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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位论文质量直接体现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以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系统介

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与改进成效。从研究生培养环节的思政教育、学位授予标准修

订、学位论文预审体系构建和学位论文督导模式构建等四个方面开展综合改革与实践，在中南大学的

“学校—学院—学科方向—导师—学生”五位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教育体系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以“课

题组—学科方向—学院”为基本结构的学院级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通过引入学科方向督导

机制，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实施严格预审，对双盲评审结果不佳论文进行精准指导。改革实施三年，取

得明显成效，为工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督查督导提供了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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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于 2020

年 9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

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

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应对全球人才竞争

的基础布局。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研究生

教育大国。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各行各业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研

究生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2020 年 2 月 18 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

布《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为高等院校研

究生的培养和学位论文评价体系改革指明了方

向。中南大学“54321”研究生教育体系指出，

面对新工科时代对高层次人才的新要求，应强化

“学校—学院—学科方向—导师—学生”五位一

体的研究生教育理念，着力加强学校顶层设计、

完善二级培养单位过程管理、提升导师水平、提

高生源质量，深入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二级培养

单位主体责任、学校监管责任，突出提升研究生

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实现中南大学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规模结构适应需求、培养模式凸显特

色、整体质量不断提升、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

现的目标。 

    当今时代，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硕士和博

士研究生不仅是未来高层次科技与管理的后备

力量，更是当下科学研究的主力军，是各类科研

实验和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不仅影响未来科技的发展，而且反映了一个学

校甚至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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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直接体现

了研究生对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理解、掌握能

力，也体现了研究生的科学思维、逻辑表达和学

术规范等基本素质，更体现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和社会责任心。因此，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严格

监管，是研究生培养的核心工作之一[1−3]。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一直是我国

材料类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基地，几十年来为我国

各行各业，尤其为我国有色金属材料领域输送了

大批高素质科技与管理人才。学院研究生的培养

质量虽然在稳步提升，但由于近年来招生规模扩

大、研究生价值观改变、师资队伍变化等各种因

素的影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是存在不少问

题，如工程实践能力偏弱、创新性成果不突出等，

在教育部学位论文匿名评审中常有评价不高的

情况出现。同时，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和学位授予

标准不够健全。针对这种状况，学院组织精干力

量，从学位授予标准制定、学位论文监管体系构

建和研究生思政教育等方面，深入开展创新探索

与综合改革，构建一套以“课题组—学科方向—

学院”为基本结构的学院级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保障体系，不仅有效促进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提升，而且其所积累的经验可推广应用于相近

学科和同类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培养。 

    二、研究生培养环节思政教育改革探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新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要求，不断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队伍建设，聚焦典型育人模式开展理论

研究，优化育人条件、创新育人方法、改进评价

考核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开创思想政

治工作新局面。结合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的建设，在“立德树人”思想指

引下，全面推行思政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全员

常态化教育，提升思政工作科学化水平。研究生

学工团队围绕思政教育主题，紧扣学风建设主

线，狠抓全面发展长线，严守安全稳定底线，以

管理服务团队打造科研育人团队，不断提高自身

育人水平，培育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复

合型人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基于研究生培养的学

科特点和研究生主体性特质，挖掘思政元素，打

造“政治认同、核心价值、红色基因、担当精神、

科学思维、工匠精神、工程伦理”的研究生全方

位思政体系，将“材”(专业课)与“思”(思政元

素)有机融合，形成“因材思教”课程育人模式。

充分发掘材料学院的育人文化要素，重点打造

“走进科研”“国际英才”“指点材津”“德材讲

坛”“材子论坛”等十大校园精品文化工程，形

成三全育人新格局。学院 48 位研究生导师通过

了全国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打造出

多支“三师型”育人团队，培育了一批课程思政

育人先进典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注重建立健全科学有

效的考核评价运行机制，把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纳

入教师职级晋升、职称评定、评奖评优等方面，

激励全体教师积极投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打破

研究生唯学术成果单一评价模式，引入思想道德

品质、社会服务和实践经历、科技创新能力和综

合人文素养等一系列评价指标，构建完善的研究

生评价体系，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建成了中南大学唯一

的研究生学术道德示范基地，在现有良好学风的

基础上，还重点组织开展了“USC 传帮带”“真

材实料”等学风建设活动，开展了多次学术道德

宣讲活动，进一步加强学院学风建设。师生联合

开展“云辅学”创意短视频知识点建库工作，让

研究生亲身参与专业课程的建设和改革，形成一

系列专业主干课程的重点难点讲解短视频；通过

优秀研究生的经验分享，引导研究生在培养环节

形成自主、自觉的科研与学术活动习惯，使研究

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科研素养。学院

开展了学术大师报告会、师生学术沙龙、“说出

你的学术”、学术达人评选比赛等系列活动，使

研究生了解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前沿动态，引导

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激励研究生

争做具有科研报国爱国情怀、敢为人先创新精

神、严谨求实科研理念的新时代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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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位授予标准的修订与持续改进 

    学位授予标准是衡量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

授予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导师指导研究生的主要

依据，也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本体现。2020 年

2 月 18 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

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

导向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九条明确提出：“科学

设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学校应重视人才培养质

量和培养过程，发挥基层院系和导师的质量把关

作用，加强对学位论文的质量审核，结合学科

特点等合理设置学位授予的质量标准，不宜以

发表 SCI 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

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文件明确指

出，我国学位授予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唯 SCI”

现象。因此，如何将国家的文件精神运用于学

院的学位授予与研究生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如何

科学评价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确保学位授予质

量，是我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

课题[4−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参照上述文件指示，会

同相关学院，针对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开展全面

修订与持续改进工作。在 2020 版研究生学位授

予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学科基础研究、应用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学科特色及学科发展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突破“唯论文”“唯

SCI”的评价方式，从学术、应用与创新发展等

方面深层次探究研究生培养目标。通过调研、分

析和学科大讨论，结合学科的人才培养特色，以

破“唯论文”“唯 SCI”评价方式为突破口，对研

究生学位论文的“成果创新性要求”进行合理修

改，细化“评价因素”与“评价指标”，形成 2023

版研究生学位论文授予标准，包括材料与化工博

士、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一

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与 2020 版研

究生学位论文授予标准相比，2023 版的创新表现

在：①培养目标定位方面。在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在“基本素质”方面增加了

对研究生“思想政治要求”的内容。②成果创新

性要求方面。基于“破五唯”的改革思路，重点

注重研究生学位论文本身的质量；设置多种形式

的创新性成果要求，包括论文发表、科研获奖、

发明专利授权、学科竞赛和技能竞赛获奖等，改

革了以论文发表为唯一性或限制性成果要求的

制度。③分类评价方面。明确了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的差异，推进“分类评价”机制的实施。按

照“专业学位鼓励解决实际问题，学术学位鼓励

学术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分别设置培养过程

要求、学位论文形式和创新性成果要求。比如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可以提交工程设计、案例分

析、调研报告等非论文成果作为学位论文。 

    四、学位论文多层次预审体系的构建与改进 

    学位论文审查是一项极其专业的工作，不仅

要求审查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而且要求其有

非常专业的学术素养，这就要求从底层做起，即

从研究生、导师、课题组、学科专业的角度建立

学位论文的精细监管体系[7−11]。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在中南大学研究生与学位管理框架内，构建

了一套学院级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多层次预审体

系，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12]。 

    通过对国内外同行业高等院校学位论文督

查监管体系开展系统深入的调查和分析，结合学

院的人才培养特点，制订了 2023 版《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评审

管理办法》，构建了一套新的学位论文评审流程

和细化制度，包括送校外匿名评审前的预审制度

和匿名评审评价为C及以下等级的双盲评审结果

不佳论文的复审制度。 

    学位论文送审前的预审制度，具体包括导师

审核签字、课题组严格把关、学科方向认真审查、

预答辩和学科研究生督导专家逐一评阅等五个

环节，并明确规定导师、课题组、学科方向督导

专家在学位论文预审过程中的职责。与原有的学

位论文预审制度不同的地方在于：①所有硕士和

博士的学位论文在送审前都必须通过预答辩而

不是预审。②预答辩时，必须有研究生所在课题

组以外的老师参加。③学位论文预答辩后，还

必须经过该学科方向的研究生督导专家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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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④针对预答辩专家和该学科方向督导专家指

出的问题，研究生进行认真修改和逐一说明后，

论文还必须通过学科督导专家的再次审查，方可

送审。⑤所有硕士学位论文实行双盲评审，通过

学校论文送审平台，发送给校内外同行专家进行

双盲评审，其中的专业型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有一

名企业专家评审。 

    学位论文答辩前的复审，主要针对匿名评审

评价不高的论文，且明确规定答辩前的修改时

限。例如，一个匿名评价为“C”、其他评价为“A

或 B”的硕士论文，规定修改时间至少 2 周，博

士论文则至少修改 1 个月，复审后方可申请答辩；

而两个匿名评价为“C”、其他评价为“A 或 B”

的博士论文，修改时间至少 3 个月，复审后方可

申请重审。所有双盲评审结果不佳的论文经规定

时长的修改后，必须填写“论文修改情况及审

批表”或“重审表”，修改后的论文均需学科方

向督导专家复审签字后，才能进入重审或答辩

程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建立的这套研究生学

位论文预审体系，以严格的制度约束来促进学术

规范，充分发挥学院基层的作用，尤其是学科方

向督导专家的作用，将大部分问题都消灭在论文

外审之前。新版的预审表增设了两处“学科方向

督导专家”的签字栏，强化了学科方向督导专家

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把关方面的重要作用。以

学院主管领导和学科方向督导专家为主，严格监

督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的执行。此外，还建

立了一套学位论文预审制度的持续改进办法，通

过跟踪、统计和分析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及答辩

情况，以学科方向督导专家和学院主管领导为

主，对相应制度进行持续更新优化。 

    五、研究生学位论文督导模式的构建与改进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严格督查督导，是研究

生教育培养的核心工作之一。但必须清楚的是，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严格督查监管，是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的一种手段，而不

是目的。只有将督查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反馈给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以及管理研究生的

各职能部门，才能有效督促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持

续改进，推动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稳步提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针对答辩前和匿名评审时

被评价为 C 及以下等级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开展

督促整改与指导方案设计工作，根本目的是减少

这种情况的出现，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和研

究生培养质量。 

    通过统计和分析历年的问题论文，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宗旨，参照国家和中南大学的相关制度

要求，通过合理设计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督查、

复审、重审规则，形成了一套以“课题组严格把

关、学科方向认真审查、学科督导精细评阅”为

基本程序的督查监管体系，相应内容均包含在

2023 版《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学

位(毕业)论文评审管理办法》中。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针对双盲评审结果不

佳论文，建立了一套以“学院督导组→学科方

向→课题组→研究生”为基本结构的论文“督

查—反馈”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督导专家

为主进行学术督查和指导，以学院主管领导和学

科方向负责人为主进行制度督促和管理，以课题

组和导师为主对研究生进行论文指导和把关。其

中，学科督导专家发挥了关键作用。评审结果不

佳论文的主要学术问题由学科督导专家指出或

审查，并将问题直接反馈给学院主管领导，再由

学院研究生助理汇总历年双盲评审结果不佳论

文情况。学院主管领导不仅要及时督促评审结

果不佳论文的指导老师和研究生修改论文，还

要定期召集督导专家开会，分析讨论评审结果

不佳论文的处置办法和整改方案，推进学位论

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持续改进。 

    六、成效与问题 

    (一) 改革成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

质量保障体系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实施三年来取

得了明显成效。研究生普遍表现出积极进取、乐

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参与承担了不少科研项目，

并形成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发明专利等科研成

果，在多项学科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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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学院获得“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中

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中南大学

网络育人工作先进集体”“中南大学毕业生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中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

进集体”等一系列荣誉。结合“三全育人”改

革成果，在 2022 年度，学院获湖南省教学成果

特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同时，学院的研究

生党建与思政教育工作多次被“学习强国”、“中

国大学生在线”、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等权威

媒体报道。 

    另外，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方面也取得了

一定成效。表 1 为近三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的结果。在 2020 年，

学院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制度按往年的模式

执行，监管力度稍有不足，导致博士学位论文不

良率达到 7.78%，甚至出现 D、E 档的不合格论

文；硕士论文情况相对较好，随机抽检匿名评审

不良率为 6.06%。从 2021 年开始，学院严格执

行预审和复审制度，博士学位论文外审结果明

显好转，不合格论文清零，不良率仅为 2.22%；

硕士学位论文随机抽检评审不良率也有所降低，

为 4.62%。2022 年继续执行学位论文送审前的严

格督查制度，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不良率控制在

5.43%，但出现一个 D 档评价；硕士学位论文评

审结果与 2021 年大体相当，随机抽检不良率为

4.48%。 

    总体而言，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通过严格执

行学位论文送审前的预审和复审制度，学位论文

校外匿名评审不良率有所降低，基本控制在 6%

以内，体现了学院的努力和新制度的成效。实践

表明，学院通过开展研究生思政教育和建立健全

研究学位论文监管体系，促进了研究生学位论文

质量和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提升，对学院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表 1  2020—2022 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结果 

年份 博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备注 

2020 

送审 30 本，共计 90 份。不及格 1

份(E 档)，不合格 1 份(D 档)，基本

合格 5 份(C 档)，不良率为 7.78% 

送审 33 本(随机抽检)，共计 66 份。

不合格 0 份(D、E 档)，基本合格 4

份(C 档)，不良率为 6.06% 

两份被评价为E和D的博士学位

论文均按新的制度在规定时间

内进行了修改，并重新送审 

2021 

送审 30 本，共计 90 份。不合格 0

份(D、E 档)，基本合格 2 份(C 档)，

不良率为 2.22% 

送审 32 本(随机抽检)，共计 65 份(1

份复审)。不合格 0 份(D、E 档)，基

本合格 3 份(C 档)，不良率为 4.62%

评价为 C 的论文按新的制度在

规定时间内进行了修改，并接受

复审 

2022 

送审 30 本，共计 92 份(2 份重审)。

不合格 1 份(D 档)，基本合格 4 份(C

档)，不良率为 5.43% 

送审 33 本(随机抽检)，共计 67 份(1

份复审)。不合格 0 份(D、E 档)，基

本合格 3 份(C 档)，不良率为 4.48%

评价为 C、D 的论文均按新的制

度进行了修改，并接受复审 

 

    (二) 存在的问题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施的研究生学位论

文多层次预审、复审及督查督导制度，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执行难度大、

部分研究生导师不太理解和支持等。尽管经过了

如此严格的预审和复审程序，匿名评审后仍有部

分论文评价不高，体现了这项工作的艰难和不确

定性。 

    总之，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和研究生培养质量

是一个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未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还将从思政教育、制度建设

和执行落实等方面持续改进和优化，继续探索高

质量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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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thesis directly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Taking the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effect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graduate degree theses. We have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practice from four aspects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graduate training process, revision of degree awarding standards, 

construction of thesis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sis supervision mode. Based on 

the five-in-one graduate training education system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university-school- 

discipline-supervisor-student”, we have constructed a set of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graduate degree 

theses of college level as “project group-discipline-school”.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 disciplinary 

supervision mechanism, strict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is conducted for graduate thesis, and precise 

guidance is provided for the theses with lower evaluation. The reform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three years, 

which has achieved obvious results, providing a reference model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i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graduate degree theses. 

Key Words: graduate degree thesi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degree 

awarding standards; 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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