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文件

通大院外〔2021〕1 号

外国语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规定

为深入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落实《新时代

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江苏省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

范“十不准”》、《南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办法》

（通大学位[2017]22 号）、《南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实施细则》（通大学位[2017]19 号）、《南通大学关于申请博士、

硕士学位科研成果的规定》（通大学位[2020]15号）、《南通大学

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修订）》（通大研[2020]25 号）等有

关文件要求，促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经讨论，对我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工作特作如下要

求。

1.研究生是其学位论文的直接责任人，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

下潜心学习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积累实践经验，开展有研

究价值的课题研究，力争取得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学位论

文研究和撰写中恪守学术道德和规范，努力完成高质量学位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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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应重视研究生培养

过程性指导和管理工作，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指导和质

量把关。指导教师应在研究生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论文选题、

研究攻关、成果总结、论文写作和发表等培养环节中加强全过程

指导，写好指导记录，鼓励研究生取得原创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向学院提

出分流和淘汰建议。指导教师应客观公正地评价研究生创新成果

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给出是否同意申请（预）答辩的意见。

3.研究生指导教师应严格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和《江苏省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等文

件规定，如有违反行为并经查实，将严格按照《江苏省研究生导

师职业道德规范“十不准”》以及学校相关文件进行处理。

4.学院充分发挥资格考试、选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等

培养环节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撰写工作的进展督促和

质量把关作用，完善各环节实施细则、考核要求和考核方式，完

善分流和淘汰机制。其中，预答辩环节安排在提交双盲评阅之前

进行，预答辩结论作为是否提交双盲评阅的重要依据。

5.硕士学位论文在盲审或抽检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其指

导教师暂停上岗招生 1 年，当年年终考核取消评优资格：

（1）在省级及以上学位论文抽检中出现 1 篇次不合格学位

论文；

（2）在同一批次校级抽检和盲审评阅中出现 2 篇次不合格

学位论文；

（3）所指导的研究生连续 2 年均出现 1 篇次盲审不合格学

位论文的。

6.硕士学位论文在盲审或抽检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其指

导教师当年年终考核最高等次不高于基本合格，同时须在完成指

导其名下研究生完成学业之后才可按照学校和学院相关文件要

求申请上岗招收新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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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省级及以上学位论文抽检中出现 2 篇次不合格学位

论文；

（2）在同一批次校级抽检和盲审评阅中出现 3 篇次不合格

学位论文；

（3）所指导的研究生连续 2 年累计出现 3 篇次盲审不合格

学位论文的。

7.研究生指导教师可以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论文盲审和抽

检中出现的不合格结果提出申请复议。复议程序按照学校相关文

件规定执行。

8.学院充分发挥论文答辩委员会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评

价中的关键作用。答辩委员会委员应全面考查研究生的理论基

础、专门知识、研究能力、成果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并在答辩

决议书中给出客观公正评价。

9.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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