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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山西大学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是与该领域（包括作物、植物保护、食品加工与安全、

种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农业技术的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

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对该领域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基

本要求如下。 

1. 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拥护党的

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树立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应掌握该领域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

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或开发、管理等工作的能力。 

3. 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 

山西大学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对象主要为国民教育系列应届和往届

大学本科毕业生(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山西大学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基本学习年限为 2 年。

在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可以申请延长学习年限，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1 年。延长学习

年限的学生须按学年交纳延长期学费。延长期满仍未完成学业者，按退学处理。 

四、培养方式 

1. 采用课程学习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合、宽

口径的培养方式。其中实践研究不少于 1.5 年。 

2. 学位论文指导实行导师负责制。以校内导师为主，聘请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



等环节的指导工作。校外导师一般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有高级技术职称。 

五、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参见附表 “教学进度表”） 

2、补修课程 

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山西大学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本领域本科

阶段的主干课程 2-3 门，成绩不计入总学分。 

六、专业实践 

研究生根据选题从事不少于 2 年的专业实践研究。指导教师应为研究生制定详细的实践计划，

指导其开展实践研究。实践研究期满后研究生要撰写学位论文，培养单位应对研究生的实践研究

环节进行考核，通过者取得 6 学分。 

具体见附件“专业实践培养方案” 

七、学位论文 

（一）选题要求 

论文选题应服务于农业生产、农技推广、生态建设及相关领域的发展；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在作物遗传资源的发掘 

开发与利用、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发掘保护与利用、作物科学与与应用研究、农林害虫研究与防

治、食品加工与安全检测及种业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方面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论文开题 

为确保学位论文质量，本领域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文献查阅、学术调研、方案

拟定等环节的系统训练，尽早确定论文的题目与内容，在第二学年初期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

在学位点公开进行。 

（三）中期检查 

根据山西大学有关规定，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中期检查。指导教师应按照开题报告内

容逐项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写出指导意见。 



（四）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由摘要、前言、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部分组成，其字数不少于 2.5 万字。 

（五）论文答辨 

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在最后一学期末进行。攻读山西大学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

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环节的训练；经考核，成绩合格者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应至

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名专家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