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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围绕国家 “双一流”高校建设战略，针对学校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对课程

体系优化的目标需求，调研分析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学科研究生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其课程设置

体现出重基础、强交叉、个性化和强调实践的特点。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实际，提出新形势下

科学构建我校特色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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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７年７月，习近平主席对我校提出 “努力

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院校”的办学要求。２０１７
年９月，国防科技大学正式进入教育部 “双一流”

大学建设名单。一流大学必有一流学科，一流学

科必定培养出一流人才，因此人才培养质量是评

价一流学科的重要指标。学校作为我军高素质新

型军事人才培养高地，新形势下对研究生培养质

量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研究生课程教学是研究生

培养工作的基础性环节，对打牢研究生学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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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强化学科专业知识、培养理论思维能力、

创新实践能力至关重要。课程教学质量直接影响

着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通过构建科学、完

善的课程体系，可以有力支撑人才培养对课程教

学的需求。

北京时间 ２０１８年 ２月 ２８日，英国教育组织
ＱＳ（ＱｕａｃｑｕａｒｅｌｌｉＳｙｍｏｎｄｓ）发布最新世界大学专
业排 名，在 材 料 科 学 领 域，麻 省 理 工 学 院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 ＭＩＴ）
排名第一，斯坦福大学排名第二，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排名第三［１］。可以说，ＭＩＴ材料学科代表了
材料专业的世界顶尖水平，其研究生课程设置理

念和具体设置情况对我校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

具有较好借鉴意义。

本文围绕国家 “双一流”高校建设战略，针

对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对课程体系优化的

目标需求，详细调研 ＭＩＴ材料专业本科生和研究
生课程体系总体要求、课程目录和课程体系设置

特点，总结剖析 ＭＩＴ课程体系的优势，结合我校
“双一流”建设要求与学校研究生教育实际，提出

构建我校特色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课程设

置和教育理念

　　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球顶尖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设有６个学院，下属３１个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属于工学院，现有专职教师５２人，其中教授、副
教授４０名，有７人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１７人
是专业协会研究员，２人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
员。ＭＩＴ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本科生与教师比为
２０２，研究生与教师比为４４７，即本科生１００多
人，研究生２００多人。该系本科毕业所授予学位是
材料科学与工程理学学士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其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得 ＡＢＥＴ（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ｆ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美国工程与
技术鉴定委员会）认证。ＡＢＥＴ是国际上公认的最
具权威性和普遍性的认证机构之一。该系研究生

毕业可授予理学硕士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理学博
士 （Ｄｏｃｔｏｒ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哲学博士 （Ｄｏｃｔｏｒ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学位［２－３］。

（一）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

基本情况

本文主要以 ＭＩＴ硕士研究生课程为例进行说
明。表１和表２分别为ＭＩＴ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本科和研究生专业课程目录［４－６］。ＭＩＴ材料学科的
专业课程包括Ｇ等级和 Ｈ等级课程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ｅｖｅ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也就是一般等
级课程和高等级课程。每门课程均分配有一个三

位或四位数组成的代号，代号中３表示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后面的三位数表示具体课程代码，如

课程代码为３０１２的本科课程为 “材料科学与工程

基础”。课程目录中的 （Ｇ）表示 Ｇ级别的课程，
（Ｈ）表示Ｈ级别的课程。本科生课程一般为 Ｇ等
级课程 （见表 １），研究生课程主要为 Ｈ等级课
程，也包含有少量的 Ｇ等级课程 （见表２）。目录
列表可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专业课程有

４５门，研究生专业课程有３８门，课程资源较为丰
富。需要说明的是，ＭＩＴ课程的学分看起来数字较
大，但其实包括三个部分：即讲授学分、实验实

践学分和预习所需学分。以研究生课程 “材料的

光电和磁学性能”为例，其学分为１２，具体的学
分分配为３－３－６，即课堂讲授３学分，实验实践
３学分，课后预习６学分［７－８］。ＭＩＴ课程１个学分
一般对应１０－１２个学时的课堂讲授，因此这门课
程的课堂讲授时间约为３０个学时，而课后预习需
要６０学时，因此ＭＩＴ的课程需要学生在课下做很
充分的预习。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一般要进行

两个学期 （每个学期 １４周）的学习，修完 ６－８
门课程，获得所需学分。

ＭＩＴ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均设置有选课条件
（见表１和表２中最后一列），即修读某门课程前
必须要修读过某些前序课程，从而确保课程学习

效果。比如要修读 Ｈ等级１的 “材料动力学过程

（课程代号３２１）”，需要修读前序本科课程 “材

料力学行为 （课程代号３０３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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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ＭＩＴ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课程目录［９］

序号 课程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需修读的前序课程

１ ３００３ 工程实践原则 （Ｇ） ９ 物理学Ｉ，微积分Ｉ

２ ３０１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Ｇ） １５ 无

３ ３０１４ 材料学实验 （Ｇ） １２ 无

４ ３０１６ 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数学方法 （Ｇ） １６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ＩＩ（ＧＩＲ）

５ ３０２１ 建模和模拟入门 （Ｇ） １２ １８０３，３０１６

６ ３０２２ 材料的显微组织演变 （Ｇ） １２ ３０１２

７ ３０２４ 材料的电学、光学和磁学性质 （Ｇ） １２ ３０１２

８ ３０３２ 材料的力学行为 （Ｇ） １２ 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ＧＩＲ）；３０１６ｏｒ１８０３

９ ３０３４ 有机和生物材料化学 （Ｇ） １２ ３０１２

１０ ３０３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问题 （Ｇ） １２ 无

１１ ３０４２ 材料工程实验 （Ｇ） １２ ３０１４，３０３２，ｏｒ３０４４

１２ ３０４４ 材料加工 （Ｇ） １２ ３０１２，３０２２

１３ ３０４６ 材料热力学 （Ｇ） １２ １８０３，１８０３４，ｏｒ３０１６

１４ ３０４８ 先进材料加工 （Ｇ） １２ ３０２２，３０４４

１５ ３０５２ 纳米力学材料和生物材料 （Ｇ） １２ ３０３２

１６ ３０５３Ｊ 分子，细胞和组织生物力学 （Ｇ） １２
２３７０ｏｒ２７７２Ｊ；１８０３ｏｒ３０１６；

Ｂｉｏｌｏｇｙ（ＧＩＲ）

１７ ３０５４ 多孔固体：结构，性质，应用 （Ｇ） １２ 无

１８ ３０５５Ｊ 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 （Ｇ） １２ ３０３４，２０１１０

１９ ３０６３ 高分子物理 （Ｇ） １２ ３０１２

２０ ３０６４ 高分子工程 （Ｇ） １２ ３０３２，３０４４

２１ ３０７ 陶瓷概论 （Ｇ） １２ ３０１２

２２ ３０７２ 材料的对称性，结构性质和拉伸性 （Ｇ） １２ ３０２４

２３ ３０７４ 材料成像 （Ｇ） １２ ３０１２，３０１４

２４ ３０８１ 材料产业生态 （Ｇ） １２ ３０１２，３０１４，３０２２，３０２４

２５ ３０８６ 材料技术的创新和商业化应用 （Ｇ） １２ 无

２６ ３０９１ 固体化学导论 （Ｇ） １２ 无

２７ ３０９４ 人类经验与材料 （Ｇ） ９ ３０２２，３０３２

２８ ３１４ 物理冶金 （Ｇ） １２ ３０２２，３０３２

２９ ３１５ 电、光和磁性材料及器件 （Ｇ） １２ ３０２４

３０ ３１５２ 磁性材料 （Ｇ） １２ ３０２４

３１ ３１５３ 纳米材料 （Ｇ） １２ ３０２４

３２ ３１５４Ｊ 极端环境下的材料性能 （Ｇ） １２ ３０３２，３０４４

３３ ３１５５Ｊ 微／纳米加工技术 （Ｇ） １２ 无

３４ ３１５６ 光子材料与器件 （Ｇ） １２ ３０１６ｏｒ１８０３；３０２４

３５ ３Ｓ１７１ 专题：加工和结构材料性能 （Ｇ） １２ 无

３６ ３１９ 可持续化工冶金 （Ｇ） １２ ３０１２，３０２２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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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课程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需修读的前序课程

３７ ３６９１－３６９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小课堂 （Ｇ） １ 无

３８ ３９３０－３９３１ 实习 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Ｐｒｏｇｒａｍ（Ｇ） ６ 无

３９ ３９８２ 古代Ａｎｄｅａｎ（人文）（Ｇ） ９ 无

４０ ３９８３ 中美洲古文明 （人文）（Ｇ） ９ 无

４１ ３９８５Ｊ 考古科学 （人文）（Ｇ） ９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ＩＲ）ｏｒ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ＧＩＲ）

４２ ３９８６ 人类过去：考古学入门 （人文）（Ｇ） １２ 无

４３ ３９８７
人类进化：古生物，考古学和材料学资料

（人文）（Ｇ）
１２ 无

４４ ３９９０ 考古方法与理论研讨 （Ｇ） ９ Ｐｒｅｒｅｑ：３９８５，３９８６，２１Ａ００

４５ ３９９３ 中东考古学 （人文）（Ｇ） ９ 无

表２　ＭＩＴ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课程目录［１０－１１］

序号 课程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需修读的前序课程

１ ３２０ 材料平衡 （Ｈ） １５
３０１２，３０１４，３０２２，
３０２４，３０３４，ａｎｄ３０４２

２ ３２０７ 创新和商业化 （Ｇ） １２ 无

３ ３２１ 材料动力学过程 （Ｈ） １２ ３０３２

４ ３２３ 材料的光电和磁学性能 （Ｈ） １２ ８０３，１８０３

５ ３３２０ 材料原子建模 （Ｈ） １２ ３０２２，３２０，３２３

６ ３３３ 材料中的缺陷 （Ｈ） １２ ３２１，３２２

７ ３３４ 材料成像 （Ｈ） １２ ３２３

８ ３３５ 断裂和疲劳 （Ｈ） １２ ３０３２

９ ３３６ 多孔固体：结构，性质，应用 （Ｈ） １２ ３０３２

１０ ３３７１Ｊ 材料制造 （Ｈ） １２ 无

１１ ３４０Ｊ 现代物理冶金 （Ｈ） １２ ３０２２，３０３２

１２ ３４１ 胶体，表面，吸附，毛细现象和润湿现象 （Ｇ） １２ ３２０，３２１

１３ ３４２ 电子材料设计 （Ｈ） １２ ３２３

１４ ３４３Ｊ 集成微电子器件 （Ｈ） １２ ３２０，３２１

１５ ３４５ 磁性材料 （Ｈ） １２ ３２３

１６ ３４６ 光子材料与器件 （Ｈ） １２ ３２３

１７ ３５３ 材料电化学加工 （Ｈ） ９ ３０４４

１８ ３５４Ｊ 腐蚀：材料的环境退化 （Ｈ） １２ ３０１２

１９ ３５７Ｊ 材料选择，设计和经济学 （Ｈ） １２ 无

２０ ３６０ 材料的对称性、结构和张量性质 （Ｈ） １２ ３０１６ｏｒ１８０３

２１ ３６５ 软凝聚态实验力学 （Ｇ） １２ 无

２２ ３６９ 教学研究员研讨会 （Ｇ） ３ 无

２３ ３６９３－３６９９ 材料科学与工程小课堂 （Ｇ）
学分由

指导老师

确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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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课程代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需修读的前序课程

２４ ３７０ 清洁能源材料科学与工程 （Ｈ） １２ ３２０，３２３

２５ ３９０３Ｊ 学生研讨会：高分子科学与技术 ２ 无

２６ ３９１ 聚合物的力学性能 （Ｈ） １２ 无

２７ ３９３２ 工业实践 （Ｈ）
学分由

指导老师

确定

无

２８ ３９４ 聚合物形态学 （Ｇ） ３０６３

２９ ３９４１Ｊ 聚合物统计力学 （Ｈ） １２ １０５６８

３０ ３９６Ｊ 生物材料：组织相互作用 （Ｈ） １２ 无

３１ ３９６１Ｊ 医疗器械和假体的设计 （Ｈ） １２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Ｉ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ＧＩ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ＧＩＲ）

３２ ３９６３Ｊ 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 （Ｈ） １２ ３０３４，２０１１０

３３ ３９７Ｊ 细胞 －基质力学 （Ｈ） １２
２００１，ｏｒ２０１ａｎｄ２０２Ａ；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Ｉ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ＧＩＲ）

３４ ３９７１Ｊ 分子，细胞和组织生物力学 （Ｈ） １２
Ｂｉｏｌｏｇｙ（ＧＩＲ）；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６０１３，１０３０１，ｏｒ１０３０２

３５ ３９８ 高分子合成化学 （Ｈ） ９ 无

３６ ３９８４ 古代社会的材料：陶瓷 （Ｇ） １２ 无

３７ ３９８９ 古代社会的材料：陶瓷实验 （Ｇ） １２ ３９８４

３８ ３９９７ 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实地调查 （Ｈ）
学分由

指导老师

确定

无

　　ＭＩＴ材料系规定：硕士研究生要获得科学硕
士 （Ｍａｓ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学位，至少要修读 ６６学分
（约６－８门课）课程，６６个学分中必须包含材料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Ｈ等级课程，且Ｈ等级课程不
少于４２个学分 （约３－４门课）。在修够学分的
基础上还要求研究生开展科研项目研究，并撰写

发表得到材料系教授认可的一篇学术论文。ＭＩＴ
特别鼓励研究生开展学科交叉项目研究，如果研

究生需要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学校设有专门的学

科交叉研究生委员对其研究过程进行指导和监

督，确保学生能够高质量顺利完成学科交叉类科

研项目［１２］。

（二）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学科课程体系设置

特点

通过调研 ＭＩＴ研究生课程总体要求，梳理分
析其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目录，可以发现 ＭＩＴ非常

强调课程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课程设

置理念上，体现出 “重基础、强交叉、个性化”

三位一体的设置理念。在课程开展过程中，要求

教师高质量备课和研究生高度投入。同时通过实

践课程学习有效提升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

１“基础、交叉、个性化”三位一体的课程
体系设置理念

重基础：学生基础知识的坚实程度直接决定

未来的发展潜力，因此 ＭＩＴ材料系的研究生课程
也设置有多门 Ｈ等级的基础理论课程。从表２可
知，“材料动力学过程 （Ｈ）”、“材料的光电和磁
学性能 （Ｈ）”、“材料对称性、结构和张量性质
（Ｈ）”、“材料原子建模（Ｈ）、“材料中的缺陷
（Ｈ）”等课程均为基础理论课程，研究生可以根
据自身研究方向选择修读这些课程中的一门或几

门。这些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深度，开设这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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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课程将有助于研究生在本科学习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升对材料学科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从

而确保研究生可以通过课程学习进一步坚实自身

的材料学科基础知识，为后续的科学研究打下良

好基础。

鼓励交叉：跨学科交叉学习与研究已成为推

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ＭＩＴ材料系具有很
强的科研实力，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研

究。具体到课程设置方面，ＭＩＴ材料系大量设置
具有学科交叉特点的课程，促使研究生通过课程

学习，来培养自身的跨学科学习和研究能力。从

表２可知，研究生课程中的 “电子材料设计”、

“集成微电子器件”、“光子材料与器件”、“生物

材料：组织相互作用”、“分子，细胞和组织生物

力学”等课程内容涵盖电子、光学、生物、医学

等学科，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属性。由于 ＭＩＴ的
考古学和人类学是特色学科，且实力较强，并且

这两个特色学科的研究会涉及到材料相关知识。

因此，ＭＩＴ材料系为材料学科研究生特别开设了
考古研究领域的课程，具体包括 “考古科学

（Ｇ）”、“考古方法与理论研讨 （Ｇ）”、“古代社会
的材料：陶瓷 （Ｈ）”，供有兴趣的研究生修读。
这些课程由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联合考古学和人种

学研究中心合作开设，具有突出的学科交叉属

性。此外，ＭＩＴ还开设 “创新和商业化 （Ｇ）”、
“材料制造（Ｈ）”、“工业实践 （Ｈ）”等与工商业
领域联系紧密的课程，在培养学生材料专业素养

的同时，提升学生经济、商业、社会等综合知识

能力，有助于研究生毕业后在其他非材料学科领

域就业和发展。

突出个性化：ＭＩＴ材料学科研究生专业课程有
近３０多门Ｈ等级课程门，要想取得学位只需从大
量Ｈ等级课程中根据自己兴趣及科研需求，修读３
－４门Ｈ等级课程，因此，研究生具有较大的选课
自由度。由于课程资源丰富，且可选择度较大，

因此研究生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侧重工程应用或

侧重基础科学的课程组合，从而充分保证研究生

课程学习的个性化。

２“教师高要求和学生高投入”课程教学
理念

教师高要求：ＭＩＴ大多数课程的期末考试都只
占成绩的很小部分，而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则占总

成绩的很大比重。如 “光子材料与器件”这门课

程的考核包括学生平时作业完成情况、课堂口头

报告表现及研讨课上表现等，这些都会对最终成

绩有一定影响。教师针对不同课程，会合理设计

不同授课及学习方式，包括教师课堂讲授、学生

分组研讨、学生课下文献阅读等。比如在课堂研

讨环节，要求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共

享调研的最新科研成果，从而达到启发思维，发

挥主动性的目的。具体的课程内容也要求不断，

随时反映学科前沿动态。这些授课要求使得授课

教师要保证较大的课程精力投入。

学生高投入：相应研究生专业课程大作业要

求较高，修读过程研究生必须高度投入才能获得

较好的成绩，一般研究生每个学期修读２－３门 Ｈ
等级专业课程就相当有压力，所以如前所述，硕

士研究生一般需要两个学期才能修完所需课程。

３“实践中学习，实践中创新”的实践教学
理念

实践教学原则是ＭＩＴ重要的教育原则。ＭＩＴ的
校训为拉丁语 “ＭｅｎｓｅｔＭａｎｕｓ”，英文翻译为
“Ｍｉｎｄａｎｄｈａｎｄ”［１３］。翻译成中文即 “既学会动

脑，也学会动手”，寓意ＭＩＴ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书
本知识，而且要学会动手，把书本知识运用到实

践中去，手脑并用。在校训的指导下，ＭＩＴ格外重
视实践教学，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其

材料学科本科和研究生专业课程包括多门实验、

实践性课程，如：“工程实践原则”、“材料学实验

（Ｇ）”、“材料工程实验 （Ｇ）”、“材料加工 （Ｇ）”、
“先进材料加工 （Ｇ）”、“微／纳米加工技术 （Ｇ）”、
“加工和结构材料性能 （Ｇ）”、“材料制造 （Ｈ）”、
“材料电化学加工 （Ｈ）”、“工业实践 （Ｈ）”等课
程。设置多门的实验实践课都充分体现了 ＭＩＴ在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重视实践教学，通过实践提升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教学理念。

　　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科学构

建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要求与方向

一是坚持课程体系 “一流标准”，不断提升课

程建设水平，在 “双一流”建设可比性指标方面

做出贡献。

在学校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上，邓小刚校长指出： “要办好双一流，一方面

要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另一方面，要瞄准世界一流，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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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可比指标上得到认可，做国际前沿并跑

着乃至领跑者。具体到我们学校，就是要按照习

主席训词要求，进一步筑牢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为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提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人才和

科技支持”。学校 《制订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

的指导性意见》中明确提出：“高度重视研究生

教育对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院校和建设世界

一流军队的支撑作用，切实把立足前沿、追求

卓越作为人才培养的着重点。系统研究本学科

或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的特点规律，学习借

鉴国内外一流大学研究生培养经验，充分发挥

专家教授作用，确保培养方案具有一流的学术

水准和科学品位。”

由上可知，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是对学校 “双

一流”建设的重要支撑，具体到课程体系建设方

面，我们应当充分对标国内外一流材料学科课程

体系，坚持研究生课程体系 “一流标准”。同时在

课程体系构建方面，需要统筹谋划，持续重点建

设高水平课程，通过不断提升课程建设水平，多

出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教学成果，在 “双一

流”建设可比性指标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是坚持内涵建设、特色建设，加强课程体

系对高层次通用专业人才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培

养的支撑作用。

学校 《制订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性

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服务需求。深刻认清

强国强军时代要求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

对高层次军事人才的重大战略需求，切实把满足

部队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

把握高层次军事人才的质量内涵，紧盯军事斗争

准备和部队建设需要，改革教学内容，创新教育

训练方法，使研究生培养更加前瞻、更加科学、

更接地气。”钱老曾讲过： “我们不是办北大、清

华那样的大学，我们就是要解决国家还没有解决

的国防尖端科技问题，办国防科技尖端技术方面

没有的专业，培养能够作为将来若干年后向国防

现代化进军的主力部队，要创办我们国家和世界

从来没有办过的大学。”

具体到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方面，除了要对

标国际国内一流标准，在国际可比性指标上得到

认可之外，更加需要密切结合我军我校特色，以

通用专业人才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培养为核心，

构筑内涵突出、特色鲜明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研

究生课程体系的构建要坚持一流标准，更要姓军

为军。

　　四、基于 “双一流”建设要求，

结合我军我校特点，合理构建材料学

科究生课程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国情、校情不同，ＭＩＴ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世
界一流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我校人才培养目标是

培养通用专业人才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初步理

解，通用专业人才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人才中既

有工程师，也有科学家，因此我校和 ＭＩＴ人才培
养目标是有相通之处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们不能机械照搬 ＭＩＴ的相关理念和做法，但作
为国家 “双一流”建设高校，如何构建更科学的

课程体系，培养更优异的研究生，这些方面是可

以借鉴ＭＩＴ的。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借鉴 ＭＩＴ研究
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优秀方面，为我所用。结合我

校 “双一流”建设要求，以及我军我校研究生教

育实际情况，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一是针对新时期人才培养需求，逐步构建面

向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ＭＩＴ是世界顶尖研究型高校，其培养的研究生
学术水平毋庸置疑，但材料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也

设置一些注重学生应用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培养

的课程，说明其研究生培养目标并不只是培养一

流的科学家，也培养材料领域优秀工程师以及工

商业中的专业领袖人才。事实上，ＭＩＴ很多毕业校
友成为工商业和产业人才，创办了很多知名公司

企业。这也给了我们新时期学校培养 “应用型”

人才一些启发。

习主席提出国防科大要培养 “通用专业人才

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这两类人才都具有较强的

“应用型”人才特征，应当具有较强的岗位任职能

力和厚实的学科专业能力。在学校积极适应新军

事变革、加快院校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军人研究

生教育要保持原有高水平 “学术型”人才培养的

优良传统，但也面临 “应用型”研究生培养需求

增加的问题。如何努力适应部队需求，实现 “学

术型”向 “应用型”教育模式的转变，可能已成

为学校军人研究生教育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学

校也已进行了较多地探索。

目前学校正在修订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是研究生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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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于学校制订的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

系优化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针对军人研究生学员，构建 “应用型”

研究生课程体系，必须围绕研究生未来岗位任职

能力主线，梳理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从公共课、

核心课、专业课等分别入手，系统优化课程体系

结构及内容。这属于顶层设计方面的内容，需要

学校从我校军人研究生整体培养目标定位入手，

来优化调整目前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应用型”研

究生课程体系可能与我校现有比较成熟的 “学术

型”研究生课程体系有较大差异，需要逐步完善，

不断改进。

二是针对本、研培养目标差异，科学构建具

有 “承接性”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在确立研究生课程时，要处理好与本科课程

之间的内容衔接问题，即构建具有良好 “承接性”

的研究生课程体系。ＭＩＴ材料专业的研究生课程通
过设置选课条件，让研究生进行前序课程学习，

这便是一种有效的承接方式。如果学生本科专业

与研究生专业不是同一学科，那么研究生阶段可

以适当要求学生修读相关本科课程，补充本科阶

段缺失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本科生更多的是掌

握学科专业相关基础知识，即具有掌握既有知识

的能力；而研究生要逐渐培养快速熟悉陌生领域

的能力，即快速学习能力。因此，研究生除掌握

本学科坚实的基础课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外，

还应掌握相关学科的部分知识和理论，从而拓宽

视野，适应未来跨学科研究的能力需求。

三是针对学科交叉发展趋势，着力构建 “跨

学科”和 “研究方法类”研究生课程，提生创新

实践能力。

跨学科交叉学习与研究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

的重要趋势，更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国内外高校目前均十分重视跨学科研究生课程的

设置，如前文所述，ＭＩＴ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研究
生可以选择考古材料研究方面的课程。这些由人

类学、考古学、工程学共同开设的课程具有很强

的跨学科性质。我校也十分重视跨学科研究，已

经建成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也开设多门跨学科课

程。如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课程目录中开

设有生物材料学、数字化制造技术等跨学科课程。

但建议进一步加强跨学科类课程建设，让研究生

尽可能多地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打好学科交叉

基础。

课程资源较为丰富是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

的基础，如 ＭＩＴ材料学科的研究生课程资源就较
为丰富。我校可考虑进一步增加的跨学科课程数

目，从而满足学生跨学科修课需求。逐步建立跨

学院、跨校区，甚至跨校的选课制度。但计划修

习的课程应当征得导师批准，从而有效把控跨学

科选课的合理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是科

学研究的工具，是保证科学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的

关键，研究方法类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从有师点

通过渡到无师自通，这些课程也往往具有一定的

跨学科性质。ＭＩＴ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的 “建模和

模拟入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数学方法、材料

科学与工程中的问题、创新和商业化”等课程均

是研究方法类课程，但研究方法类课程开设难度

较大。建议学校着力构建一些特色 “研究方法类”

研究生课程，并要求多数学生必修，从而强化方

法论教育，使研究生今后能够有效运用学科知识，

科学开展项目研究。

四是针对 “国际化”培养要求，逐步构建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 “混合式教学”课程体系，提升

研究生国际化视野。

“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

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我校近年来出国留学参加联

合培养及攻读学位的研究生数量也越来越多，但

由于名额所限，大多数研究生还是在国内学习，

其国际化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从２０１２年起，大
规模在线课程 （ＭＯＯＣ）开始风靡全球，多个网站
大量优质在线课程，支持学习者进行在线学习。

这些支持包括课堂讲授、作业布置、课程考核、

效果评估、师生交流、提供修读证书等。ＭＩＴ也开
设了多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ＭＯＯＣ课程，取得很
好地在线课程分享学习效果。目前我校也已建设

了一系列的 ＭＯＯＣ课程，并且上线运行，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２０１２年秋，圣何塞州立大学教师使用 ＥＤＸ平
台中ＭＩＴ提供的 “电路与电子学”课程资源与本

校的 “电路分析”课程进行混合式课程教学，有

效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ＥＤＸ平台运行的目
的之一就是利用科技的支持，以在线学习的方式

提高传统课程的教学质量。ＥＤＸ与圣何塞州立大
学的成功合作有力地证明了科学设计的混合式学

习可以有效改善学习效果［１４］。复旦大学也提出了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混合式教学”，并且已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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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中加以应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能够促

进教师对自我教学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教师角色

从讲授者变为激励着和启发者，也能够为学生提

供一种自主学习知识的新模式。学校可以考虑将

国内外优秀 ＭＯＯＣ课程列入研究生课程体系，并
鼓励研究生选修，从而有效提升研究生的国际化

视野。

五、结束语

双一流建设要求学校要瞄准世界一流，在国

际可比性指标上得到认可。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学

科作为世界一流学科，他们的材料专业研究生课

程体系设置有其突出的特色，通过对比研究，我

们可以有选择地借鉴其秀方面，结合我军我校研

究生教育实际，进一步优化研究生课程体系和课

程内容。但课程体系及其内容建设是一项长期、

滚动的建设过程，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学科发

展以及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不断进行建设、

优化和完善，课程体系优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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