定和理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

定，方可送审。

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达到学校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研究生取得学籍当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和理学院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为准。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的

指导小组的指导方法，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

方式，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

八、其他

（一）凡以跨学科录取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均须在导

师（组）指导下补修本学科前置学历相关主干课程，不计学分。具体规定见《研

究生手册》中《关于研究生补修课程的规定》。

（二）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题前需修满学位课程的学

分，允许研究生开题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修完全

部课程即可。

（三）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文献 8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二分之一。

（四）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至少每月 1

次、论文工作阶段至少每月 2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并

形成制度。

（五）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 2022级物理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

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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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硕士起点）（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1，申请工学博士学位适用）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

密对接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科技创新和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瞄准世界力学领域学术前沿，培养德智

体美劳五育并举，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

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突出能力，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力学前沿发展的学术领军后备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追

求真理、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

（二）具有力学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具有在本学科领域取得

创造性学术成果的能力；熟悉学科国际发展前沿，掌握两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

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良好外语听说能力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树立正确的

审美观念，形成积极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

操；

（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会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形成良好劳动

习惯。

二、研究方向

（一）新材料力学

（二）智能材料结构力学

（三）复合材料力学

（四）计算力学

（五）应用流体力学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力学（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4-5年，全日制

最长不超过 7年，非全日制最长不超过 9年。

休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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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学分要求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总学分数为≥17学分，其中所修课程学分≥12学分，必

修环节学分 5学分。所修课程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其中公共

学位课 4学分，专业学位课≥4学分，选修课≥4学分。必修环节包括：实践环节

3学分、学术活动 1学分、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1学分。

（二）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

注

公共

学位

课

（4
学

分）

外语

（2学
分）

01811038-04
2

第一外国语

（英、日、法、

德、俄语）

36 2 2
外国语

学院

思政

（2学
分）

02111008
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
36 2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专业

学位课

（4学分）

01411010
高等弹塑性理

论
54 3 2 理学院

01411020
非线性连续介

质力学
54 3 1 理学院

01411004
固体材料本构

关系
54 3 1 理学院

01411005 计算固体力学 54 3 2 理学院

选修课

（4学分）

01813001-00
5

第二外国语

（英、日、法、

德、俄语）

72 4 2
外国语

学院

硕

士

阶

段

未

修

必

选

02112101
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选读
18 1 2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01411002
高等结构动力

学
36 2 1 理学院

01412020
智能材料结构

力学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6 分子模拟方法 36 2 2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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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2007
微细观力学进

展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8
多尺度分析方

法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3
新能源技术进

展
36 2 1 理学院

01411008 高等数值分析 36 2 1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5学分）

01424004 实践环节 54 3 6 理学院

01414002 选题报告 18 1 3 理学院

01414003 学术活动 18 1 3 理学院
≥10
次

五、必修环节

（一）实践环节的基本类型

1．社会实践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可以通过组织和参与社会调查、支教、扶贫及其他志愿

者服务等方式进行实践活动，提倡以小组或团队形式开展，累计不少于 15个工

作日。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后，需撰写不少于 3000字的社

会实践总结报告，内容包括实践过程概述及体会、感想等，并附必要的佐证材料。

社会实践服务对象（单位或个人）应在报告上填写评语。研究生提交由实践单位

和指导教师签署意见的书面实践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学分。

2．助研、助教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担任助教或助研工作，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

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至少一个标准岗位的助教或助研工作通

过后记 1学分。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的相关要求和考核办法等参照学校研究

生“三助”工作有关规定执行。

3．基金申请书撰写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国家科研基金的申请书及 30分

钟汇报 PPT，经指导教师（小组）检查、评阅后，合格者记 1学分。

4．国际交流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各类项目赴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学习、

交流合作（不少于 3个月），或参加一次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学院

审核通过后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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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验室安全培训

研究生进入课题之前必须完成实验室安全培训。考核通过后记 1学分。

※定向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来华留学生可免修实践环节，但不记学分，

所缺学分必须通过选修课程补齐。

（二）学术活动

为了促使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

动态，开阔视野，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公开做学术报告

至少 2次，参加学术报告至少 10次，且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写出 500字以上

的心得。经指导教师（小组）检查、审核，完成者在必修环节记 1个学分。

（三）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不仅要提出研究的问题，还要提出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这

些问题的思路与实施途径，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学研究方向，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报告，经审核

后确定研究课题。选题报告通过后，记 1个必修环节学分。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博士研究生选题报告和中期

考核的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题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执行。

六、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一）科学研究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开展调研分析、文献查

阅、理论创新、方法应用、方案设计、建模求解、实验验证等工作。通过科学研究，

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二）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力学（硕士起点）（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的

主要工作。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坚实而宽广的理论基

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是否具有创造

性，是能否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关键。力学（硕士起点）（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

校期间应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博士论文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博士学位

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有较强的系

统性和创造性。

力学（硕士起点）（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满足取

得学籍当年学校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有关规定和理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

规定，方可送审。

力学（硕士起点）（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达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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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研究生取得学籍当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和理学院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为准。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力学（I）学术学位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

的指导小组的指导方法，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讨式的教

学方式，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具体方式如下：

（一）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与经常性的政治、纪律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在认真

学好政治理论课的同时，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公益劳动等集体活动。

（二）坚持课堂讲授和自学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广泛、灵活地采用案例式教学、专题讲座式教学、辩论式教

学、研究式教学、学术沙龙以及学术报告与学术讲座等多种教学方式。

（三）课程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并重的原则。既要深入掌握本门学科坚实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又要培养具有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

能力。

八、其它

（一）跨学科（专业）和以同等学力学习的力学（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须

补修所攻读学科的硕士主干核心课程，具体规定见《研究生手册》中关于研究生

培养管理规定。

（二）提前攻读力学（I）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修完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规定的课程后按硕士起点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

（三）力学（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题前需修满学位课程的学分，允许研

究生开题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修完全部课程即可。

（四）力学（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文献 80篇以上，

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五）力学（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至少每月 1次、论文工

作阶段至少每月 2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并形成制度。

（六）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适用同一培养方案。

（七）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 2022级力学（I）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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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1，申请工学博士学位适用）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

对接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科

技创新和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瞄准世界力学领域学术前沿，培养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学

科前沿动态，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突出能力，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力学前沿发展的学术领军后备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追求

真理、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

（二）具有力学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具有在本学科领域取得创造

性学术成果的能力；熟悉学科国际发展前沿，掌握两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

文文献，具有良好外语听说能力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形成积极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

（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会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形成良好劳动习

惯。

二、研究方向

（一）新材料力学

（二）智能材料结构力学

（三）复合材料力学

（四）计算力学

（五）应用流体力学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5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5-6年，

最长不超过 8年。

休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 10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30

（一）学分要求

总学分数为≥41学分，其中所修课程学分≥34学分，必修环节学分 7学分。

所修课程包括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其中公共学位课 10学分，专

业学位课≥14学分，选修课≥10学分。必修环节 7学分，包括：实践环节 5学分、

学术活动 1学分、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1学分。

（二）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公共

学位

课

（10

学

分）

外语

（4

学

分）

01821058 英语演讲 36 2 2
外国语

学院

01821059

科技英语

阅读与写

作

36 2 1
外国语

学院

思政

（2

学

分）

02111008

中国马克

思主义与

当代

36 2 1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数学

（4

学

分）

01421061
数学物理

方程
36 2 1 理学院

任选

2门

01421062 矩阵论 36 2 1 理学院

01421063
应用数理

统计
36 2 1 理学院

01421064 随机过程 36 2 2 理学院

01421065 数值分析 36 2 2 理学院

01421066 数学模型 36 2 2 理学院

01421001
连续介质

力学
54 3 2 理学院

硕士

专业

学位

课必

选 3门

01421011
弹塑性理

论
54 3 1 理学院

01421003

固体力学

中的数值

方法

54 8 3 2 理学院

01421005 高等有限 54 8 3 2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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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学位课

（14学分）

元

01422018
复合材料

力学
54 3 2 理学院

01421060
微纳米力

学
54 8 3 2 理学院

01421070
流体动力

学
54 3 2 理学院

01421080
计算流体

力学
54 3 2 理学院

01411010
高等弹塑

性理论
54 3 2 理学院

博士

专业

学位

课必

选 2门

01411020

非线性连

续介质力

学

54 3 1 理学院

01411004
固体材料

本构关系
54 3 1 理学院

01411005
计算固体

力学
54 3 2 理学院

选修课

（10学分）

01422002 专业英语 18 1 1 理学院

01422003

力学测试

技术

（实验类

课程）

36 8 2 2 理学院

01422001 张量分析 36 2 1 理学院

01422004
断裂与损

伤力学
36 2 2 理学院

01422009
冲击动力

学
36 2 2 理学院

01422010
计算纳米

力学
36 2 2 理学院

01422016

复合材料

结构分析

与设计

36 2 2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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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22017

经典力学

中的数学

方法

36 2 2 理学院

01422090
新能源材

料与技术
54 8 3 1 理学院

01422100
软材料力

学
36 2 1 理学院

01422021
工程材料

结构力学
36 2 1 理学院

01422022

增材制造

及结构优

化设计

36 2 2 理学院

01813001-0

05

第二外国

语（英、日、

法、德、俄

语）

72 4 2
外国语

学院
必选

02112101

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

作选读

18 1 2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必选

01411002
高等结构

动力学
36 2 1 理学院

01412020
智能材料

结构力学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6
分子模拟

方法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7
微细观力

学进展
36 2 2 理学院

01412008
多尺度分

析方法
36 2 2 理学院

01412013
新能源技

术进展
36 2 1 理学院

01411008
高等数值

分析
36 2 1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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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环节

（7学分）

01474001 实践环节 90 5 5 理学院

01414002 选题报告 18 1 6 理学院

01414003 学术活动 18 1 3 理学院 ≥10次

五、必修环节

1、实践环节

1．社会实践

研究生可以通过组织和参与社会调查、支教、扶贫及其他志愿者服务等方式

进行实践活动，提倡以小组或团队形式开展，累计不少于 15个工作日。

研究生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后，需撰写不少于 3000字的社会实践总结报

告，内容包括实践过程概述及体会、感想等，并附必要的佐证材料。社会实践服

务对象（单位或个人）应在报告上填写评语。研究生提交由实践单位和指导教师

签署意见的书面实践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学分。

2．助研、助教

研究生担任助教或助研工作，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是研究生培

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至少一个标准岗位的助教或助研工作通过后记 1

学分。

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的相关要求和考核办法等参照学校研究生“三助”工

作有关规定执行。

3．基金申请书撰写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国家科研基金的申请书及 30分钟汇报 PPT，

经指导教师（小组）检查、评阅后，合格者记 1学分。

4．国际交流

研究生在读期间，通过各类项目赴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学习、交流合作（不

少于 3个月），或参加一次境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报告。学院审核通过后记 1

学分。

5．实验室安全培训

研究生进入课题之前必须完成实验室安全培训。考核通过后记 1学分。

※ 定向培养研究生、来华留学生可免修实践环节，但不记学分，所缺学分

必须通过选修课程补齐。

（二）学术活动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

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应公开做学术报告至少 2次，参加学术报告至

少 10次，且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写出 500字以上的心得。经指导教师（小组）

检查、审核，完成者在必修环节记 1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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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不仅要提出研究的问题，还要提出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这

些问题的思路与实施途径，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学研究方向，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报告，经审核

后确定研究课题。选题报告通过后，记 1个必修环节学分。

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博士研究生选题报告和中期考核的具

体要求，按照研究生手册《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题实施办法》执行。

六、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一）科学研究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开展调研分析、文献查

阅、理论创新、方法应用、方案设计、建模求解、实验验证等工作。通过科学研究，

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二）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的主要

工作。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坚实而宽广的理论基础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是否具有创造性，

是能否被授予博士学位的关键。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博士论文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应在

导师的指导下，由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应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创

造性。

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满足取得学

籍当年学校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有关规定和理学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

方可送审。

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达到学校研

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研究生取得学籍当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和理学院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规定为准。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

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的指导方法，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

讨式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具体方式如下：

（一）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与经常性的政治、纪律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在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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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政治理论课的同时，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公益劳动等集体活动。

（二）坚持课堂讲授和自学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广泛、灵活地采用案例式教学、专题讲座式教学、辩论式教

学、研究式教学、学术沙龙以及学术报告与学术讲座等多种教学方式。

（三）课程学习和科研论文工作并重的原则。既要深入掌握本门学科坚实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又要培养具有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

能力。

八、其它

（一）凡以跨学科录取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均须在导师

指导下补修本学科本科相关主干课程，不计学分。具体规定见《研究生手册》中

武汉理工大学《关于研究生补修课程的规定》。

（二）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开题前需修满学位课程的学分，

允许研究生开题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须修完全部

课程。

（三）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文献 8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四）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至少每月 1次、

论文工作阶段至少每月 2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并形成

制度。

（五）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适用同一培养方案。

（六）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 2022级力学（本科起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

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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