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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说明

为了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改革创新高层次人

才培养模式，保证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特修订且颁布执行《2021版

河海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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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和我校研究生培养总体目标的要求，对学术学位硕士研

究生在思想品德、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独立工作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要

求，特别是体现不同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特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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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术学位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3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少于 2年，最长不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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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为 32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 19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 13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均达 70分或单科达

60分且加权平均达 75分为合格，非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均达 60分为合格，教学

环节通过为合格，合格即可取得相应学分。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 2-3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ɻ

1.个人培养计划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

案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

划，其中学习计划在入学 2个月内提交。

2.学术活动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

座、研究生院组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

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 10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

讲座至少 2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

本》。

3.实践活动

为培养劳动实践能力和责任意识，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形式包括助教、助管、助研、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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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文献阅读、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

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检查、科研成果产出、学位论文预审、学位论文评阅、学位

论文答辩等环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和学院相关

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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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项目 内容 时间

1 入学与入学教育

开学典礼、图书馆入馆培训、学院教育、科学

道德与学风建设讲座、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心

理测评

入学 1个月内完成

2 导师确认 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确认导师 入学 1个月内完成

3 课程学习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学位

论文计划
第 1学年内完成

4 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全部课程
个人学习计划在入学 2
个月内提交

5
学术活动

（含博导讲座）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

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织

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

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

须参加 10次以上的学术

交流活动，博导讲座至

少 2次

6 文献阅读综述报告

按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执行

7 学位论文开题

8 学位论文中期考核

9 科研成果

10 学位论文预审

11 学位论文评阅

12 学位论文答辩

13 证书领取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后颁发学历/学位证书
一般在 3月、6月、9月、

12月

14
其

他

可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 每学期 1次

可申报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 以发布的申报文件为准

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CSC项目） 全年

预计毕业研究生图像采集工作
一般每年 3 月进行，具

体以发布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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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海洋科学学科源于 1957 的海洋工程水文专业，拥有海洋科学一级

学科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是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

工程项目和省重点专业建设点。本学科拥有海岸灾害及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自然资源部海洋灾害预报技术重点实验室（共建）、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海岸

带滩涂资源开发与安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共有专任教师 80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27 人。本学科涵盖物理海洋学、海洋地质和海洋生物学等，设有极

地海洋与气象、海洋多尺度动力过程、深远海工程环境、海洋观测模拟与资料同

化、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等研究方向。近年来承担包

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等企

业委托项目等 160 余项，总经费近亿元，发表专业研究论文 400 余篇，出版数部

专著或教材等。毕业生既能在涉海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从事科研、教学、管理

或业务化服务工作，也能在水利和交通、地质和油气资源勘探以及生物、化学和

海洋药物等行业或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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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旨在培养满足下列要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掌握海洋科学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领域的研

究动态，能够独立开展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掌握一门外语，能较熟

练地阅读外文资料和进行学术交流。毕业后可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的教学、科学

研究或独立担任技术开发与管理等工作。

ҎɻӀ

1.物理海洋学（Physical Oceanography）

2.海洋生物学（Marine Biology）

3.海洋地质（Marine 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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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3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120

于 2年，最长不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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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为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 19 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 13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1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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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培养计划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论文

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ἠ合研究定划

研究生贠 导师

0; �j �¤ �È �0 AÑ Ð +O �•2 �ê �) �«2 ��5� 
8 .D +O B. 0; �k �– .… �� �Ê ���È，士工作的 导师�� �} �� �Œ ,´ �� .…
�È

�È 学下�� �Œ ,´ 5� 
8 .D ™ �È �0 K˜“ �Ä֒ ♩̆
，硕生课程，学 硕士年。亚̆生
个人培 亚生入

•Ñ �Ê

�� .D 0¦ +O B. 程总关规♩2-3�È导师�È ，，，程课年，最 ，分程规， 作的 ʇ ，，，，，亚生 定方，�È .… +O B. 关规，19，



121

海洋科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

院系
备 注

学

位

课

程

19
学

分

公共

课程

21M66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6 2 秋季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21M000000 第一外国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96 4 春秋季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21M99000111
论文写作指导

Academic Writing
Guidance

16 1 春季 讲课 考试 海洋院

学科

基础

课程

21M110101
海洋中数学物理方法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至少

选 4
学分

21M110102 描述海洋学（英文）
Descriptive Oceanograph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103
地球流体动力学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48 3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1 高级海洋生物学
Advanced Marine Biolog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2

海洋环境分析监测技术
Marin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y

48 3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1 高等海洋地质学
Advanced Marine Geolog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2 地球系统科学
Earth System Science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880002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48 3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理学院

专业

基础

课程

21M110104 大洋环流理论（英文）
Ocean Circulation Theory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至少

选 4
学分

21M110105 高等海洋动力学（双语）
Advanced Ocean Dynamics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106

计算地球流体动力学
Computational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48 3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107
数据同化理论和方法

Data Assimilation: Theory
and Method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3 海洋生物技术
Marine Biotechnolog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4
海洋环境化学

Marine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3 海洋地球物理学
Marine Geophysics 48 3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4 古海洋学
Palaeo-oceanograph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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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课程

21M110108

上层海洋动力学与海洋波
动

Dynamics of the Upper
Ocean and Oceanic Waves

48 3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至少

选 4
学分

21M110109 极地海洋学
Polar Oceanography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110 海气相互作用
Air-sea Interactions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111 非线性海洋动力学
Nonlinear Ocean Dynamics 32 2 秋季 讲课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5
分子微生物学前沿
Frontier in Molecular

Microbiolog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6
海洋生态学研究进展
Progress in Marine

Ecolog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7 海水养殖学
Marine Aquaculture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5

海洋地质过程与资源环境
效应

Marine Geological Process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Effect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6 岩石地球化学
Petro-Geochemistry 48 3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7

高等海洋构造分析
Advanced Marine

Tectonics and Structural
Geolog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非学位课

程 13学分

21M66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Dialectics of Nature 18 1 春季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21M660005

“四史”专题
The Four Histories（the
history of the CPC，the
PRC,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18 1 春季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至少

选 1
学分21M660004

科技与工程伦理专题
Special Topic 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18 1 秋季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21M660006

河海校史与革命文化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Hohai
University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

18 1 秋季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21M110112
海洋数据处理与分析

Ocean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113
环境海洋动力学

Environmental Ocean
Dynamics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114 气候动力学
Climate Dynamics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115
海流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of
Ocean Current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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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位课

程 13学分

至少

选 6
学分

21M110116

海洋大气变率和预报率诊
断分析方法

Diagnostic and Analysis
Methods on

Oceanic/Atmospheric
Vari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8 海洋浮游生物学
Marine Planktolog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09
藻类环境生理学

Environmental Physiology
of Algae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10
海洋生物育种学专题
Genetic Breeding of
Marine Organism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211 海洋生态毒理学
Marine Ecotoxicolog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8
海底矿产资源与成矿作用
Marine Mineral Resources

and Metallogenesis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09
全球构造与地球动力学
Global Tectonics and

Geodynamics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10
沉积盆地分析

Analysis of Sedimentary
Basin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110311 层序地层学
Sequence Stratigraphy 32 2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海洋院

21M99000201
综合素质（德育）

Comprehensive Quality
（Moral Education）

16 1 秋季
讲课/
实践

考试/
考查

研究生院

必修

21M99000202
综合素质（美育）

Comprehensive Quality
（Aesthetic Education）

16 1 秋季
讲课/
实践

考试/
考查

研究生院

21M99000203
综合素质（劳动教育）
Comprehensive Quality
（Labor Education）

16 1 秋季
讲课/
实践

考试/
考查

研究生院
选 1
学分

21M99000204
综合素质（体育）

Comprehensive Quality
（Sports Education）

16 1 春秋季
讲课/
实践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跨一级学科硕士非公共
课程

32 2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Academic Activities(containing Doctoral Supervisor Lecture) 必修
实践活动

Pract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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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澄澜. 海洋灾害及预报[M].海洋出版社,1991.

[2]陈渭民. 卫星气象学[M].气象出版社,2003.

[3]陈玉璞. 流体动力学[M].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

[4]陈宗镛. 潮汐学[M].科学出版社,1980.

[5]陈宗镛等. 海洋科学概论[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

[6]董庆,郭华东. 合成孔径雷达海洋遥感[M].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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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欣华,吴巍. 海洋随机资料分析[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8]方欣华,杜涛. 海洋内波基础和中国海内波[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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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85.

[11]李凤岐,苏育嵩. 海洋学.海洋水团分析[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

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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