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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直博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创新精神，德智体

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

1．具有坚实广博的生物学基础，熟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掌握现代生物学科相关专业领

域的专门知识及实验技能。

2．能够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并在所研究的领域取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3．具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科学严谨求实，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4. 掌握并熟练运用英语阅读专业文献，具有较强的英语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二、研究方向

专业 研究方向

植物学
植物系统与进化

植物生理

动物学
昆虫资源及其利用

鸟类行为与生态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糖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

糖复合物的活性及机制

糖苷酶的功能及机制

遗传学

植物信号转导与转录调控

作物基因组学与表观遗传学

植物次生代谢和调控

细胞生物学

基因组稳定性与细胞的恶性转化

细胞的代谢

神经细胞生物学

细胞药物及基因表达调控

生态学

草地生态学

湿地生态学

动物生态学

生态工程学

草学
草地管理学

牧草与饲料作物生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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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植物遗传及育种学

三、修业年限

直博生的学制为 5 年。最短修业年限 3 年，最长修业年限 6 年。

四、培养方式

1．直博生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成立博士生指导小组，充分发挥

导师群体智慧，加强直博生指导力量。

2．直博生入学后 2 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和领域，制定个人研究和学习计

划，由博士生指导小组审查通过后备案。

3．直博生在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做研究论文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有博士生指导小组全

体成员参加，对开题报告的内容提出问题和指导性意见。直博生的开题报告获得通过后方可进

入论文的实验研究阶段。直博生每个月要在课题组报告一次工作进展，每学期向直博生指导小

组报告一次工作进展。

4．直博生须在第五学期前修完规定的课程学分。

5．直博生在学期间应有 1 年以上的境内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的经历；至少

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 1 次，并提交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在学期间每个月在课题组

范围做一次工作和学术交流报告，至少在学院范围内做一次学术报告。

五、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由公共课和专业课构成。直博生课程学习应至少修得 18 学分，其中必修课不

少于 16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2 学分。各门课程在学习完毕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获得规定

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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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博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选课专业

公共必修课 10001000100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秋季 所有专业

专业必修课

19175000DX026 生命科学重大研究进展事件分析 60 3 1 所有专业

19175000DX027 生命科学高水平论文解析与讨论 60 3 1 所有专业

19175000DX001 植物学基础理论与前沿 40 2 1

植物学19175000DX002 植物学研究方法 40 2 1

19175000DX003 植物学专业理论与论文研习 60 3 1-3

19175000DX004 动物学基础理论与前沿 40 2 1

动物学19175000DX005 动物学研究方法 40 2 1

19175000DX006 动物学专业理论与论文研习 60 3 1-3

19175000DX007 遗传学基础理论与前沿 40 2 1

遗传学19175000DX008 遗传学研究方法 40 2 1

19175000DX009 遗传学专业理论与论文研习 60 3 1-3

19175000DX010 细胞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前沿 40 2 1

细胞生物学19175000DX011 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 40 2 1

19175000DX012 细胞生物学专业理论与论文研习 60 3 1-3

19175000DX013 糖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前沿 40 2 1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19175000DX014 糖生物学研究方法 40 2 1

19175000DX015 糖生物学专业理论与论文研习 60 3 1-3

19175000DX017 生态学理论与前沿 40 2 1
生态学

19175000DX018 生态学研究方法 4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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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5000DX019 生态学专业理论与论文研习 60 3 1-3

19175000DX020 草地生态学基础理论与前沿 40 2 1

草学19175000DX021 草学研究方法 40 2 1

19175000DX022 草学专业理论与论文研习 60 3 1，2,6

公共选修课 参见研究生院选课通知 所有专业

专业选修课 19175000DX016 生物学前沿进展 40 2 秋季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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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由学校统一授课并评定成绩。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由学

生提交课程论文，教师根据论文的水平和学生平时表现综合评定成绩。专业必修课 85 分以上

为成绩合格，选修课 75分以上为合格。所有课程如不合格，可在下一个开课学期重修，课程

成绩以最好的成绩为准。

3.学分要求

直博生课程学习须至少修得 18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6学分，选修课 2 学分。另外，

要在毕业前修得所属学科博士生指导小组规定的其他必修课程。

六、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须经过三次审查。

前期审查：即论文开题报告，主要审查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研究设计，该项审查在入学后的

第一学期进行。审核程序严格按照《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管理办法》中的规

定执行。

中期审查：在第四学期进行。中期审查作为直博生的一种退出机制，重点考察直博生在审

查时间节点之前的科研工作和论文进展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科研计划。教授委员会及该直博生

的博士指导小组将对其科研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认定其是否具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如

审查结果不合格，则将其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转硕士的研究生后续将按照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方案和学分要求进行培养）。

后期审查：要求直博生在其预期申请学位时间前 1.5年，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由博士生

指导小组全面审查其研究的课题进展以及学位论文的完成度，预答辩合格后方可按照学位申请

相关要求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直博生的学位论文要能够比较系统地研究某一个科学问题，要取得创新性的研究结果。直

博生在读期间要至少在 SCI 检索源刊物上发表 2篇超过学科平均影响因子的研究论文，且该

论文为学位论文的一部分。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

直博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修满规定学分，通过学位论文通讯评阅和答辩，

符合毕业要求，准予毕业；达到东北师范大学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学位授予标准，经学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通过，授予理学或农学博士学位。 如因中期审核未通过等原因转为硕士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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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达到我校毕业和学位授予标准后，取得理学或农学硕士毕业证和学位证。

本培养方案自 2020 级直博生起开始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