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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
校研发〔2020〕43 号

关于印发《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培养总体要求（2020 版）》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总体要求（2020

版）》已经学校审定，现予公布，自 2020 级起施行。

特此通知。

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

202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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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
总体要求（2020 版）

一、培养目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培养目标为：

1.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

2.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具有一定的从事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具有应用外语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基本能力。

各学科应根据《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结

合学科特色和培养条件，对硕士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基本知识和结构、基本学术能力提出具体要求。

二、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4

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休学创业者可适当延长 1 年）。在

最长学习年限内未能完成课程学习或学位论文的硕士研究

生，作结业、肄业或退学处理，不再保留学籍。

三、培养方式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以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相

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是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应充分履行立

德树人职责，负责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指导其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培养环节和论文研究工作，加强

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学术道德规范、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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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等方面的教育，注重对硕士研究生的人文关怀，着力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培养质量。

四、培养基本要求

自然科学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修满 30 学

分，社会科学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32 学分，其中课

程学分自然科学类为 24 学分（社会科学类为 26 学分）（包括

公共必修课 6 学分，专业必修课至少 7学分，专业选修课至

少 10 学分（社会科学类 12 学分），公共选修课至少 1 学分，

必修环节 6 学分（包括文献综述 1 学分，开题报告 1学分，

中期考核 1 学分，学术活动 2学分，实践活动 1学分）。各培

养环节基本要求如下：

1．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培养计划是指导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行课程学习、开展

研究工作的依据，也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毕业及授予学位审

查的依据。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计划和论文研究计划：

课程学习计划一般由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入学后 1个月内，

在导师的指导下按照学科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制定。经导师审

核后，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本人从学校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中提交；论文研究计划包括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安排、论

文工作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完成期限等，一般在第二学期初

制定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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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计划一经确定，须严格执行，执行过程中如因客观

条件变化，可以修改，但需经学院负责人同意，并报研究生

院培养办备案。

2．课程学习及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按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分为必修

课、选修课，补修课。课程设置应围绕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以提高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

能力为目标。培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训练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有效

获取研究所需知识、研究方法的能力。

(1)公共必修课(共 3门，6学分)。

①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36 学

时，2学分），《自然辩证法》（18学时，1学分）。

②基础外语：60 学时，3学分。

注：入学前达到学校基础外语免修免考规定者，可申请

免修免考，直接认定学分。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可将《中国

文化概况》和《基础汉语》替代公共必修课的政治理论课和

第一外语课。

（2）专业必修课（不少于 7 学分）。主要为一级学科（或

跨一级学科）通开课程，包括体现学科前沿和学科优势的工

具类、专业基础类、专业类课程。

（3）专业选修课（不少于10学分）。主要为二级学科方

向的特色课程以及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突出前沿性、专题性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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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选修课（不少于1学分）。主要包括研究伦理、

跨文化交流、数理统计以及人文素养等全校范围内公选的课

程，由研究生院统一开设。

（5）补修课。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录取的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须在中期考核前补修本学科本科生阶段主干课程

3-5门，课程由学科自行确定，不计学分。

3．必修环节及有关要求

（1）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1 学分）。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应尽早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研究方向，并在进行

学位论文开题论证前广泛阅读本学科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

文献数量由各学科根据学位授予标准自行确定；同时须撰写 2

篇以上的文献综述报告，由指导教师批阅，经指导教师审核

签字后，交所在学院备查。

（2）学术活动（2 学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活

动须贯穿于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应主动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主要形式有听学术讲座、作

学术报告、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等。至少参加学院及以上

的学术报告 8 次（其中学术道德、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相关

报告 1次），在一级学科范围内作学术报告 3 次。

学术活动一般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应填写“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册”，提交相关的原始证

明材料，经导师审定签字后交所在学院核定并留存。各学科

须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实施与考核办法。

（3）实践活动（1 学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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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深入实际或基层生产一线，结合专业所长，完成 2-3 个实

践活动，在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实践活动包括

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等。

4.学位论文工作。

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应突出其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

和规范性，全面反映研究生在本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

技术工作的能力。导师要加强从开题、论文研究到论文写作、

答辩的全过程指导。

（1）开题报告（1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确保学

位论文质量的首要关键环节，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在指导教

师的指导下，在查阅文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早确定课

题方向，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

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写出书面报

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报告。

开题报告未获通过者，应在本学院或学科规定的时间内

重新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须变更学位论文研

究课题，应重新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时间距离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的时间不得少于 1年。

研究生在开题报告通过后，应签署学术诚信承诺书，经

导师进行学术规范教导后交学院备案。

（2）中期考核（1 学分）。中期考核是在硕士研究生完

成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开题后，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的初

次全面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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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素质、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等。是指导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进一步优化学位论文研究内容、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环

节。原则上要求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具体要求按《湖

南农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3）学位论文进展中期检查。学位论文进展中期检查

是在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的一次全面考

核，是检查硕士研究生个人综合能力及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状

况、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环节。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入

论文研究过程一年后进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学术规范、学

术道德、科研创新能力、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等。原则上要求

在第五学期完成。

（4）学位论文预审。硕士学位论文的预审是硕士研究

生在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和学位论文初稿撰写之后,在论

文正式提交评阅之前由导师和学位点进行的质量把关环节。

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先由指导教师进行初审，

导师初审通过后，所在学位点组织本专业相关专家对论文进

行预审，预审合格方可申请答辩。

（5）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

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培养环节

且达到要求，学位论文质量达到相应学位水平，可申请答辩，

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达到学术型硕士学位授予标准者，

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

申请学术型硕士学位时，科研论文须见刊，科研专著须

出版，授权专利或成果奖须提供有效证书；已毕业的学术型

http://www2.scut.edu.cn/_upload/article/files/df/35/97543c534dc181dd9707323309b4/f705ed66-db1a-41e0-9a96-781c5b6578a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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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仅因科研成果暂未达到学位授予标准的可在毕业

后两年内持符合要求的科研成果向学院和学校提出学术型硕

士学位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提前毕业者另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6）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基本要求。各学科可根据学科

实际，结合学校关于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在不违反上级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提出不低于学校规定的相关

要求。

五、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一览表

学科门类 学科名称
学科

代码
所属学院 类型

所属学科建设

层次

法学（03）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培育学科

教育学（04） 教育学 0401 教育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培育学科

文学（05） 外国语言文学 0502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培育学科

理学（07）

生物学 0710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优势学科

生态学 0713 资源环境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优势学科

化学 0703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培育学科

工学（08）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0812

信息与智能科学技术学

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培育学科

农业工程 0828 机电工程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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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点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 资源环境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重点学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32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重点学科

风景园林学 0834
风景园林与艺术设计学

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培育学科

农学（09）

作物学 0901 农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品牌学科

园艺学 0902 园艺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品牌学科

农业资源与环境 0903 资源环境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优势学科

植物保护 0904 植物保护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优势学科

畜牧学 0905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优势学科

兽医学 0906 动物医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优势学科

水产 0908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重点学科

草学 0909 农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重点学科

医学（10）
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
1004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培育学科

管理学（12）

工商管理 1202 商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培育学科

农林经济管理 1203 经济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重点学科

公共管理 1204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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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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