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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名称：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位授权点代码： 0805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材料科学系建有“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和硕士学位授权点、“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

和“物理电子学”三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硕士学

位授权点、“材料与化工”领域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和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

士后流动站，具备培养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完整的学

科体系。

截至到 2021 年 12 月底，材料科学系系共有教职工 90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35 人、副高级职称 38 人。40%的专任

教师拥有国家与省部级人才称号，其中中科院院士 1 人，

获得各类国家级人才项目共计 13 项，教育部人才项目 9 项。

双聘中科院院士 1 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6 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1 个。

2021 年共招收各类研究生 161 人，其中博士生 61 人，

硕士生 100 人。目前总在校各类研究生 417 人，其中博士

生 205 人，硕士生 212 人。

2021 年共毕业各类研究生 83 人，其中博士生 25 人，

硕士生 58 人。2021 年共授予学位 82 人，其中博士学位 24

人，学术硕士学位 58 人。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材料科学系研究生招生选

拔工作，本年度重点修订了招生-培养管理办法，进一步完

善博士生“申请-考核”选拔办法，进一步明确外国语和专

业考核要求。突出导向，博士生招生指标向重大平台、重

点项目、高水平师资、科研活跃导师倾斜，本年度招收博

士生 61 人，其中学术型博士生 47 人，专业型博士生 14 人，

各类高水平师资共招生 40 人，重大科研项目支撑 6 人。

进一步扩大硕士生推免比例，通过夏令营，预推免等

多种途径吸引优秀生源，2021 年度共招收学术型硕士推免

生 18 人，占比约 63%。

学术博士生源来自“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比例约

65.96%，211 高校比例约 87.23%；专业博士生源来自“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比例约 64.29%，211 高校比例约 64.29%；

学术硕士生源来自“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比例约 86.21%，

211 高校比例约 93.10%；专业硕士生源来自“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比例约 26.76%，211 高校比例约 76.06%。

为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完善研究生考核机

制，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全面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必要环

节考核和监管。2021 年度 47 名专业硕士参加中期考核，首

次考核 2 人不合格。2021 年度 17 名直博生参加资格考核，

申请缓考核 1 人，首次考核 2 人不合格。2021 年度 27 名学



术博士，1 名专业博士，45 名学术硕士，30 名专业硕士申

请预答辩，3 名科学博士，1 名专业博士，2 名专业硕士首

次预答辩不通过。

为提高学校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水平，保证博士、硕

士学位授予质量，全部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硕士学位

论文双盲评审比例根据学校相关要求执行。2021 年度送审

硕士学位论文 54 篇，盲审 20 篇次，全部合格；送审博士

学位论文 26 篇，盲审 53 篇次，4 篇次首次盲审异议，修改

论文后二次送审合格。对于两份双盲评审论文结论都是

“一般”的学位论文，要求学生按评审意见修改论文后延

期答辩。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发挥院系党委“中场线”作用，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明确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任务分工，全面从严治

党。推进制度建设、完善评聘考核制度，党的领导融入系

内各项工作和全过程，执行集体决策制度。落实“双带头

人”培育工作，由学术骨干、管理骨干出任教工支部书记，

优秀青年教师骨干兼任博士生党支部书记，培养兼具学术

能力和党务工作能力的优秀骨干。加强教师思想整治工作，

积极推进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通过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不忘初心 师德贯焕”大访谈、师风“大讨论、大展评、



大建设”等活动，弘扬高尚师德，营造良好师风。加强学

生思政工作，抓好学生党总支、学生支部的规范运行，加

强学生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以党建带动团建，加强院系

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的建设。建好以专职辅导员为骨

干、以人才工程预备队员为主体、以青年专业教师为重点

的思政辅导员队伍。

构建具有工科特色的课程和实践体系。秉承教学研相

长的理念，做好课程建设工作。面向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对

高端制造业、新型服务业的需求，加大课程体系的改革，

聘请产业导师，努力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

谋划实施“大国重器”系列课程，重点挖掘重大工程、关

键技术中所蕴含的育人元素，邀请钢铁、核电、集成电路

等领域教授或行业专家来校授课，让学生感受国家发展的

脉搏。推动课程培养体系建设，突出创新创业导向，注重

鼓励和指导学生参与专业技能、课外科创、创新创业等各

类竞赛。设计完善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的培养方案，推动

工程硕士到企业完成课题，开设校外导师为授课主体的

“工业产品检测技术”系列课程，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上海海关等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让学生加深产业认知，

反哺专业学习。

构建以实验室为单元的育人新模式。将科研、学工、

体育、实践深度融合，开展实验室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研



究生导师潜移默化的育人影响，实现价值观引导，为国家

重点单位输送优秀毕业生，学生中涌现了一批优秀“双肩

挑”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