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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编

哲学系硕士生在校学习要求须知∗

一、学分要求 哲学系所有硕士生，包括大陆学生、港澳台、留学生，均须

完成 40学分。具体方案见校内门户个人培养计划，也可参见下面的教学方案。每

学期开学两周内学生可以增补培养计划中的选修课。

二、论文开题 第二学年末、最晚第三学年初必须进行论文开题，开题通过

后方可进行论文写作。开题表格从校内门户—个人信息内填写后下载，开题结束

后尽快将表格交回教务办公室。

三、社会实践 60学时。要求至少有 30学时为哲学系各部门服务。毕业时由

系提供实习证明，方可毕业。

四、学位论文 7月毕业的学生，评审的论文必须在每年的 4月 15日之前交

系教务室（2本），答辩前将最终论文 3本再交系教务室，答辩在 5月底结束；1

月毕业的学生每年在 11月 1日之前将评审论文送到系教务室（2本），答辩前将最

终论文论文 3本再交系教务室，答辩在 12月前结束；毕业所有表格在校内门户中

填写完整后打印；所有表格必须打印（不能手写），导师评语表格也必须打印，签

字要求手签；不得折叠。

五、学籍管理 学生在校期间需要涉及的学籍管理事宜，请参见《北京大学

研究生学籍事务办理指南》。其中学籍异动，需要在校内门户个人信息中办理复

学、停学、延期等，个人的学籍信息可以随时通过校内门户—个人信息自行核对、

自行修改。

六、培养计划 具体计划见校内门户的个人培养计划，也可参见下面的教学

方案。可以在征得导师同意后于每学期的前两周内调整选课计划。

∗ 本须知来自 201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新生入学手册》，制定时间为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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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 更详细的规定请参看《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

附录：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方案∗

一、培养方案 培养系统掌握逻辑专业知识、具有较高哲学理论素养、能进

行逻辑学教学和科研以及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学习年限 3年。

三、应修学分 40学分。

四、课程设置

1. 必修课（21学分）

(1) 专业基础课（5学分）

1© 第一外语 2学分

2© 马克思主义哲学 Marxist Philosophy(Text) 3学分

(2) 专业主干课（16学分）

1© 一阶逻辑 First-Order Logic 3学分

2© 高级模态逻辑 Advanced Modal Logic 3学分

3© 公理集合论 Axiomatic Set Theory 3学分

4© 逻辑前沿问题（上） Frontier Problems of Logic (I) 2学分

5© 逻辑前沿问题（下） Frontier Problems of Logic (II) 2学分

6© 数学结构 Mathematical Structures 3学分

2. 选修课（17学分，按照一定要求组合，三类选修课总计 17学分即可）

(1) 逻辑专业选修课

∗ 本方案来自 201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新生入学手册》，制定时间为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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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论 Model Theory 3学分

2© 递归论基础 Foundations of Recursion Theory 3学分

3© 邻域语义学 Neighborhood Semantics 3学分

4© 动态逻辑 Logical Dynamics 3学分

5© 内涵逻辑 Intensional Logic 3学分

6© 广义模态逻辑 Generalized Modal Logic 3学分

7© 形式语义学 Formal Semantics 3学分

8© 数学哲学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2学分

9© 直觉主义逻辑 Intuitionistic Logic 2学分

10© 数理逻辑研究 Studies in Mathematical Logic 2学分

11© 逻辑史 The History of Logic 3学分

12© 逻辑哲学研究 Study on Philosophy of Logic 3学分

13© 逻辑哲学原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Logic 3学分

14© 心灵与认知哲学专题 Topics i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gnition 3学分

(2) 哲学系其它专业必修课至少选修 1门

(3) 下列跨院系专业课可以选修 1至 3门

1© 语言学 外语学院中文系

2© 计算机科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3© 信息科学 数学学院信息科学系

五、学位论文 第 2学年末开题，并提交开题报告到教务办公室。开题后方

可开始撰写毕业论文，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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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编

哲学系博士生在校学习要求须知∗

所有博士均应按照学籍管理手册要求完成学业，详细规定请参看《北京大学

研究生手册》。培养过程（包括培养计划、综合考试、开题、预答辩、答辩等等）

所涉及的文件均从校内门户— 个人信息内填写打印。

一、科研论文要求 在校期间在申请学位前，中外博士研究生皆应以北京大

学为第一作者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或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以上。学术刊物包括：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杂志和有正式书号的学术论文集。待

刊和申请学位前未发表、期刊非学术、译文和译著、书评等不能申请学位。未达

到要求者，一般不接受其学位申请。

二、培养计划制定 进校后第 1学期和导师共同制定填写教学培养计划，11

月 1日前提交导师签字的培养计划。每学期的选课时段内可以由导师、学生、教

务在校内门户中修改培养计划。

三、公共课要求 第 1学期上政治课（2学分），第 2学期上英语课（2学分），

一外小语种第 1学期开始上。一外是小语种的必须修第二外语英语。

四、学分与学制 硕博连读学分要求 55学分以上（含硕士期间必修学分和博

士期间必修学分），博士学制 4年）。直博学制 5年，学分 50分以上。中外博士生

都要修满 18学分以上（中国学生含英语、政治）。具体要求参见校内门户个人培

养计划。如需增补课程或阅读书目，每学期选课周内进行，培养计划的修改由导

师在每学期开课两周内于个人门户内操作。

五、综合考试 本科起点的直博生在入学的第 4学期末完成学分后进行综合

考试；硕士起点的博士生学分完成后，一般应在入学的第 3 学期进行综合考试；

∗ 本须知来自 201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新生入学手册》，制定时间为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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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连读生在正式转为博士生后一学年内完成。逾期未考者，按不合格处理。表

格到校内门户—个人信息—综合考试中填写完毕后打印。完成后尽快将表格交回

教务办公室。

六、开题 综合考试合格后的一学年内进行开题，开题表格同上提取。如果

申请联合培养、短期交流等，必须完成开题后方可申请。

七、预答辩 答辩前期 3-6个月，先要进行预答辩检查论文进行情况，确认是

否能进行正常答辩，即：每年 7月毕业的博士生在秋季学期末、最晚 1月预答辩

完毕，1月毕业的博士生在春季学期末、最晚 7月底预答辩完毕。预答辩表格同上

提取。完成后尽快将表格交回教务办公室。

八、论文要求 博士生论文写作格式排列先后次序为：(1)中文摘要（400-500

字左右）、关键词 3-5个；(2) 英文摘要（英文摘要与中文相同）；(3) 目录；(4) 正

文；(5) 注释。论文写作要求请到《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与

书写格式要求》中查找（第 27页），内有详细说明。

九、学位申请 完成全部培养环节，同时发表合格的 1篇科研论文，提交学

位论文后方可进行评审和答辩。论文提交后不能再进行学籍异动。毕业生答辩所

需要的表格由学生本人在校内门户中填写并打印（先打印 A、B封面，封面目录

即是答辩所需准备的所有材料）。我系从 2001届博士毕业生开始论文答辩送审为

匿名评审。7月毕业的学生，正式匿名评阅论文必须在每年的 4月 15日前交系教

务办公室（6本），答辩前将正式论文在学校审批时送到系教务室（5本），答辩在

5月底结束。1月毕业的学生，正式匿名评阅论文必须在每年的 11月 1日前交系

教务办公室（6本），答辩前将正式论文在学校审批时送到系教务室（5本），答辩

在 12月 10日前结束。毕业所有表格在校内门户中填写完整后打印，所有表格必

须打印（不能手写），导师评语表格也必须打印，签字要手签，不得折叠。

十、学籍管理 学生在校期间所涉及的学籍管理事宜，请参见《北京大学研

究生学籍事务办理指南》。其中学籍异动，需要在校内门户个人信息中办理修复

学、停学、延期等。延期博士的资助管理办法请见手册第 65页。特别注意，该政

策从 2009级博士开始实施，导师如果批准博士延期，需要按照学校规定由学生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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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延长费，并由导师上交学校助研经费后再由学校统一发放，或者减扣当年博士

招生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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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编

研究生各培养环节时间表

3.1 硕士生

硕士生的培养主要包括开题和答辩两个环节：

一、开题：第 3学年第 1学期结束前完成。

二、答辩：第 3学年第 2学期 5月完成。答辩日前至少一个月提交评审论文。

3.2 博士生

博士生的培养主要包括综合考试、开题、预答辩及答辩等四个环节：

一、综合考试：第 2学年第 1学期完成。

二、开题：第 2学年第 2学期完成。

三、预答辩：第 4学年第 1学期结束前完成。预答辩日提前一周提交评委论

文。

四、答辩：第 4学年第 2学期 5月完成。答辩日前至少一个月提交评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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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编

博士生综合考试实施细则

一、逻辑学博士生综合考试内容包括：对逻辑学科的了解、逻辑学与其它学

科的关系、逻辑学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等方面。

二、逻辑学博士生综合考试的形式为：课程、2 次学术讲座的笔记、学术报

告、科研论文、面试。在课程、讲座笔记、学术报告和科研论文完成后，再进行

面试。

三、课程要求：2门逻辑技术基础课（导师指定）∗ 、1门相关学科（哲学、

数学、计算机、语言学等）的课程、外语课程。

四、学术讲座笔记要求：学术讲座指非本教研室教员或学生做的逻辑学专题

讲座（可为校外讲座），笔记为讲座的概括总结，用中文写作，1000字以上。请注

明时间地点主讲人等相关信息。

五、学术报告要求：至少做 2次学术报告，其中 1次需提交完整的文字稿（非

硕士论文），并由导师给出评语。

六、科研论文要求：1篇符合学术规范的逻辑学专题综述（不要求发表），并

由相关专家（非导师）给出评语。

七、面试要求：时间为 1小时左右（30分陈述，30分问答），内容涉及所学

课程、听过的讲座、科研论文、研究方向等。

八、其它：综合考试不通过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九、相关表格：“课程成绩表”、“科研论文评语表”及“读书报告评语表”请

∗ 逻辑基础课不包括本学科点开设的《逻辑哲学》和《数学结构》，它们分属哲学类和数学类的
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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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心网站 http://www.phil.pku.edu.cn/cllct/ann_content.php?msgid=687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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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编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模式

（仅供参考）

开题报告应大致包含以下几项内容，其中重点为：本课题研究的问题、主要

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本模式同时适用于硕士生

和博士生。

1. 选题

(1) 题目；

(2) 选题简介（来源、内容、问题、背景、动因等）；

(3) 选题意义。

2. 研究现状

(1) 国内；

(2) 国外。

3. 主要内容

(1) 问题（基本问题、子问题）；

(2) 基本观点（若需要）；

(3) 内容组成（各部分）。

4. 研究思路与方法

(1) 研究思路；

(2) 研究方法；

10



(3) 重点难点。

5. 预计贡献

(1) 预计成果；

(2) 预计创新之处。

6. 研究基础与计划

(1) 目前已有工作；

(2) 研究计划；

(3) 可行性。

7. 拟订的目录、章节

8. 参考文献

关于开题报告的书写模板，由于目前尚未有一个成型的模板，所以为方便起

见，提供以下两种模板以供参考使用。目录设置请根据以上内容和自身实际更改

使用。

1. 关于开题报告的 LATEX模板请移步 http://www.phil.pku.edu.cn/cllct/

ann_content.php?msgid=687下载（硕士将“博士”改为“硕士”即可使用），编

译方式有两种：一为彻底的 Compile（快捷键为 F9），一为快速但不很彻底的

PDFLATEX。使用前请将 TEX系统更新至最新版本；

2. 关于开题报告的WORD模板请移步 http://www.phil.pku.edu.cn/cllct/

ann_content.php?msgid=687下载（硕士将“博士”改为“硕士”即可使用）。请

尽可能使用高版本WORD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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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编

博士生学位论文预答辩陈述模式

（仅供参考）

原则上按答辩进行，但需增加完成现状和工作预期报告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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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编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陈述模式

（仅供参考）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为 30分钟，大致包含以下几项内容。本模式同时

适用于硕士生和博士生。

1. 选题：题目、问题、背景及意义等；

2. 研究现状、主要文献；

3. 论文主要内容概述，突出创新之处；

4. 展开说明；

5. 答辩人的相关发表；

6. 总结。

1和 2是讲问题和研究背景、基础，包括研究意义。

3是让人迅速了解论文全貌，也是后面陈述的线路图。用尽量少的时间给大家

一个清晰的全貌。这部分的大概内容是围绕问题展开的研究的概述，自己的基本

思路、论文的主要线索、基本结构，主要研究成果（成果列表）、难点、创新点。

4是根据 3中的成果和主线，具体展开说明，是整个答辩陈述的主体部分。这

部分可以再分些小节分别说不同的工作，突出研究重点和难点。若讲定理时可以

讲证明思路、难点、结果。

整个陈述的重点是 3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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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编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程序

研究生（硕士生与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一般按照如下内容依次进

行：

1.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开始；

2. 答辩委员会主席介绍答辩委员；

3. 导师介绍答辩人情况；

4. 答辩人做答辩报告（30分钟）；

5. 答辩委员提问；

6. 答辩人准备（10分钟）；

7. 答辩人回答答辩委员的问题（包括追加的提问与回答）；

8. 答辩人及听众退场；

9. 答辩委员会审议，形成答辩决议书；

10. 答辩委员会宣布答辩结果，宣读答辩决议书；

11. 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结束；

12. 答辩人发表感言。

14



第 9编

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规范请参看《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指

南》，北京大学学位办公室，2014 年 5 月，http://grs.pku.edu.cn/document/

20150611115317661150.pdf。

逻辑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LATEX模板可移步 https://github.com/CasperVector/

pkuthss 下载。中文的安装使用指南请前往北京大学 BBS 的 Mathtools（数学工

具）讨论区 http://bdwm.net/bbs/index.php 的置顶帖里查找（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将其中的“博士”改为“硕士”即可使用）。使用中如遇任何使用问题，可在

此讨论区发帖求助。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WORD模板请移步 http://grs.pku.edu.cn/xwyxk/xwsy/

sssxwsy/sxwxgclxz/141692.htm下载（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将其中的“硕士”改

为“博士”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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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编

申请学位硕士生答辩审批流程说明∗

1. 核查学分完成情况，自查培养环节完成情况：按“学位审批材料 A、B”

封面所列顺序依次排查，相关表格请从培养和学位管理系统中输出、打印，或咨

询系研究生教务老师；

2. 硕士论文应经导师审阅合格，出具指导教师评语，并同意答辩。

3. 登录校内门户网站 http://portal.pku.edu.cn/infoPortal/登记自己的

学位论文和科研论文等相关信息，并记下论文登记号；

4. 按系里的要求准备供评审的论文，由系里组织硕士论文的评审工作；

5. 学位论文应按照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进行排版，并通过校内门户

网站 http://portal.pku.edu.cn/infoPortal/ 上传学位论文电子版。上传论文

电子版应为和纸质论文完全一致和纸质论文完全一致的单一文件，不得上传多个

文件组成的压缩包（如果论文是多个独立文件组成的，可先生成 PDF文件，然后

再合并成一个）。论文上传后，如果进行了修改，在分会召开之前可以重新上传，

即可覆盖原文件。如上传时遇到问题，可联系学位办公室，huangzy@pku.edu.cn。

6. 将系统生成的登记号提供给答辩秘书，供答辩秘书使用；

7. 在系统中打印“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由论文

作者和导师签字后，交给答辩秘书，用作硕士毕业生的答辩审批档案材料；

8. 评审通过后，由答辩秘书负责整理全套材料，并送系研究生教务老师进行

审批。

9. 按系里的要求进行答辩。

∗ 本说明来自《北京大学研究生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指南》，北京大学学位办公室编，2014年 4
月，http://grs.pku.edu.cn/xwyxk/xwsy/sssxwsy/sxwxgclxz/39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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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编

申请学位博士生答辩审批流程说明∗

1. 核查学分完成情况，自查培养环节完成情况：按“学位审批材料A、B”封

面所列顺序依次排查，相关表格请从培养和学位管理系统中输出、打印，或咨询

系研究生教务老师；

2. 博士论文应经导师审阅合格，出具指导教师评语，同意答辩；

3. 登录校内门户网站 http://portal.pku.edu.cn/infoPortal/登记自己的

学位论文和科研论文等相关信息，并记下论文登记号；

4. 按系里的要求准备供匿名评审的论文，由系里组织博士论文的匿名评审；

5. 学位论文应按照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进行排版，并通过校内门户

网站 http://portal.pku.edu.cn/infoPortal/ 上传学位论文电子版。上传论文

电子版应为和纸质论文完全一致和纸质论文完全一致的单一文件，不得上传多个

文件组成的压缩包（如果论文是多个独立文件组成的，可先生成 PDF文件，然后

再合并成一个）。论文上传后，如果进行了修改，在分会召开之前可以重新上传，

即可覆盖原文件。如上传时遇到问题，可联系学位办公室，huangzy@pku.edu.cn。

6. 将系统生成的登记号和一本侧面写有学号的学位论文提供给答辩秘书，供

答辩秘书送审使用；

7. 在系统中打印“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由论文

作者和导师签字后，交给答辩秘书，用作博士毕业生的答辩审批档案材料。

8. 匿名评审通过后，由答辩秘书负责整理全套材料，并送系教务办公室进行

形式审查。

∗ 本说明来自《北京大学研究生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指南》，北京大学学位办公室编，2014年 4
月，http://grs.pku.edu.cn/xwyxk/xwsy/sssxwsy/sxwxgclxz/39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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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生系统可以查询教务办公室的审查进程和意见。审查结束后，教务办公

室也会通过邮件告知。为避免邮件丢失带来的不便，博士生应主动查询。

10. 形式审查通过后，报送系研究生负责人和分会负责人进行答辩审批。负

责人同意并签字后，方可组织论文答辩。

11. 按系里的要求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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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编

研究生培养各环节秘书工作指南

根据学校规定，研究生培养的各环节均需设置秘书一职，一般由参加相应环

节研究生的导师指定一名低年级研究生担任。为确保各环节顺利进行，现将各环

节秘书的职责明确如下，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系研究生教务老师。

12.1 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秘书

1. 开题之前

(1) 督促参加开题的硕士生，将其开题相关资料至少 7天之前发予其导师。

(2) 教研室确定好开题的时间和地点后，及时通知教研室老师、参加开题的

硕士生及其它学生按时参加。

2. 开题当天

(1) 到教研室相关老师处提前借好借好投影仪和电脑，并协助参加开题的硕

士生做好准备工作。

(2) 注意提醒开题人注意把握好开题报告的时间节点，原则上 20分时，提醒

报告人还剩 10分钟，30分钟时提醒审查小组组长时间到，由审查小组组长宣布报

告结束；而后进入问答环节，大约 30分钟。

(3) 秘书负责记录关于参加开题硕士生的问答情况，并协助审查小组形成开

题人的选题报告考评意见。

(4) 离场时，秘书负责清理现场卫生和归还相关设备。

3. 开题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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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考评意见发予开题的硕士生，督促其于校内门户填写完“北京大学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选题报告审核表”并打印出来，而后由秘书负责找考评小组相关老

师签字，并将其与开题问答情况记录一道送至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处（秘书自行把

握时间，原则上越早越好）。

12.2 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秘书

1. 答辩之前

(1) 注册通知阶段

1© 待教研室确定好答辩的时间和地点后，及时通知参加答辩的硕士生和教研

室其它学生按时参加。

2© 督促参加预答辩的硕士生，将学位论文底稿打印出来装订好，并于答辩之

前至少 7天交予答辩委员会相关老师（也可发电子版，具体可咨询相关老师）。

3© 向答辩人索取学号和论文编号。

4© 到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处进行登记，开通秘书账号。

5© 登录校内门户 http://sims.pku.edu.cn/sgims/login.html，用本人学号

和答辩人提供的论文编号，将秘书身份与答辩人绑定。

(2) 收集材料阶段

1© 注册秘书账号时，系研究生教务老师提供若干材料。

2© 向答辩人导师索取导师评语表（1式 2份），并令导师将评语录入系统。导

师未予录入的，可登陆秘书系统代为录入；

3© 向答辩人索取：答辩申请书（1 式 2 份）、科研统计表及其附件（1 式 2

份）、原创性声明（1式 2份）、论文 1本；其中，重点审查科研统计表的附件是

否齐全，它包括：表内所列成果所发表期刊的封面、版权页、目录及正文第一页

的复印件。所有复印件 1式 2份；科研成果发表于外文期刊或学术会议的，需附

加导师开具的证明信以说明该期刊或会议的学术水平、权威性及公信力。证明信

1式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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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陆秘书系统，选择答辩人，录入答辩时间和地点；录入答辩委员会成员

名单。答辩委员不在专家库中导致无法录入的，将该委员的姓名、单位、职称、

专业等信息通知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后，请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员录入专家库，之后

再行录入；统计评阅人意见，并录入评阅结果；打印评阅意见统计、答辩委员会

成员组成表、档案封面 A、B。

5© 收集以上所有材料后，核对份数是否正确、签字是否齐全，不全的应及时

补全。

6© 按档案封面 A、B将所有材料分为 A、B两类，每类按照封面目录顺序重

新整理。

(3) 申请答辩阶段

将以上材料提交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待审查盖章通过后方可答辩。提交时间

不应晚于答辩日前 1天。

(4) 前期准备阶段

1© 申请答辩通过后，将材料及表决票取回（注意核对数量，答辩表决票数量

和答辩委员会人数一致）从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处领回。

2© 登陆秘书系统打印“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粘贴页”。

3© 拟定答辩委员会意见草稿。草稿内容包括：评价选题意义；概述论文主要

内容及结论或成果；简述论文的缺点和不足；总体性评价答辩人的答辩表现、论

文的内容与成果、论文写作的规范性；答辩委员会决议及学位授予建议。草稿的

拟定应基于导师评语和评阅人意见，必要时查阅原文。

2. 答辩当天

(1) 答辩开始前，秘书应携带自身电脑、纸、笔等提前到场，从教研室相关老

师处借好投影仪和答辩用的电脑，并协助参加答辩的硕士生做好准备工作。

(2) 答辩陈述时，注意提醒每位参加预答辩的硕士生把握好报告的时间节点，

原则上 20分时，提醒报告人还剩 10分钟，30分钟时提醒答辩委员会主席时间到，

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报告结束；而后进入问答环节，大约 30分钟。同时注意记

录答辩陈述摘要或提纲，并录入秘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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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答辩提问时，记录提问人及问题内容。答辩委员提问，须全部记录；其他

人员提问，未被答辩委员会驳回的应记录；将记录录入秘书系统。

(4) 进入茶歇时，向答辩委员发放聘书，并收集校外委员的身份证号、银行卡

号、开户银行、开户城市、联系方式等信息，以便于制作薪酬发放表。

(5) 回答问题时，记录答辩人的回答；将记录录入秘书系统；遇记录困难或有

疑问的，应在答辩结束后向答辩人询问、确认记录内容。

(6) 评议开始前，确保答辩人、导师、旁听人离开会场。导师担任答辩委员

的，令其填写表决票后离开会场。

(7) 进行表决时，向答辩委员分发表决票。填写完毕后收回，然后唱票、宣布

表决结果。

(8) 表决完毕后，展示答辩委员会意见草稿，协助答辩委员修改草稿，最终得

到正式的答辩委员会意见，并录入秘书系统。

(9) 形成意见后，请所有答辩会参与人重新入场。在答辩委员会主席的主持

下宣读答辩委员会意见；打印“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报告书”，并请答辩委员会相

关老师签字。

(10) 结束离场时，秘书负责清理现场卫生和归还相关设备。

3. 答辩完后

(1) 将表决票粘贴至“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粘贴页”。

(2) 从北京大学财务部网站下载劳务发放表（校外）和薪酬发放表（校内）；

将校外评阅人和答辩人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必须是评阅人本人开的

卡）、应发金额等所有信息分别详细填入劳务表内。标准是：硕士论文无论评阅、

答辩、校内、校外均为 100元/篇/次；填写完毕后，将电子版发与系研究生教务老

师。

(3) 确认全部答辩材料是否齐全，并按档案目录整理；并尽快将其与纸质版

劳务发放表（校外）和薪酬发放表（校内）一道交予系研究生教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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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博士生综合考试秘书

1. 综合考试之前

(1) 待教研室确定好综合考试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后，及时通知参加综合考试

的博士生和教研室老师及其它学生按时参加。

(2) 督促参加综合考试的博士生于中心网站下载并填写完“课程成绩表”、“科

研论文评语表”、“读书报告评语表”，并督促将其与相应科研论文和读书报告等

资料的电子版一道于综合考试面试至少 15天之前发予其导师。

2. 综合考试当天

(1) 秘书应提前到场，从教研室相关老师处借好投影仪和电脑，并协助参加

综合考试的博士生做好准备工作。

(2) 注意提醒每位参加综合考试面试的博士生把握好报告的时间节点，原则

上 20分时，提醒报告人还剩 10分钟，30分钟时提醒考评委员会主席时间到，由

考评委员会主席宣布报告结束；而后进入问答环节，大约 30分钟。

(3) 秘书负责记录关于参加综合考试的博士生的问答情况和考试委员会评语，

并协助参加综合考试的博士生于校内门户填写完“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学科综合考试审核表”。

(4) 离场时，秘书负责清理现场卫生和归还相关设备。

3. 综合考试完后

博士生问答情况和审核表打印出来后，秘书负责找考评委员会相关老师签字，

并将其送至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处（秘书自行把握时间，原则上越早越好）。

12.4 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秘书

1. 开题之前

(1) 督促参加开题的博士生，将其开题相关资料至少 7天之前发予其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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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研室确定好开题的时间和地点后，及时通知教研室老师、参加开题的

博士生及其它学生按时参加。

2. 开题当天

(1) 到教研室相关老师处提前借好借好投影仪和电脑，并协助参加开题的博

士生做好准备工作。

(2) 注意提醒开题人注意把握好开题报告的时间节点，原则上 20分时，提醒

报告人还剩 10分钟，30分钟时提醒审查小组组长时间到，由审查小组组长宣布报

告结束；而后进入问答环节，大约 30分钟。

(3) 秘书负责记录关于参加开题博士生的问答情况，并协助审查小组形成开

题人的选题报告考评意见。

(4) 离场时，秘书负责清理现场卫生和归还相关设备。

3. 开题完后

将考评意见发予开题的博士生，督促其于校内门户填写完“北京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选题报告审核表”并打印出来，而后由秘书负责找考评小组相关老

师签字，并将其与开题问答情况记录一道送至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处（秘书自行把

握时间，原则上越早越好）。

12.5 博士生学位论文预答辩秘书

1. 预答辩之前

(1) 待教研室确定好预答辩的时间和地点后，及时通知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

和教研室其它学生按时参加。

(2) 督促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将学位论文初稿打印出来装订好，并于预答

辩之前至少 7天交予预答辩委员会相关老师（也可发电子版，具体如何可咨询相

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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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督促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将其预答辩所用的幻灯片于预答辩至少 7天之

前发予其导师。

2. 预答辩当天

(1) 秘书应提前到场，从教研室相关老师处借好投影仪和电脑，并协助参加

预答辩的博士生做好准备工作。

(2) 注意提醒每位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把握好报告的时间节点，原则上 20分

时，提醒报告人还剩 10分钟，30分钟时提醒预答辩委员会主席时间到，由预答辩

委员会主席宣布报告结束；而后进入问答环节，大约 30分钟。

(3) 秘书负责记录预答辩委员会对参加预答辩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初稿的修改

意见。

(4) 预答辩结束时，秘书负责清理现场卫生和归还相关设备。

3. 预答辩完后

将预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修改意见发予预答辩的博士生，督促其于校内

门户填写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全面审查（预答辩）表”并打印出来，而后

由秘书负责找答辩委员会相关老师签字，并送至博士生教务秘书处（秘书自行把

握时间，原则上越早越好）。

12.6 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秘书

1. 答辩之前

(1) 注册通知阶段

1© 待教研室确定好答辩的时间和地点后，及时通知参加答辩的博士生和教研

室其它学生按时参加。

2© 督促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将学位论文底稿打印出来装订好，并于答辩之

前至少 7天交予答辩委员会相关老师（也可发电子版，具体可咨询相关老师）。

3© 向答辩人索取学号和论文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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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到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处进行登记，开通秘书账号。

5© 登录校内门户 http://sims.pku.edu.cn/sgims/login.html，用本人学号

和答辩人提供的论文编号，将秘书身份与答辩人绑定。

(2) 收集材料阶段

1© 注册秘书账号时，系研究生教务老师提供若干材料。

2© 向答辩人导师索取导师评语表（1式 2份），并令导师将评语录入系统。导

师未予录入的，可登陆秘书系统代为录入；

3© 向答辩人索取：答辩申请书（1 式 2 份）、科研统计表及其附件（1 式 2

份）、原创性声明（1式 2份）、论文 1本；其中，重点审查科研统计表的附件是

否齐全，它包括：表内所列成果所发表期刊的封面、版权页、目录及正文第一页

的复印件。所有复印件 1式 2份；科研成果发表于外文期刊或学术会议的，需附

加导师开具的证明信以说明该期刊或会议的学术水平、权威性及公信力。证明信

1式 2份。

4© 登陆秘书系统，选择答辩人，录入答辩时间和地点；录入答辩委员会成员

名单。答辩委员不在专家库中导致无法录入的，将该委员的姓名、单位、职称、

专业等信息通知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后，请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录入专家库，之后再

行录入；统计评阅人意见，并录入评阅结果；打印评阅意见统计、答辩委员会成

员组成表、档案封面 A、B。

5© 收集以上所有材料后，核对份数是否正确、签字是否齐全，不全的应及时

补全。

6© 按档案封面 A、B将所有材料分为 A、B两类，每类按照封面目录顺序重

新整理。

(3) 申请答辩阶段

1© 将以上材料提交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待审查盖章通过后提交学术委员会审

核。提交时间不应晚于答辩日前 7天。

2© 定期登陆秘书系统检查学术委员会是否审核通过，如没有通过联系系研究

生教务老师。

(4) 前期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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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答辩通过后，将材料及表决票取回（注意核对数量，答辩表决票数量

和答辩委员会人数一致）从系研究生教务老师处领回。

2© 登陆秘书系统打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粘贴页”。

3© 拟定答辩委员会意见草稿。草稿内容包括：评价选题意义；概述论文主要

内容及结论或成果；简述论文的缺点和不足；总体性评价答辩人的答辩表现、论

文的内容与成果、论文写作的规范性；答辩委员会决议及学位授予建议。草稿的

拟定应基于导师评语和评阅人意见，必要时查阅原文。

2. 答辩当天

(1) 答辩开始前，秘书应携带自身电脑、纸、笔等提前到场，从教研室相关老

师处借好投影仪和答辩用的电脑，并协助参加答辩的博士生做好准备工作。

(2) 答辩陈述时，注意提醒每位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把握好报告的时间节点，

原则上 20分时，提醒报告人还剩 10分钟，30分钟时提醒答辩委员会主席时间到，

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报告结束；而后进入问答环节，大约 30分钟。同时注意记

录答辩陈述摘要或提纲，并录入秘书系统。

(3) 答辩提问时，记录提问人及问题内容。答辩委员提问，须全部记录；其他

人员提问，未被答辩委员会驳回的应记录；将记录录入秘书系统。

(4) 进入茶歇时，向答辩委员发放聘书，并收集校外委员的身份证号、银行卡

号、开户银行、开户城市、联系方式等信息，以便于制作薪酬发放表。

(5) 回答问题时，记录答辩人的回答；将记录录入秘书系统；遇记录困难或有

疑问的，应在答辩结束后向答辩人询问、确认记录内容。

(6) 评议开始前，确保答辩人、导师、旁听人离开会场。导师担任答辩委员

的，令其填写表决票后离开会场。

(7) 进行表决时，向答辩委员分发表决票。填写完毕后收回，然后唱票、宣布

表决结果。

(8) 表决完毕后，展示答辩委员会意见草稿，协助答辩委员修改草稿，最终得

到正式的答辩委员会意见，并录入秘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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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形成意见后，请所有答辩会参与人重新入场。在答辩委员会主席的主持

下宣读答辩委员会意见；打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报告书”，并请答辩委员会相

关老师签字。

(10) 结束离场时，秘书负责清理现场卫生和归还相关设备。

3. 答辩完后

(1) 将表决票粘贴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粘贴页”。

(2) 从北京大学财务部网站下载劳务发放表（校外）和薪酬发放表（校内）；

将校外评阅人和答辩人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必须是评阅人本人开的

卡）、应发金额等所有信息分别详细填入劳务表内。标准是：博士论文校外专家评

阅、答辩 300元/篇/项，校内评阅人、答辩人的姓名、工资号、实发金额分别填入

薪酬表内，标准是评阅 300元/篇，答辩 200元/篇；填写完毕后，将电子版发与系

研究生教务老师。

(3) 确认全部答辩材料是否齐全，并按档案目录整理；并尽快将其与纸质版

劳务发放表（校外）和薪酬发放表（校内）一道交予系研究生教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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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编

“逻辑前沿问题”课程规定

为保证“逻辑前沿问题”课程顺利开展，现制定以下规定：

1. 教学内容

(1) 本校教师研究方向和新近成果的报告、讨论；

(2) 研究生研究成果报告；

(3) 逻辑学前沿问题及研究情况介绍；

(4) 学术技能讲座；

(5) 外校专家学者学术报告；

(6) 小型专题研讨会。

2. 教学方式

(1) 本课程每学期开设，采取讨论班的形式，由全体逻辑专业的教师、研究生

报告，并根据情况，邀请外校教师演讲、报告。

(2) 博士生原则上每学期报告一次，毕业学年可以不参加。

(3) 硕士生原则上第二学期起每学期一次，毕业学期可以不参加。

(4) 每次课三小时，两小时报告，一小时提问、讨论、评议。报告时需有必要

的电子版文件。

(5) 博士生原则上需组织一次小型研讨会。一般由 3-5人（研究生为主，可有

教师参加）为主要报告人，就同一主题进行报告、研讨。

(6) 外请报告设学生记录员（由中心网站管理员按照一定次序安排）需整理

相关报告的报告概况、问答情况，并负责给报告人拍摄照片，在报告结束当晚发

送给中心网站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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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学分

(1) 博士生：逻辑前沿上、下各 3学分；

(2) 硕士生：逻辑前沿上、下各 2学分。

4. 选课时间 第 3和第 4学期（硕、博）。非选课学期也需参加讨论班（毕业

年级除外）。

5. 课程成绩 根据各学期的表现综合评定成绩。课堂表现 30 分，报告质量

70分。由全体教师评定。

6. 其它要求

(1) 报告人须将报告题目和评论人（报告人自行联系）姓名提前 7天告知中心

网站管理员。

(2) 报告人须在报告前准备幻灯片及文字稿（学术论文的初稿或所讲内容的

长摘要）并在报告前 1周的周末前向中心网站管理员发送报告相关材料（幻灯片

或文章初稿或相关文献等），幻灯片及文章须经导师同意。

(3) 评论人负责记录问答情况、自己的评论内容、报告人导师的评论内容，整

理时尽量按中心网站公布的格式进行，涉及的数学符号或使用中文字体下的符号，

或代之以 LATEX命令；

(4) 评论人同时负责给报告人拍摄照片，并选出像素较高、角度适宜、光线适

当的 2-3张照片准备上传网站。

(5) 报告结束后当晚需将报告幻灯片的最终版及相应文字稿发送至中心网站

管理者邮箱。

(6) 请及时关注中心网站 http://www.phil.pku.edu.cn/cllct/ann_content.

php?msgid=563的帖子：逻辑前沿问题讨论班报告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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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编

关于研究生与导师合作发表论文署名的说明

（仅供参考）

为避免发生不良问题，明正确立学术规范，合理表明作者贡献，促进学生良

好学术品格养成和本着学术平等的精神提高学生独立学术工作能力，现就导师指

导下的研究生论文或合作论文的署名问题作出以下说明∗：

1. 导师在内容上没有实质贡献，只是在大致方法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导

师不署名。

2. 导师在内容上有实质贡献的前提下可以署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提供具体题目、前期文献，由研究生完成，研究生第一署名。

(2) 提供具体题目、主要思路，由研究生完成，作者可自行确定署名顺序。

(3) 提供具体题目、主要思路、关键性内容（关键性证明等），研究生完成大

部分写作，导师可第一署名。

(4) 完成主要内容，研究生参与写作，一般情况下导师第一署名。

∗ 由于署名涉及因素较多，同时国内及国际学术环境及习惯有所不同，所以这里未做十分详尽
的说明，而是代之以整体性原则以做宏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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