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论文开题管理办法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整个学习期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它既使所学理论知识

进一步融会贯通和应用，又使研究生的实践工作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论文

选题是论文工作的关键；而开题报告则又是保证论文进度、质量的重要前提。为了保证论文

工作的质量，现提出硕士、博士生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原则和要求。 

一、硕士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 

（一）选题 

1．选题要考虑本学科的发展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2．选题应尽量结合国家下达的科研项目或工程中提出的关键性问题； 

3．选题应考虑到有一定的先进性和适当的难度，既要有理论分析、又要有实验验证； 

4．所选课题应为本学科、专业或工程现场，在经费、仪器设备、试验条件等方面具有

实现该课题的基本物质条件，并经过努力能按期完成的； 

5．教师充分了解硕士生的专长和不足，结合硕士生在某方面的特长和兴趣指导选题； 

6．鼓励由研究生自己拟出论文题目或导师和研究生分别拟题，共同商定。但都需结合

学科、专业的研究方向经过充分调研。 

（二）开题报告 

1．研究生在选题、调研的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并在所属学科、专业范围内报告及论

证，由学院组织有关学科、专业的专家参加（专业学位硕士的评审专家应有一名企业专家），

一般不少于三人（可包括导师在内），均应为副教授以上职称或硕士导师。硕士开题报告工

作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 

2．开题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课题来源（国家、教育部、省、市、自选）、选题依据，应着重说明本课题在国内

外的研究动态；课题进行的途径和最终目标； 

（2）课题在理论或实际应用方面的价值，以及预期达到的水平； 

（3）课题研究拟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完成论文的实验条件等； 

（4）研究过程中预计可能遇到的困难或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5）论文工作量。 

3．研究生对其选题应向评审专家小组作出全面的报告。专家小组评审并作出决议。决

议采取表决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开题报告评审通过后，《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原件交学院存档一份。 

4．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如未通过者，在 1-2 个月内可补做开题

报告，仍未通过者，则按《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与筛选办法》处理。 

5．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一般不再改题。如确有特殊原因需改题者，须由研究生写

出书面报告，经导师签署意见报学院备案，后续学位论文工作按新题目进行。 



二、博士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 

（一）选题 

1．选题要考虑到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应是国家急需解决的工程实际问题或重要科研

项目； 

2．所选课题在理论上应居于学科前沿，有助于在专门技术上做出创新性成果，且具有

科学价值； 

3．指导教师及指导小组有能力指导所选的课题； 

4．研究生本人对所选课题要有兴趣和热情。 

（二）开题报告 

1．研究生在选题、调研以及在校图书馆上网检索，了解本学科研究前沿动态的基础上

写出开题报告，并在所在学科、专业范围内作报告论证，由学院组织有关学科、专业的专家

参加评议，一般不少于五人（可包括导师在内），均应为教授职称或博士导师。博士开题报

告工作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 

2．开题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课题来源（国家、教育部、省、市、自选）、选题依据，应着重说明本课题在国内

外的研究动态；课题进行的途径、手段和最终目标。 

（2）调研中有否发现有价值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观点、新假设等，进行下一步工作

的打算。 

（3）课题研究拟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完成论文的实验条件等。 

（4）研究过程中预计可能遇到的困难或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5）论文工作量。 

3．研究生对其选题应向评审专家小组作出全面的报告。专家小组评审并作出决议。决

议采取表决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开题报告评审通过后，《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原件交学院存档一份。 

4．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如未通过者，在 2-3 个月内补做开题报

告，仍未通过者，则按《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与筛选办法》处理。 

5．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一般不再改题。如确有特殊原因需改题者，须由研究生写

出书面报告，经导师签署意见报学院备案，后续学位论文工作按新题目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