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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养目标 

（1）应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掌握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科

学道德。品行优良、身心健康。 

（2）能够适应科学进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

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语科技资料和文献，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有严谨的科研作风，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较强

的学术交流能力。 

（3）在科学研究或专门工程技术工作中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品德及基本素质要求 

a．遵守国家、学校等部门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遵从社会公德； 

b．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诚实守信，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严禁弄虚作假，尊重他人劳动和

权益，合理使用引文或引用他人成果。 

c．热爱从事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具有探索真理、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 

d．具有探索航空宇航科学发展规律、科学总结等学术素养； 

e．具有严谨求是的科学态度、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f．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意识。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工学硕士是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后备

军，相关基础知识储备应注重科学性。 

a.基础知识 

在本科飞行器设计相关专业的知识基础上，掌握本专业方向更多、更深的基础和专业基

础知识，如高等动力学、航天器制导导航与控制、高超声速飞行动力学、飞行器系统仿真等。 

b.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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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具体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掌握该方向的专门理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如空间柔性

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 ᾢ └ ȁ飞行器智能故障诊断、飞行器机电系统设计与仿

真等。 

c.工具性知识 

围绕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深入了解相关工具的专业基础原理和使用方法，并能熟练应

用于实际问题分析，如航天器系统仿真技术、飞行器组合导航仿真与设计、航天器机电系统

设计与测试技术等。 

计算机：能以计算机为工具支持日常办公及技术和管理工作；根据任职岗位开展科学研

究和工程应用需求，具有相应的计算机应用知识。 

文献检索：掌握传统文献检索方法，并能运用互联网等现代手段获取国内外技术信息。 

d.实验知识 

围绕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深入掌握实验系统设计方法、实验技能和数据分析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能完成与本学科相关的实验测试。 

（3）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学生应在获取知识、科学研究、实践动手、学术交流等方面努力培养一定的能力。 

a.获取知识的能力 

1）硕士生应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通过阅读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交流会等多

种形式和渠道，培养主动获取研究所需要知识的自学能力、掌握正确研究方法的能力； 

2）深入地掌握航天器系统原理、工程技术和专门的专业知识，熟悉本专业的最新发展状

况和趋势； 

3）能够从工程实践、研究论文、学术报告、实验探索中挖掘和发现新问题和研究课题。 

b.科学研究能力 

1）熟悉本研究方向的基本研究方法，了解本研究方向的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熟悉航天

领域技术和标准，相关行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2）具有应用科学理论方法、获得科学实验数据和进行合理分析的能力，对航天器系统进

行创新设计能力； 

3）具有对本研究方向重要问题的评判能力，能够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价值判断。 

c.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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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开展专门技术工作的研发； 

2）能够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学以致用，设计新产品、创造新工艺和开

展科学实验； 

3）能够自行设计并搭建实验装置； 

4）具有与他人良好合作，实施工程项目的能力。 

d.学术交流能力 

1）硕士生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学术论坛、学术报告会、学术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等学术

活动； 

2）比较熟悉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撰写论文摘要，具有初步的听

说能力； 

3）能够准确、精炼地表达自己学术观点和研究结果。 

e .其他能力 

具有较高的人文和道德素养。 

3. 培养方向 

（1）飞行器系统设计            （2）飞行动力学与控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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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体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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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为 29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

于 17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 

对经典文献阅读的要求：导师指定经典文献 1 篇（原文献不少于 A4 纸 4 页），学生翻译

后交给导师批阅，由导师给出成绩； 

对学术交流的要求：导师按照课题需求指导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或参加课题

组内研讨会，最后学生提交演讲稿（文字演讲报告、PPT 均可）给导师批阅，由导师给出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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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养目标 

（1）应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掌握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科

学道德。品行优良、身心健康。 

（2）能够适应科学进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

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语科技资料和文献，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有严谨的科研作风，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较强

的学术交流能力。 

（3）在科学研究或专门工程技术工作中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品德及基本素质要求 

a．遵守国家、学校等部门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遵从社会公德； 

b．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诚实守信，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严禁弄虚作假，尊重他人劳动和

权益，合理使用引文或引用他人成果。 

c．热爱从事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具有探索真理、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 

d．具有探索航空宇航科学发展规律、科学总结等学术素养； 

e．具有严谨求是的科学态度、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f．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意识。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学科的工学硕士是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

后备军，相关基础知识储备应注重科学性。 

a.基础知识 

在本科飞行器设计相关专业的知识基础上，掌握本专业方向更多、更深的基础和专业基

础知识，如等离子体物理、航天器制导导航与控制、飞行器现代设计方法、飞行器系统仿真、

飞行器轨迹优化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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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专业知识 

围绕具体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掌握该方向的专门理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如空间电推

进原理、计算等离子体物理、高等空气动力学、空间环境下材料动态行为及试验技术、热力

系统动态学等。 

c.工具性知识 

围绕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深入了解相关工具的专业基础原理和使用方法，并能熟练应

用于实际问题分析，如辐射传热原理、Matlab 及其应用、深空探测轨道设计、人机工程学、

飞行器先进制导方法、飞行器现代控制方法、空天探测系统设计、飞行器任务规划、飞行器

地面模拟试验技术、现代小卫星系统技术专题、深空探测器自主导航专题等。 

计算机：能以计算机为工具支持日常办公及技术和管理工作；根据任职岗位开展科学研

究和工程应用需求，具有相应的计算机应用知识。 

文献检索：掌握传统文献检索方法，并能运用互联网等现代手段获取国内外技术信息。 

d.实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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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对本研究方向重要问题的评判能力，能够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价值判断。 

c.实践能力 

1）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开展专门技术工作的研发； 

2）能够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学以致用，设计新产品、创造新工艺和开

展科学实验； 

3）能够自行设计并搭建实验装置； 

4）具有与他人良好合作，实施工程项目的能力。 

d.学术交流能力 

1）硕士生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学术论坛、学术报告会、学术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等学术

活动； 

2）比较熟悉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撰写论文摘要，具有初步的听

说能力； 

3）能够准确、精炼地表达自己学术观点和研究结果。 

e .其他能力 

具有较高的人文和道德素养。 

3. 培养方向 

1ȁ ᵣ ꜚ  2ȁ ᵣ 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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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程一般为考查课程。原则上用 0.75～1 学年时间完成课程学

习，用 1～1.25 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为 29 学分，其中学位课

不少于 17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 

对经典文献阅读的要求：导师指定经典文献 1 篇（原文献不少于 A4 纸 4 页），学生翻译

后交给导师批阅，由导师给出成绩； 

对学术交流的要求：导师按照课题需求指导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或参加课题

组内研讨会，最后学生提交演讲稿（文字演讲报告、PPT 均可）给导师批阅，由导师给出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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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养目标 

（1）应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敬业并遵从职业道德规范，珍视集体主义思

想和团队精神； 

（2）具有严谨、务实的科学素养和坚实的专业基础、工程实践能力强；是具有创新思维的

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 

（3）航天工程学科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本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本领域的技

术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与本领域任职岗位相联系的专门知识及管理知识；具有学习和应用

本领域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语科技资料和文献； 

（4）要求能够独立完成一个完整并具有一定难度的工程设计、技术开发、实验研究或工程

分析等工作。 

（5）在科学研究或专门工程技术工作中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2.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品德及基本素质要求 

遵纪守法，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

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杜绝抄袭与剽窃、伪造与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 

应掌握航天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

状和发展趋势，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事工程设计与运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

发、管理与决策能力。能够胜任航天工程领域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工作。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和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坚持实事

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能够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遵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富有合作精神，能既正确处理国家、单位、个人

三者之间的关系，也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专业学位硕士生应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涵盖本领域任职资格涉及的主要知

识点。 

a.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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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科飞行器设计相关专业的知识基础上，掌握本专业方向更多、更深的基础和专业基

础知识，如高等动力学、航天器制导导航与控制、高超声速飞行动力学、飞行器系统仿真等。 

b.专业知识 

围绕具体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掌握该方向的专门理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如空间柔性

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 ᾢ └ ȁ飞行器智能故障诊断、飞行器机电系统设计与仿

真等。 

c.工具性知识 

围绕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深入了解相关工具的专业基础原理和使用方法，并能熟练应

用于实际问题分析，如航天器系统仿真技术、飞行器组合导航仿真与设计、航天器机电系统

设计与测试技术等。 

计算机：能以计算机为工具支持日常办公及技术和管理工作；根据任职岗位开展科学研

究和工程应用需求，具有相应的计算机应用知识。 

文献检索：掌握传统文献检索方法，并能运用互联网等现代手段获取国内外技术信息。 

d.实验知识 

围绕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深入掌握实验系统设计方法、实验技能和数据分析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能完成与本学科相关的实验测试。 

（3）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专业学位硕士生应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组织协调方面培养能力。 

a.获取知识能力 

应能借用相关方法和途径获得各种载体的知识素材，并通过学习、合理分类归档、比较

与分析、综合与归纳、提取与再制，形成为己所用的知识。 

b.应用知识能力 

应具有运用专门知识和综合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工程应用中有关技术或管理问题的能

力。善于用所学的理学基础知识，经推理或演绎发现工程实际问题的科学规律，并能够运用

数理语言来描述工程实际问题所遵循的规律。在任职岗位实践中，能合理选用类比、试验或

计算等方法解决工程技术或管理的实际问题；能结合任职岗位的需求，运用现代设计、分析、

计算、决策等软件工具或实（试）验分析平台，进行研究、开发及管理工作。能独立承担与

航天工程领域工程技术或管理相关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能根据工作性质和任务，独立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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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技术管理人员完成项目的立项、方案的设计与论证，并独立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项目的

实施及验证。 

c.组织协调能力 

应对所从事的工程技术或管理工作有深刻的认识，能从技术及管理层面合理规划并分解

工作；能充分了解所在单位的技术能力、管理风格和人事背景；善于听取意见、勇于修正错

误；能明晰和策略地表达自己的技术或管理见解及建议。 

4. 培养方向 

（1）飞行器系统设计            （2）飞行动力学与控制 

（3）飞行器智能自主导航、制导与控制      （4）深空飞行与着陆返回 

（5）飞行器一体化设计与仿真           （6）复杂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   

（7）航天器空间环境效应及其对策    （8）空天飞行器结构与防护 

4. 课程体系设置 

≢   
 

ῤ/  
№ 

 

 

 

 

 

 

 

 

 

 

 

ᵝ 

 

 

 

Ὲ 

῍ 

 

ᵝ 

 

MX61001 Ҭ ᴪҺӈ ҍ

 
32 2  ḱ 

MX61002  16 1  ḱ 

FL62000 ѿ ̂ ̃ 32 2  ḱ 

 

 

 

 

 

 

 

 

 

 

 

MA63002 ṿ№ B 32/12 2  ḱ 

AS64401 └ ȁ ҍ └ 48 3  

 

AS64402 ף  32 2  

AS64403 ᵣ ꜚⱬ  26/6 2  

AS64404 Ḥ  32 2  

AS64405 ⱬ №  26/6 2  

AS64406 ‖₯ꜚⱬ  40/8 3  

MS64003 ᵣ  32 2  

AS64407 ꜚⱬ  32 2  

 

 

Ғ 

ҙ 

 

AS64408 ᴏ ҍ CAD 30/18 3  

 

AS64409 ᴨ  32 2  

AS64410 ꜚⱬ ҍ └ 24/8 2  

AS64411 ҍᴏ  32 2  

AS64412 ֲ  32 2  

AS64413 
Ҋ ꜚ ҹ

 
4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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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65004 ҍ ᴇ 32 2  ḱ 

ḱ  

AS68203 Ғҙ  - 2 - ḱ 

AS69201 ᵝ  - 1  ḱ 

GS68001 ᴪ   1  ḱ 

 

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程一般为考查课程。原则上用 0.75～1 学年时间完成课程学

习，用 1～1.25 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航天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方向）的总学分要求为 32 学分，

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0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