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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电子信息类硕士专业学位涉及电子、通信、控制、集成电路、计算机技术、

软件、仪器仪表、光电信息、生物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专业领域，与

网络空间安全、虚拟现实、云计算、物联网、量子信息等新兴方向紧密关联。电

子信息技术涉及面宽，渗透力强，作为核心技术广泛应用于国防建设、民用工业、

高新技术等领域。

本学位点是我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等

本科专业的重要支撑。本校自 1993年开始招收电子信息工程本科生，电子信息

工程本科专业已属于国家级特色专业。2019年按照文件将光学工程专业学位硕

士点调整到电子信息类，2021年根据工程教指委〔2021〕1号文件将电子信息类

专业学位硕士点领域调整为：光电信息工程、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控制工程、

通信工程。

目前本学科已形成一支水平较高的学术队伍。校内研究人员 30多人，近五

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专项子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项、省部级以上项目 40余项，横向合作项目 20余项；发表重要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EI 检索论文近 50 篇，专利授权 50 余项，取得软件著作权数

十件。近年来本学科聘请了 40余名行业专家作为校外合作导师，与外单位联合

培养电子信息类研究生近百人。

本学科通过与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机制，使研究生参与解决了多项行业内

的技术难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特种显示技术、微纳技术、环境检测技术、

机器人、区块链等方向形成了鲜明的专业优势。

二、培养目标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

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品学兼优的高层次、高素质专

门人才。

三、基本要求

1．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热爱祖国，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能正确处理国家、集

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崇尚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创业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富有合作精神，能够正确对

待成败与挫折，恪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

和工作作风，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恪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拒绝

学术不端行为；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



2．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1）基础知识

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包括数学、电子信息技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信息检索、外国语、工程伦理等知识。

（2）专业知识

系统掌握所学的专业领域或技术方向的专业基础和专业方向知识，熟悉相关

规范。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包括但不限于：

光电子学、电磁场、通信理论与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信息安全理论与技术、

控制理论与应用、检测技术、智能控制、机器学习、激光技术等。

3．获本专业学位应具有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能够通过阅读、检索、学术交流等可能的途径及时获取自己所需的知识，了

解电子信息领域的动态和热点，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应用知识能力

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和相关规范，在电子信息某一领域或技术方向独立

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

术与管理工作。

（3）组织协调能力

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在团队合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能高效地组织工程项目实施和科技项目开发，解决项目实

施或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四、研究方向

领域

代码

领

域

名

称

简介（主要研究

内容、特色与意

义）

研究生导师 核心课程

0854

08

光

电

信

息

工

程

与安徽华东光

电技术研究所、

中航华东光电

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

第八研究所、上

海驭光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中

科院光电技术

研究所、中科院

校

内

导

师

朱向冰（教授）

崔执凤（教授）

郑贤锋（教授）

屈 军（教授）

张先燚（教授）

石建平（教授）

陆 洲（教授）

左则文（教授）

高 峰（教授）

商永嘉（教授）

光电子学基础

光电子成像技术

光电检测技术

现代信号处理

信息安全导论

机器学习理论及应

用

非线性光学

微纳电子学

高等激光技术



安光所等单位

合作，开展现代

显示技术、光传

感技术研究、微

纳器件、激光光

谱分析技术、光

学遥感定量检

测技术研究。

陶海升（教授）

周正仙（副教授）

杨新艳（副教授）

韩亚帅（副教授）

校

外

导

师

刘 勇（研究员）

高晓明（研究员）

徐 亮（研究员）

阚瑞峰（研究员）

刘劲松（研究员）

李 雄（研究员）

沈 健（研究员）

段国韬（研究员）

张 嵩（研究员）

朱 灵（副研究员）

周定华（高工）

赵小珍（高工）

杨 斌（高工）

朱 标（高工）

罗媛媛（副研究员）

马晓亮（副研究员）

0854

01

新

一

代

电

子

信

息

技

术

与问天量子科

技有限公司、安

徽华东光电技

术研究所、英国

丹尼克斯半导

体公司、博微太

赫兹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安徽

瑞赛克股份有

限公司等单位

合作，开展量子

信息、电子通信

器件、动力锂电

池、太赫兹技

术、成像与图像

处理技术的研

究开发。

校

内

导

师

刘小明（教授）

张持健（教授）

王桂丽（副教授）

陈卫松（副教授）

陈 浩（副教授）

汪慧兰（副教授）

甘 露（博士）

高等电磁场理论

现代信号处理

信息安全导论

机器学习理论及应

用

最优滤波理论与实

践

集成电路设计

射频与微波电路

校

外

导

师

刘 云（高工）

刘劲松（研究员）

贺兆昌（研究员）

沈成银（研究员）

席洪柱（副研究员）

秦小州（高工）

武 帅（高工）

李道会（博士）

刘鲁伟（副研究员）

涂 昊（高工）

王 东（高工）



0854

06

控

制

工

程

与奇瑞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埃

夫特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芜湖

哈特机器人产

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安徽

达尔智能控制

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海螺

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等合作，联

合开展工业控

制技术研究。

校

内

导

师

郑 睿（教授）

方明星（教授）

卢自宝（副教授）

曲立国（副教授）

高 芳（副教授）

现代控制理论

智能控制原理及应

用

现代信号处理

信息安全导论

机器学习理论及应

用

最优滤波理论与实

践

校

外

导

师

杨俊伟（高工）

陈 健（博士）

马小陆（高工）

侯卫国（高工）

刘大鹏（高工）

许 勇（高工）

洪光烈（高工）

倪申敏（高工）

施敖荣（高工）

刘学锋（高工）

0854

02

通

信

工

程

与安徽华东光

电技术研究所、

安徽华明、芜湖

埃泰克汽车电

子、钻石飞机、

北京旷视、安普

机器人、安徽阿

法硅、长春晟德

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达朴汇联

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晶格

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众享金联

科技有限公司

等开展合作，进

行现代通信技

术研究。

校

内

导

师

冯友宏（教授）

张爱清（教授）

王再见（教授）

丁绪星（教授）

叶新荣（副教授）

无线多媒体通信技

术

高等电磁场理论

现代信号处理

信息安全导论

机器学习理论及应

用

最优滤波理论与实

践

物联网核心技术

现代移动通信

无线多媒体通信技

术

校

外

导

师

张 龙（教授）

王敏珍（教授）

李桂麟（高工）

张 焱（高工）

王 珊（高工）

注：导师可以跨领域指导研究生，学生可以跨领域选课。

五、学习年限
学制为 3年，优秀者可以申请提前半年毕业，最长培养年限为 5年(含休学)。



六、培养方式与方法
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和“双导师”制。指导教师分别由校内导师和

校外导师组成，校内导师负责课程教学并参与实践教学和论文指导，校外导师负

责实践教学和论文指导并参与课程教学。双导师对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和学位论文

中的重要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由校内导师选择合作的校外导师，编写培养计划，

对培养质量负责。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分为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工作两个阶段。课程学习在第一

学年校内进行；在工程实践中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工程实践安排在第二和第三学

年进行，有效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学生、学校、实践单位共同签订三方协议，协

议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和保密等相关条款，在学生进入实践单位前，学院为学生购

买商业保险。工程实践重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本专业研究生需要参加学术活动，应积极参加本专业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满足培养方案规定的条件后，提交学位论文和申请学位，

通过审查和答辩后，授予电子信息类工程硕士学位。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享受学校规定的各种奖学金和助学金。

七、课程设置及学分
1．课程设置分为 7类：①公共基础课（学位必修） ②公共素养课③学科基

础课（学位必修）④方向核心课（学位必修）⑤方向拓展课⑥交叉学科课⑦补修

课。

2．最低课程学分为 28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 24 学分。分配如下：

①公共基础课（学位必修）开设 5门（8学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32 学时 2学分；自然辩证法概论（理科类），16 学时 1 学分；英语阅读

与写作，32 学时 2学分；英语口语，32 学时 2学分；工程伦理学，16 学时 1学

分；

②公共素养课，暂未开设；

③学科基础课（学位必修）7学分；

④方向核心课 9学分，面向各领域设置，由导师指定学生选择具体的课程，

可以跨领域选课，每门课 3学分，至少修 3门课；

⑤方向拓展课 4学分，至少修 2门课；

⑥交叉学科课，选修，不作为毕业和获得学位的条件；

⑦补修课不计学分，同等学力与跨专业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本学科的本科主干课程作为补修课。

八、培养环节（必修）及学分
1．学术活动

本学科硕士生在培养期间应积极参与高水平的科研项目，积极参加本学科专



业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在校内学习期间应听取学术报告的次数一般不少于 3

次，学术活动记 1学分。

2．实践教学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重要任务，研究生必须开展高水平、创新的专

业实践，鼓励研究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以安徽师范大

学或校外实践单位为第一署名单位）。

本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必须在校外导师工作单位进行，参与该单位的考勤。

实践的形式可以是产品分析、开发、检测、申报专利、工艺研究、市场调研、标

准化工作、生产管理、质量管控等。

专业实践记 3学分，在毕业前学生提交实践考核表，由导师评定成绩，考核

不合格者，应重新安排，再次不通过者，不能毕业。

3．社会实践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了解国情，理论联系实际，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社会实践暂不计学分。

九、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结合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对研究生政治思想表现、学术素质和学术道

德、知识掌握和课程学习、培养环节和基本能力进行全面考核和总结，做出综合

评定意见。

1．学院成立中期考核组，考核组不少于 5人，考核小组一般由学位点负责

人、指导教师等组成，由学位点负责人任组长，学院研究生秘书或教师为考核小

组秘书。

2．研究生应当向考核组提交中期考核材料。研究生着重对论文工作进行阶

段性总结，阐述已完成的论文工作内容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论文工作中所遇

到的问题，尤其对与开题报告内容中不相符的部分进行重点说明，对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和需继续完成的研究内容进行论证。

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情况做出评价（包括对已有工作评价以及

对计划完成情况、今后工作的评价）。

学位点负责人组织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报告会，研究生采用 PPT
对学位论文进展情况进行汇报，考核小组听取汇报，检查其论文大纲以及研究内

容，对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给予评定，对于中期检查评定不合格者，考核小组应提

出具体修改要求。

相关纸质材料由学院保存归档。

3．研究生中期考核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生入学以来课程学习、科研能力；

（2）研究生必修环节考核（专业实践、学术活动）；

（3）学位论文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研究计划

和研究内容等。



4．中期考核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次。未通过中期考核者可在考核结果公

布三个月后、一年内向所在学院申请重新考核，重新考核仅限一次，重新考核后

仍为“不合格”，应终止学业，作肄业处理。

5．期中考核应当在第 4学期结束前完成。

十、学位论文（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开题报告、论文形式和标准、论

文检查、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硕士生培养

质量的重要标志，对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如下：

1．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开题报告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当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研究生本人应当与导

师充分沟通，做好广泛的调研工作。论文选题的时间由导师根据研究生工作进度

决定，一般应于入学后的第二学期末完成，最迟于第三学期开学后两个月内完成。

以论文选题为基础，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相对独立地开展文献综述，并开展初

步研发，最终凝练出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须就选题的依据、国内外发展动态、研

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案、实验条件和可行性等做出科学论证，应当体现学

生对文献的综述情况，文献综述情况应体现选题的必要性和要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开题报告经导师审阅后，研究生采用 PPT汇报开题报告，由包括导师在内

的 3-5人组成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审核，着重审核论文选题的意

义、创新性和可行性，对有争议的选题应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获考核小组通过

后方可付诸实施。

2．论文形式和标准

硕士学位论文须是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较为完整的研发工作总

结，论文应体现出作者在电子信息某一领域做出的成果，应能反映出研究生已经

掌握了较为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较为系统的专门知识，具备了较为独立从事研

发的能力。

学位论文一般用中文撰写，论文应表达准确、条理清楚、文字通顺、逻辑清

晰、格式规范、数据可靠、图表规范、结论可信、创新性强。

学位论文要严格执行学位论文写作的规范，并满足学校和学位点的基本要求，

要达到《安徽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中“第五章 专业硕士学位”的要求。

3.论文检查、评阅与答辩

申请人在答辩前 2个月提交论文，指导教师应参照《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在 1个月内审毕论文。

学位论文在学位点内进行检查，在通过检查后，按照学校要求进行论文查重，

查重结果符合要求的，才能进行论文送外审，外审合格的论文要在学位点内进行

预答辩，经校学位办审查同意后，由学院组织正式答辩。

正式答辩之前成立答辩组，答辩组成员不少于 5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
人，行业企业专家不少于 2人，组长由有经验的校外专家担任。答辩时间和答辩



组成员应当在学院网站或学院的显著位置公示。答辩分为工作讲述、质询、评议

三个环节。答辩学生应当如实讲述个人工作、认真回答答辩专家提出的问题。

十一、培养流程（具体要求和时间安排）

序

号
内容 相关要求 时间安排

1
入学报到（含入

学教育）

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报到、体检、注

册，参加开学典礼与入学教育。
以入学通知为准

2 确定导师 师生见面，师生互选 报到后一个月内

3
制订个人培养计

划

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硕士生培养

方案要求和因材施教原则制定。
入学后 2个月内

4 课程学习

在进行论文选题和查阅文献的同

时，按个人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

及考试。

入学后第 1 学年

为主

5
开题报告（含文

献阅读与综述）

完成文献阅读与综述，按培养方案

要求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

报告，经导师审阅后，进行公开汇

报，获考核小组通过后方可付诸实

施。

最迟于第三学期

结束前

5 中期考核

对硕士生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

依据第九条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

行。

最迟于第四学期

结束前

7
培养环节 1（必

修）学术活动
按照第八（1）条执行。

申请论文答辩之

前

8
培养环节 2（必

修）专业实践
按照第八（2）条执行。

申请论文答辩之

前

9
培养环节 3（必

修）社会实践
按照第八（3）条执行。

申请论文答辩之

前

10 论文评阅和答辩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

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毕业前一个月

11 毕业及学位授予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

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12 其它 按有关规定实施
研究生培养全过

程



电子信息类 学科（代码 085400）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培养环节（必修）

设置一览表

属

性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位

/非

学位

必修/

选修

开课

学期

考核方

式
开课学院

公

共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英语阅读与写作 32 2 学位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语 32 2 学位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2 2 学位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 16 1 学位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工程伦理学 16 1 学位 必修 2 考试 物电学院

专

业

课

学 科

基 础

课

高等工程数学 48 3 学位 必修 1 考试 物电学院

现代电路理论 48 3 学位 必修 1 考试 物电学院

论文写作(双语) 16 1 学位 必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专 业

核 心

课

科学计算方法概论 48 3 学位

在导师

的指导

下，根

据领域

每人至

少选择

三门。

1 考试 物电学院

光电子学基础 48 3 学位 1 考试 物电学院

现代信号处理 48 3 学位 1 考试 物电学院

现代控制理论 48 3 学位 1 考试 物电学院

物联网核心技术 48 3 学位 1 考试 物电学院

机器学习理论及应用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最优滤波理论与实践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射频与微波电路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智能控制原理及应用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微纳电子学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高等激光技术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集成电路设计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非线性光学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现代移动通信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无线多媒体通信技术 48 3 学位 1 考试 物电学院

信息安全导论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光电检测技术 48 3 学位 1 考试 物电学院

光电子成像技术 48 3 学位 1 考试 物电学院

高等电磁场理论 48 3 学位 2 考试 物电学院

方 向

拓 展

课

工程实践讲座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数据结构与算法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通信系统综合设计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Mentor软件与设计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毫米波与太赫兹技术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光学光刻技术 32 2 学位 选修 1 考查 物电学院

电子设计自动化 32 2 学位 选修 1 考查 物电学院

高级 FPGA电路设计 32 2 学位 选修 1 考查 物电学院

机器人控制技术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鲁棒控制理论与应用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企业管理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系统建模与仿真 32 2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数据结构与算法 48 3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语音信号处理 48 3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射频技术原理及应用 48 3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电磁波传输原理 48 3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交叉

学科

课

中学物理课堂教学设计与

训练
48 3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中学物理教学案例研究 48 3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量子化学计算 48 3 学位 选修 2 考查 物电学院

生物物理学 48 3 学位 选修 1 考查 物电学院

现代光学原理 48 3 学位 选修 1 考查 物电学院

补修课 自动控制原理 不

计

学

分

非

学

位

考查

通信原理 考查

信号与系统 考查

激光原理 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