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200 物理学 2023 级全日制硕士生（留学生）培养方案 

一、基本信息  

院系名称 

 
物理与天文学院 

适用年级 

 
2023 级 Class 

适用专业 

 
物理学 

标准学制 

 
3 年 

学习形式 

 
全日制 

项目类型 

 
学术型 

培养层次 

 
硕士生  

最低学分 

 
30 

最低 GPA 学分 

 
18 

最低 GPA 

 
2.7 

二、学科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科始建于 1906 年，近年来发展迅速，学科水平不断提升。在全国第

四轮一级学科评估中进入 A档，2019年入选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2020年 QS学科国际排名首

次进入前 50名。 

物理学科现拥有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国家重点学科）、光学（国

家重点学科）、原子分子物理、激光等离子体物理（国防特色学科）、计算物理及软凝聚态物理

等学科方向，是国内物理学科专业门类最为齐全的物理院系之一。近年来本学科引进和培养了

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形成了一支极具竞争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本学科坚持以“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为中心，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宗旨，以“创

新性、多元化和国际化”为驱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人文情

怀和全球视野，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数理基础扎实并具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能力的高水

平创新型人才。研究生培养重点推进培养过程中的质控建设，实行严格的博士资格考试和分流

淘汰机制；实施致远荣誉博士计划，引导学生潜心高水平的前沿研究，极大提升科研创新水平；

多渠道加强和支持学生国际学术交流，拓展国际化视野。 

三、培养目标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物理学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有浓厚兴趣，具备一定的学术潜力。在科研选题、研究方法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经过系统训练，

具有独立从事物理学及相关领域或跨学科创新性科学研究工作和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对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动态能比较准确把握，能够进行课程学习和文献阅读及

科学研究等，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为宽阔的知识面，能有效地获取专业知识和先进的研究

方法，对获取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能够理解并正确应用研究成果，并较为独立地解决科学研究或



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能够与他人良好地合作，具备一定的开展学术研究或技术开发的能力，并具备一定的实验

技能及组织协调能力。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进行外文文献阅读，具有一定的写作

能力和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四、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学习年限为 3年。未能按时完成学业者，硕士生最长可延长 1学年。 

五、课程学习要求 

须修读完成总学分不少于 30，其中 GPA 课程学分不少于 18，GPA 不低于 2.7，数学类课

程学分不低于 3，必修《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课程学习原则上要求在第一学年内完成。 

六、培养过程要求 

硕士生学位论文论文开题一般在第二学年内进行，首次学位论文开题未通过的，可在下一

学期再次申请开题，两次论文开题均未通过的，由院系考核小组基于学业考核作出“应予退学”

的建议。 

硕士生中期检查应在学位论文送审前三个月进行，中期检查应达到的基本要求是：完成培

养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学习并成绩合格；GPA 不低于 2.7；学位论文开题已通过。 

七、学术成果要求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从事与学院和学科培养目标相应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一定的创新性成

果，成果的形式和具体要求按 2020 年 5 月公布的“物理与天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要求和流

程规范”执行。 

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须是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较为完整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总结，论文应

体现出硕士生在所在学科领域中做出的学术成果，应能反映出硕士生已经掌握了较为坚实宽广

的基础理论和较为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了较为独立的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硕士学位论文应包

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讨论与结论等内容。 

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应符合学校关于学位论文的规范性和质量的要求，并按照学校规定的

格式打印，具体要求请参阅《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撰写指南》。论文一般应以中

文书写，如有特殊情况（例如论文被指定参加国际专家评审，或该研究生不具有中文写作能力）

需要用英文写作，则需要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并获批准，上报研究生院备案。 

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一般于答辩前一个半月进行，由各学院按照本学院自定的评审办法资助



实施，关于学位论文答辩的具体要求请参阅《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授予硕士学位（学术型）

的规定》。 

九、课程设置 

另见课程设置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