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关于研究生教学工作的若干规定 

（2016 年 9 月 7 日）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相关文件规定，为提高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制订

研究生教学管理相关规定如下： 

 

一、 研究生招生和录取 

1， 招生宣传：各系所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工作，在提供学院招生简章信息的

基础上，自主制作相关专业的招生简章，通过邮寄和网络发送等形式，向国内

外生源单位和社会发送，全面传达招生信息。 

2， 研究生推免：要做好推免生的宣传和接受工作，提高 985 院校和 211 院校生

源比例，各系所每年要有保障推免生的具体措施。导师要及时完善个人网上信

息，为考生提供选择依据。导师应该积极参加争取推免生生源的工作，导师推

荐争取的优质生源，在学生选择的基础上有权优先选择作为自己的研究生。 

3， 研究方向设置与初试考纲：各专业应该认真做好研究方向的设置工作，整体

上体现学院以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方向，彰显专业特色。研究方向应

该相对稳定，体现学科优势。每年修改增减内容不宜过大。对于初试考纲，各

专业负责人和导师要深入讨论，力求专业覆盖面宽、体现学术水准而又体量适

中。考试纲要要力求稳定，每年修改幅度不宜过大。 

4， 研究生试卷命题：研究生考试题型应该具有相对稳定性，考核内容严格依照

初试考纲命题，体现学术水准。命题老师应该严格遵照学校规定的命题纪律，

不得命题草率，出现知识错误，或者泄露命题内容，违者将按照校规处理。招

生各环节依照规定实行问责制度。 

5， 复试与录取：各专业认真做好研究生改卷工作，依照学校相关规则确定复试

名单。在学院统一组织下，各专业成立复试工作小组，依照规定认真做好复试

各项工作，全面保存面试文字、录音和录像资料，接受相关部门监督和检查，

审慎确定录取名单。 



 

二、 研究生教学 

6， 导师上岗审定：研究生导师必须首先获得导师资格（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

师）。学院每年于 5 月前后根据学校安排，确定导师资格和下年度硕士生导师和

博士生导师的上岗名单。导师资格由教师提出申请，学位委员会根据相关导师

资格规定，确定申请人是否合乎导师资格。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才可以

参加招生上岗申请。上岗名单确定程序为具有导师资格的教师提出申请上岗，

学位委员会根据相关上岗导师规定，讨论确定上岗招生人员名单。不在招生名

单的导师，不参加下年度研究生招生工作。 

7， 研究生名额分配：硕士研究生参照研究生院名额分配的原则，以每年下拨给

学院的研究生名额为基数，按学科规模（导师基数）和竞争性指标分配系所研

究生名额。竞争性指标主要包括承担国家项目情况、经费数量、发表高水平论

文数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等。硕士导师原则上三年内发表不少于 2 篇 c 刊论文，

三年内每年不少于 3 万元科研经费；博士生导师原则上三年内发表不少于 3 篇 c

刊论文，三年内每年不少于 5 万元科研经费。博士生指标由学校下拨，学位委

员会根据招生指标和符合条件的导师数量确定招生导师人员。 

8， 硕士研究生和导师实行双向选择：新生入学三月内，依据所分配研究生数额，

以系所为单位组织双向选择工作。由导师提出研究方向、学习条件与专业要求，

供学生选择；导师根据学生意愿选择研究生。未获研究生选择的导师，当年不

招收研究生。各系所依据双向选择原则，尊重研究生意愿与导师选择权，兼顾

公平与效率，确定招生上限，制定双向选择程序与规则。 

   研究生导师更换：研究生因为导师退休和调离，以及其他原因需要更换导师，

需征得原导师同意，联系新选导师并获同意，向系所提出更换导师申请。系所

通过审查同意，即向学院提交研究生导师更换报告。由学院领导班子和学位委

员会讨论并获同意，即向研究生院签报更换导师。系所和学院可以否定研究生

的导师更改申请报告。研究生更改导师申请报告被否决，应继续跟从原导师学

习。 

9， 研究生注册：研究生需按照学校规定按时注册，并向导师报告；研究生假期

离校，需向辅导员、研究生工作秘书报告，同时向导师报告。研究生必须遵守



学校请假制度，研究生在学习期间离开上海，需向系所研究生负责人和导师请

假报告，并报院研究生辅导员批准，获得批准方可离开。 

10， 教学工作：严肃课堂纪律，师生上课不能使用手机。师生需按时按规定教室

上课，学生因事不能上课必须请假，并计入考勤。缺课超过三分之一即需要重

修，不能给予当期成绩。老师要认真备课，学生应该按照规定预先阅读文献和

准备，并完成课后作业。 

11， 导师责任：导师要加强研究生学习与科研工作的指导，定期检查研究生学习

和论文写作工作，使研究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导师所带教的硕士或博

士研究生连续两年出现学位论文盲审不通过，或当年有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

暂停一年招生资格；已毕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检不合格者，除暂停

一年招生资格外，还需按学校相关规定问责处理。 

12， 讲座笔记：加强研究生学术活动的指导与监督。硕士生/博士生需参加不少

于 30 场的学术活动（其中三分之二需为学院举办讲座），硕士生需至少提交 15

场学术活动报告，博士生需至少提供 18 场学术活动报告，中期考核需凭听讲笔

记确定分数，即每场讲座有不得少于 500 字的笔记，内容包括讲座基本内容，

相关收获和体会。 

13， 精读书目与读书报告：加强研究生读书活动的指导。各专业确定一定数量的

专业精读书目，一般硕士生不得少于 20 部，博士生不得少于 30 部。精读书目

每部必须有不少于 1000 字的读书笔记，内容包含书籍的内容概要和摘录、相关

评论等。 

14， 研究生中期考核：研究生完成相关课程学习，进入中期考核程序。考评由系

所组织，人多的系所可以分组进行，对于研究生讲座笔记和读书报告予以检查

打分。硕士研究生以 15 场讲座笔记和 20 本专业书阅读笔记为基本合格，讲座

笔记和读书笔记不足者判为不合格。博士研究生以 18 场报告笔记和 30 部读书

笔记为合格，讲座笔记和读书笔记不足者判为不合格。各系所同时通过精读书

目考核，研究报告考核等期中考核形式，检查学生学习情况，以确定是否通过

中期考核。精读书目考核命题，可以由院系命题，或者委托第三方命题方式进

行。不能通过中期考核的研究生，不得参加论文开题。没有通过考核的学术可

以申请第二次考核，第二次仍不能通过者，依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初进行，成立专

门的资格考试委员会，学位分委员会主席任组长，一位秘书。博士学位候选人

资格考试委员会由 5 位及以上专家组成，可以请外单位的专家参加。具体考试

办法由各系所确定，但需告知研究生工作秘书考试办法，以向研究生院备案。 

15， 学术活动与科研创新：学院鼓励研究生参加科研活动。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

必须参加一次国内学术会议，至少参与一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主持一项校

级以上科研项目、或者横向项目。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一次国内学术

会议或者国际会议，并提交论文交流；必须参加一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或者主

持一项省级科研项目、或者有价值的横向科研项目。研究生、博士后在读期间

每人可获得一次参加境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的资助，要求得到大会举办方的邀

请并在会上发表论文。参加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报销上限 1500 元，赴境外参

加国际会议，报销上限 2000 元。会议级别由系所审核，学院审定，凭会议通知、

发言照片和会议议程，凭票报销，超支部分自筹。 

鼓励研究生实用专利发明，开办创业企业并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鼓励

研究生发表科研论文，尤其是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或者国际期刊 ssci 论文，相

关要求参照校研究生院规定。 

设立博士生、博士后论坛。小型论坛，每次资助 1 千元，每年资助不超过

5 次，一次由一名或者多名博士后报告。每次报告后需提交论坛综述稿，发布在

学院网站，或者博士后专题网站，或在报刊和专业杂志发表。大型论坛每年举

办一次，资助上限为 1.5 万元，论坛主题为：城市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面向全

市和长三角地区高校博士生和博士后。博士后大型论坛由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

指定组委会，设计主题和程序。论坛必须印制论文集，在相关网站报道会议信

息，争取学术杂志专栏发表。 

设立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在读期间，博士生每人可获得资助 500 元，硕

士生每人可获得资助 300 元。田野基金报销须凭田野报告，博士生报告在 1 万

字以上，硕士生报告在 5 千字以上。田野调查由导师指导或者任课教师指导，

审定田野报告，系所统一报销。 

 

  

三、论文开题 



16， 开题时间设置：按照学校规定，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第二学年结束之前完成开

题工作，即每年的 6 月前后完成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的开题工作。博士研究生同

样需要在第二学年结束之前完成开题工作。 

17， 研究生开题报告内容：论文选题与解题，论题的现实意义，学术意义，该问

题的学术综述，本论题的创新之处，重点与难点，本论题的前期准备情况，本

论题的思路与工作方案，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论文的写作大纲，论文的参考

书目与文献等。学校有相关规定者，依照学校规定执行。 

18， 各专业成立开题委员会：硕士生开题委员会由 3 名副教授以上职称为主的老

师组成，开题组可以含一名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作为开题秘书；博士生开题委

员会由 5 名副教授以上的老师组成，其中需要一名外校教授参加，教授职称者

需达到半数以上。开题委员会推选一位成员担任主席，负责主持开题工作。导

师不得缺席开题会议，可以作为开题委员会成员参加开题。各专业可以根据学

生人数和导师人数情况，组建一个开题委员会统一开题，或组织多个开题委员

会分组开题。 

19， 开题程序：主席宣布开题会议开始，研究生陈述开题内容，开题老师提出评

议和问题，研究生回应，最后开题审查委员会讨论决定，宣布小修改通过论文

开题、大修改通过开题、重新开题等决定。开题通过与否以投票决定，获得三

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的票数即为通过，选票由开题秘书负责制作、统计。 

20， 开题结果处理：小修改通过论文开题的同学经吸收开题老师意见修改即进入

论文写作阶段；大修改通过开题需在一月内根据开题委员会意见对开题报告做

大修改，分别发送开题委员会成员，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成员同

意即可通过，进入论文写作阶段；重新开题者，需要在三个月内重新提交开题

报告，开题委员会召开会议答辩，以决定是否通过开题。重新开题费用由重新

开题的研究生和导师承担。 

21， 开题结果的审议：学生如对开题结果有异议者，可由导师提出申请，由学院

学位委员会对未获通过的开题报告进行集中审议，给出最终裁定结果。 

22， 论题变更：研究生论文如果对于开题内容有重大改变，需要组建开题委员会

重新开题。重新开题费用由重新开题的研究生和导师承担。 

四、学位论文工作检查 



23， 学位论文工作检查任务：论文检查是通过对研究生田野工作、资料工作和已

经完成的论文稿整体情况的考评，确认其学位论文工作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以上，

即可通过检查。依据学位论文的开题内容，主要考察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

对研究生能否按期完成学位论文做出预期判断，确定研究生能否参加预答辩。

对于研究生论文写作中的困难提出帮助意见。若学位论文的实际工作相对开题

内容存在较大调整，而又偏离学术研究方向，检查时应予纠正。对于没有通过

检查不能参加预答辩的同学，作延期答辩处理，导师要与研究生共同提出论文

解决方案上报系所，并报学院备案。 

24， 论文工作检查的设置：每年 10 月前后为次年毕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

检查时间。博士生三年级同学论文检查时间与博士生二年级论文开题同时进行，

时间在每年的 6 月前后。论文工作检查由系所组织导师进行，对于研究生能否

参加预答辩的判断，各系所根据专业特点做出判断，提出具体检查目标。论文

工作检查组由系所负责人、正副教授组成，硕士生论文检查组 3 人，博士生论

文检查组 5 人，由各专业推举检查组负责人，导师不得缺席检查工作，可以担

任检查组成员。其程序为：学生报告论文工作情况，并提交相关论文材料；检

查组根据开题报告，资料搜集情况，初稿写作情况和论文工作态度予以检查；

检查组根据完成任务情况和工作态度，投票决定是否具有参加预答辩资格，三

分之二的检查组成员同意即可通过检查。 

25， 工作检查结果的通告：各系所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论文检查工作，向院

研究生教学秘书和负责人报告检查结果，并向所在系所导师和研究生通报。通

过工作检查的研究生获得参加学位论文预答辩的资格，未通过者须延期答辩。 

 

五、论文预答辩与答辩 

26， 预答辩时间设置：研究生毕业学年的第一学期结束之前，一般安排在该年度

的 12 月 31 日前后。 

27， 预答辩资格：研究生预答辩论文必须原则上遵守开题报告规定的内容，通过

论文检查，并完成论文初稿。如经检查没有完成初稿的同学，不得参加预答辩。

不参加预答辩的同学，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28， 预答辩委员会组成：硕士生预答辩委员会不少于 3 名副教授以上的职称的人



员组成，专业硕士答辩根据相关要求确定人员名单；博士生预答辩委员会不少

于 5 名副教授以上的老师组成。预答辩委员会推选一位教授担任主席，负责主

持预答辩工作，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担任预答辩秘书。导师不得缺席预答

辩会议，但不能作为预答辩委员。 

29， 预答辩程序：主席宣布预答辩开始，导师介绍学生写作情况，学生报告论文

写作情况，预答辩委员就论文提出评议和问题，研究生回应，预答辩讨论，通

过投票决定通过与否，获得三分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票数即为通过，答辩秘

书负责统计选票，主席宣布通过预答辩，修改通过预答辩，不通过预答辩等结

果。 

30， 预答辩结果：通过预答辩的学员，继续其论文写作与修改，参加下学期的论

文答辩；修改通过预答辩的学生，对于论文进行较大修改，一月内发送预答辩

委员会成员，得到三分之二的委员通过，即可参加下学期论文答辩；不通过预

答辩的同学，则需要经过大的论文修改，延期毕业，另行安排预答辩。 

31， 研究生论文答辩，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 

32， 以上规定，经征询研究生导师意见，社会发展学院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各

系所依据规定实施解释权，有重大分歧问题，由学院主管部门和学院学位委员

会实施解释。本规定从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2016 年 9 月 7 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