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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炼与创新——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的几点思考 

刘继斌，李高升，周东明，韩建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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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首次按一级学科制订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过程中的改革 

思路和方案的特点。方案凝炼了一级学科研究方向，整合了课程体系，规定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课程学习、实 

践活动和论文研究等环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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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学科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和交叉学科及研究方 

向不断涌现，原有学科的内涵及外延也不断调整和更新。 

尤其作为电子信息领域基础学科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更是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现象。图 1和图2分别给出 

了电子信息领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及国防科技大学一 

级学科交叉情况示意图。 

图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信息研究领域交叉图解 图2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信息类一级学科交叉示意图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科门类之下还有学科分级的特 

色，明显区别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但研究生培养体系与 

科学研究状况密切相关、服从于教育机构使命任务的特点 

是相同的。 

二、改革思路与措施 

(一 )学习与借鉴 

本次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 

是以2O02培养方案为基础，由学校研究生院牵头，各相关 

二级学科积极组织，在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等三个学院的广大教职员工参与的基 

础上完成的。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在学制、研 

究生课程设置、研究方向等方面的特色 ]，为我校的培养 

方案制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课程设置以课程 (subject)中的单 

元 (unit)为单位，课程数量较少但强调与其他学科关系。 

允许研究生在学时间长，且学位论文撰写时间长，篇幅大， 

学科基础着墨多，学位论文占一定的学分。 

清华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由 

电子工程系和微 电子学研究所牵头制订，但微电子学与固 

体电子学二级学科还涉及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电磁 

场与微波技术二级学科的部分核心课程在电气工程一级学 

科。培养方案中没有研究方向的具体表述，偏重于基础技 

术研究 ，对数学课要求很高，专业课程数量较少，反映出 

重视基础教学 ，拓宽专业课程 口径的指导思想。 

(二)整合并凝练研究方向与课程体系 

(1)依据学科内涵，结合我校在本学科领域的特色与 

优势，整合与凝炼研究方向。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给出了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以及各二级学科的内涵。 

研究方向数量由2002方案的 19个整合为 13个，研究 

内容H径更广。如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二级学科毫米波与 

微波技术、超宽带辐射散射理论与技术、电子对抗中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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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技术等 3个方向整合为微波毫米波技术。 

(2)充分考虑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 

随着电子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各二级学科也在不 

断相互渗透、互相交叉融合发展。如微波毫米波技术与高 

功率微波技术两个不同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交叉融合发展。 

本一级学科也与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 

料科学与工程、光学工程等一级学科不断相互渗透、交叉 

融合发展。如电路与系统二级学科的信息获取／处理及电路 

实现技术、计算机视觉与智能信息处理两个研究方向与信 

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二级学科的微处理器技术、片上系统与微系统、专用 

集成电路设计与系统应用等三个研究方向与信息与通信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3)精心设计一级学科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 

课程总数精简为 54门。原有 VLSI设计、高等电磁场理 

论等课程由不同学院重复开设，需进行合并，发挥专业优 

势。同时，发挥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对信息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等学科的支撑和纽带作用， 

开设了一批可供其他学科研究生选择的课程。 

(三)在研究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瞄准学科前沿，充分 

发挥各学院的特色和优势 

我校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相关人员分布在电子科 

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及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单位 ， 

各单位多年来承担了多项高水平科研任务 ，为提高学科发 

展水平、增强学科发展动力、跟踪国际前沿、提升人才培 

养能力奠定了基础。 

(1)瞄准学科前沿，增设太赫兹技术、微纳电子器件 

与电路、高功率脉冲驱动源技术等前沿研究内容。 

(2)在课程设置上，依托银河高性能计算机 ，增加计 

算电磁学等课程；依托高功率微波技术实验室，增设高功 

率脉冲综合实验课程。 

(3)研讨课程紧紧把握学科前沿的热点问题 ，对文献 

资料的查阅提出了较高要求。部分前沿课程明确规定邀请 

国内外知名学者讲学，有助于提升授课质量，开拓研究生 

学术视野。 

(四)重视实践能力培养 

实践环节要求深入到课程教学、军事实践、管理实践 

等方面。方案制订时充分考虑依托教育部微电子与微处理 

器研究生创新中心、教育部定向能技术科技创新平台、光 

子／声子晶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和三个学院的研 

究生实验中心 ，加强实践能力培养。 

(五)集思广益。荟萃专家智慧 
一 份高水平培养方案的形成，离不开专家教授尤其是 

本学科领域教学科研前沿的知名学者的指点。本次研究生 

培养方案初稿形成后，共聘请了来自电子科技大学、清华 

大学、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和国防科技 

大学的9位专家进行了通信评议。 

专家们就研究生研究选题和论文工作、课程和学分设 

置、教学内容和教材等内容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三、方案的特色与创新 

本次研究生培养方案，是我们近年来分析及综合国内 

外重点大学相关学科特点，深入开展研究生教学研究成果 

的结晶。概括起来 ，其主要特色及创新点有如下四点： 

第一，按一级学科制订培养方案，各二级学科分别表 

述专业知识与业务能力，人才培养 目标明确。 

第二，应用背景明显。在研究方向上以国家安全和国 

防建设迫切需要发展的关键技术为主要特色和优势，带动 

其它研究方向协调发展，有助于打相关核心技术的封锁。 

第三，具有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光学工程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鲜明特征。 

第四，实践性课程和前沿技术研讨课程特色突出。课 

程体系中安排有电路与嵌入式系统综合设计实验、电子系 

统集成电路设计综合实践、微波电路与系统仿真设计实验、 

VLSI设计综合实践、高功率脉冲综合实验等 5门实验课。 

每门课程大纲都对课程实践环节或大作业进行了明确规定， 

计算电磁学、集成 电路新技术专题、射频集成电路设计、 

高功率微波技术前沿讲座等课程还对两部分都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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