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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1                学科名称：力学 

 

1. 培养目标 

力学学术学位博士培养学生扎实掌握力学专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极强的文献

调研和自主研究、学习的能力，运用科学方法从事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具

备开展和管理技术攻关及工程研发的能力。 

2.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品德及基本素质要求 

力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具有基本的人格品德、学术道德和学术素养。 

品德方面，博士生在从事科技研究工作、学术论文发表、学位论文撰写和学术报告

交流中，应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研究过程中应遵纪守法。对于学术合作应该互

相尊重、实现共赢，在学术成果中将每个人的贡献都予以公正的体现。对于剽窃、造假、

一稿多投、不正确引用等学术不端行为，依照教育部和学校的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学术方面，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坚韧毅力，

敢于从事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具备学术潜力，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力学基础和自

主学习的能力，具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掌握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

知识；具备开展科学创新、技术攻关和工程研发与管理的基本素养。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博士生在学位论文阶段应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门知识，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主要是自然辩证法、科学伦理观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

培养博士生用科学的方法来开展科学研究以及认识世界，。 

[2] 在力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应具备宽

广而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相关交叉领域的知识，准确掌握国内外相应的研究动态，并在理

论研究、计算方法和实验技能三者中至少精通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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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语能力方面，应能直接获取外文科研信息、撰写科研论文或报告、与国际同

行进行交流；计算机应用能力方面，应能综合使用现代计算手段，解决相关理论和实际

问题。 

（3）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 知识获取能力   

本学科博士生应具有通过课堂学习、自学、讨论等方式获取研究所需的专业知识和

研究方法的能力，具有通过学术交流、实践活动、文献调研等方式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和

科学研究前沿的能力，具备在跨学科工程和学术问题中学习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的能力，

具备在知识结构和学术深度上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  

[2] 学术鉴别能力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前人或他人的科研成果通过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实验

研究判断其学术价值的能力；二是在自己所涉猎的力学研究方向提供专业性鉴别意见的

能力。 

[3] 科学研究能力 

应具备独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包括从力学基础理论或工程实践中提出有价值

的力学问题的能力、独立开展该研究关键环节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工程应用的实践

能力等。应具有力学学科的理论、计算、实验研究基本能力，且在其中至少一个方面达

到精深的专业水平。  

[4] 学术创新能力 

具有从研究工作中获得新理论、新方法的能力；具有运用力学理论和方法解决新的

重要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从工程中提炼科学问题和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创新能力。 

[5] 学术交流能力 

应具有良好的中文表达能力和一定水平的英文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撰写的学术论

文或技术报告应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在学术报告中能准确清楚地表达出科研工作的内

容和结论。 

[6] 其他能力 

作为能进行独立研究的科研人员或工程技术领导所应具备的其他能力；具有开展交

叉合作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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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向 

   （1）疲劳与断裂力学                  （2） 结构优化设计 

（3）微细观力学                      （4） 固体动力学 

（5）热/力/电/化学多场耦合力学        （6）极端环境下材料与结构力学     

（7）先进复合材料及其结构轻量化理论  （8）复合材料与结构力学           

（9）复杂结构可靠性分析与设计        （10）智能材料与结构力学           

（11）航天航空结构力学               （12）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    

（13）结构动力学及振动控制           （14）非线性动力学  

（15）流体动力学                     （16）动力学反问题与故障诊断 

4. 课程体系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学 

位 

课 

MX7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秋/春 必修 

FL72000 第一外国语（博士） 32 2 秋/春 必修 

学 

科 

核 

心 

课 

AS74201 力学中的数学方法（Ⅱ） 32 2 秋  

AS74202 高等弹性动力学 32 2 秋  

AS74210 高等非线性动力学 32 2 春  

AS74211 复杂系统动力学与振动控制 32 2 秋  

AS74212 高等流体动力学 32 2 秋  

AS74220 复合材料的性能表征与评价 32 2 春  

AS74221 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 32 2 春  

AS74222 细观力学 32 2 春 国际共建课 

选 

修 

课 

推 

荐 

列 

表 

AS74241 故障诊断原理与应用 32 2 春  

AS74250 断裂动力学 32 2 秋  

AS74251 非线性有限元方法 32 2 秋  

AS74252 先进复合材料与结构 32 2 春  

AS74253 智能仿生材料与结构系统 32 2 春  

AS74254 结构振动的智能控制 32 2 春  

 体育健身课 32 0 春 

无需系统选

课，关注研

院主页通知 

（注：选修课除以上课程外还可按需自主选择跨专业、跨院系课程） 

必修环节 

AS79201 综合考评  1  必修 

AS79202 学位论文开题  1  必修 

AS79203 学位论文中期  1  必修 

AS78201 学术活动  1  2 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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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78202 社会实践  1  必修 

补修课  导师选定     
 

说明： 

（1）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程一般为考查课程。博士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

后一学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两学年。 

（2）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总学分下限为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下限为 8 学分，选修课

下限为 2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 

（3）本学科按一级学科培养，既可授予工学学位，也可授予理学学位。要求博士生应

具有坚实宽广的数学、力学及有关物理学理论基础及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4）研究生因课题需要可在导师指导下选本学科本科生课程作补修课，但不计入研究

生学分。 

（5）对学术活动的要求： 

力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在力学一级学科范围内参加 5 次以上的学术

研讨活动，其中至少 1 次为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每次学术活动请自行留存

好学术报告 PPT/海报、作报告照片等资料的电子版以备查验。博士生在申请学位前，

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经导师签字认可，报力学学科研究生教学秘书登记得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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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硕（本）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1             学科名称：力学 

1. 培养目标 

力学硕（本）博连读培养学生扎实掌握力学专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极强的文

献调研和自主研究、学习的能力，运用科学方法从事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研究工作；

具备开展和管理技术攻关及工程研发的能力。 

2.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品德及基本素质要求 

力学硕（本）博连读研究生应具有基本的人格品德、学术道德和学术素养。 

品德方面，博士生在从事科技研究工作、学术论文发表、学位论文撰写和学术报告

交流中，应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研究过程中应遵纪守法。对于学术合作应该互

相尊重、实现共赢，在学术成果中将每个人的贡献都予以公正的体现。对于剽窃、造假、

一稿多投、不正确引用等学术不端行为，依照教育部和学校的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学术方面，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坚韧毅力，

敢于从事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具备学术潜力，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力学基础和自

主学习的能力，具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能力；掌握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

知识；具备开展科学创新、技术攻关和工程研发与管理的基本素养。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博士生在学位论文阶段应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门知识，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主要是自然辩证法、科学伦理观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

培养博士生用科学的方法来开展科学研究以及认识世界， 

[2] 在力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应具备宽

广而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相关交叉领域的知识，准确掌握国内外相应的研究动态，并在理

论研究、计算方法和实验技能三者中至少精通其中之一。 

[3] 外语能力方面，应能直接获取外文科研信息、撰写科研论文或报告、与国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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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行交流；计算机应用能力方面，应能综合使用现代计算手段，解决相关理论和实际

问题。 

（3）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 知识获取能力   

本学科博士生应具有通过课堂学习、自学、讨论等方式获取研究所需的专业知识和

研究方法的能力，具有通过学术交流、实践活动、文献调研等方式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和

科学研究前沿的能力，具备在跨学科工程和学术问题中学习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的能力，

具备在知识结构和学术深度上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  

[2] 学术鉴别能力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前人或他人的科研成果通过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实验

研究判断其学术价值的能力；二是在自己所涉猎的力学研究方向提供专业性鉴别意见的

能力。 

[3] 科学研究能力 

应具备独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包括从力学基础理论或工程实践中提出有价值

的力学问题的能力、独立开展该研究关键环节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工程应用的实践

能力等。应具有力学学科的理论、计算、实验研究基本能力，且在其中至少一个方面达

到精深的专业水平。  

[4] 学术创新能力 

具有从研究工作中获得新理论、新方法的能力；具有运用力学中的理论和方法解决

新的重要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从工程中提炼科学问题和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创新能

力。 

[5] 学术交流能力 

应具有良好的中文表达能力和一定水平的英文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撰写的学术论

文或技术报告应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在学术报告中能准确清楚地表达出科研工作的内

容和结论。 

[6] 其他能力 

作为能进行独立研究的科研人员或工程技术领导所应具备的其他能力；具有开展交

叉合作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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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向 

   （1）疲劳与断裂力学                  （2） 结构优化设计 

（3）微细观力学                      （4） 固体动力学 

（5）热/力/电/化学多场耦合力学        （6）极端环境下材料与结构力学     

（7）先进复合材料及其结构轻量化理论  （8）复合材料与结构力学           

（9）复杂结构可靠性分析与设计        （10）智能材料与结构力学           

（11）航天航空结构力学               （12）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    

（13）结构动力学及振动控制           （14）非线性动力学                

（15）流体动力学                     （16）动力学反问题与故障诊断 

4. 课程体系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学 

位 

课 

MX61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秋 必修 

MX6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秋 必修 

MX71003 硕（本）博连读政治讲座 4 0 春 必修 

FL62000 第一外国语（硕士） 32 2 秋 必修 

FL72000 第一外国语（博士） 32 2 秋/春 必修 

学 

科 

核 

心 

课 

MA63003 数理方程 40 2 秋 

5 选 2 必修 

MA63007 

变分法与最优控制 

32 2 秋 

MA63006 

矩阵分析

 32 2 秋 

MA63001 数值分析 A 48/12 3 秋 

MA63010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32 2 春 

AS64201 力学中的数学方法

 

32 2 秋  

AS64202 张量分析与连续介质力学 32 2 春  

AS64203 

弹性动力学

 32 2 春  

AS64204 高等结构动力学 32 2 秋  

AS64205 计算力学 32 2 秋  

AS64206 损伤力学 32 2 秋  

AS64207 高等动力学 32 2 秋  

AS64215 

常微分方程与运动稳定性

 32 2 秋  

AS64216 

流体动力学理论基础

 32 2 春  

AS64217 非线性振动 32 2 秋  

AS64218 

近代力学实验方法

---

振动测试

 32/16 3 秋  

AS64223 

高等弹性理论 

32 2 春  

AS64224 复合材料结构及其力学 32 2 秋  

AS64225 

近代力学实验方法

---

材料测试

 16/16 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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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74202 高等弹性动力学 32 2 秋  

AS74210 高等非线性动力学 32 2 春  

AS74211 复杂系统动力学与振动控制 32 2 秋  

AS74212 高等流体动力学 32 2 秋  

AS74220 复合材料的性能表征与评价 32 2 春  

AS7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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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满足学位课修习总学分要求的前提下，可将其他学位课作为选修课修习，按学位

课要求参加考核，按选修课计分。 

(4) 研究生因课题需要可在导师指导下选本学科本科生课程作补修课，但不计入研究生

学分。 

(5) 本学科按一级学科培养，既可授予工学学位，也可授予理学学位。要求博士生应具

有坚实宽广的数学、力学及有关物理学理论基础及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6) 对学术活动的要求： 

力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应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在力学一级学科范围内参加 5 次以上的学

术研讨活动，其中至少 1 次为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的口头报告。每次学术活动均自行留

存好学术报告 PPT/海报、作报告照片等资料的电子版以备查验。博士生在申请学位前，

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经导师签字认可，报力学学科研究生教学秘书，记 1 学分。 

(7)硕博连读生在硕士阶段完成第一外国语（硕士）学习并获得学分的，无需修读第一外

国语（博士）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