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补充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流，全面提升研究

生培养质量，在厦门大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我院

实际情况，制定本补充条例。本条例与学校的条例和办法不一致之处，

按学校发布的条例和办法执行。

第二章 博士研究生学术报告

第二条 博士生（包括硕博连读生和直博生）在学期间，除了入

学的第一年，每年均应做一次学术报告（Seminar）。报告一般安排在

每学年的第一期学期进行。

第三条 报告一般按学科方向分组（另行安排）举行；无论是否

报告人，全体博士生均应参加；欢迎硕士生参加。

第四条 二、三年级博士生报告时间 20 分钟；应届毕业生可作

预答辩报告，时间不超过 30分钟。

第五条 报告内容可包括研究工作计划、研究内容、技术方法、

阶段性成果、进展展望等。

第六条 报告会由学科方向组长安排博士生导师轮流主持，每次

报告会至少有 3 位教师在场组织讨论，进行点评。

第七条 每次报告会聘请一位博士生为报告会秘书，负责会前张

贴海报、会后向研究生秘书提交报告会的实际议程等事宜。



第八条 确实因为长期出差、出国等无法做报告的，应由博士生

本人事先提出申请，经由导师同意，改至下一年度补充进行。博士生

学术报告记录不全者不能领取答辩资料袋。

第三章 硕士研究生论坛

第九条 硕士研究生论坛分系进行，一般在每学年的第二期学期

举行；每届各系安排半天至一天，组织 5-10 个报告，每个报告 20分

钟。无论是否报告人，全体硕士生均应参加；欢迎博士生参加。

第十条 每个论坛可设立一个主题，研究生围绕该主题报告自己

的阶段性科研成果或本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动态。论坛报告人名单采

用个人自愿报名及各课题组推荐的方式，由论坛主持人确定。

第十一条 研究生论坛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主任安排委员轮流

主持，主持人邀请 3-5 位嘉宾（校内外教师或高年级博士生）参加；

主持人组织讨论，嘉宾进行点评；由研究生会学术部负责组织，研究

生秘书和科研秘书协助和备案。

第十二条 每次硕士研究生论坛按报告人数20%的比例评选出一

个最佳报告，最佳报告人可获取 2千元的经费奖励，用于报销其国内

外学术会议差旅费、论文版面费、打印费和科研材料费等。（经费管

理参见《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研究生学术奖励条例》）

第十三条 每次硕士研究生论坛按报告人数和参加人数计，获取

一定的活动经费，具体事项另行规定。



第四章 研究生学年科研进展书面报告

第十四条 每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除了应届毕业生，每

年 6月 30 日前须提交一份不少于 1500 字的科研进展书面报告（电子

版）。研究生导师须在其上批改并提出一定字数的意见（电子版）作

为指导记录。

第十五条 研究生应按时将电子版的科研进展书面报告及导师

指导记录提交到研究生秘书处备案，记录不全者不能领取答辩资料袋。

第五章 研究生课程

第十六条 研究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课程学习，上课投入，不开

小差；课后总结回顾，做到学有所获；应及时反馈教学中的问题和遇

到的困难，应实事求是地参加教学测评。

第十七条 承担研究生课程的教师必须认真负起教学责任。教师

应采用灵活的有实效的授课形式和考核形式；实行“反转课堂”教学

（包括让学生上台做报告）的，须掌控时间和质量，须进行点评和总

结；如需布置作业和学期论文，须保证有切实的批改，评出合理的分

数。

第六章 研究生指导

第十八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切实负起指导责任。须保证有足

够的时间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关照研究生全面发展。如研究生过多或

其他事务过多导致指导和管理的精力不足，可申请暂缓招生。



第十九条 研究生导师应在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内确定研

究生的科研课题，与学生讨论后制定研究计划。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变

换课题的，须与学生及时沟通，并制定应对方案。

第二十条 鼓励研究生和导师密切交流和沟通，及时就科研中的

问题进行讨论，共同掌控研究进展和方向。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导师必须认真批改研究生的投稿论文和学

位论文。导师的批改侧重于科学问题的讨论、实验结果和结论的判断。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格式由研究生本人负责。论文必

须遵守我院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接受论文格式审查。每

学年第二期学期开学初，由学院实验教学中心举办面向毕业生的学位

论文格式规范说明的讲座，应届毕业生应当参加。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实施。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由环境与生态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各项细则实施结果由研究生秘书整理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