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专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仅适用于 2019 级研究生） 

 

一、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具备严谨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并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解决企事

业关键技术难题能力的专业人才。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掌握人工智能领域较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宽广深入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方法和现代技

术手段，具有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工程应用能力、项目组织能力。

具备成为技术战略、架构设计等技术领头人的潜力。 

二、招生对象 

    具备参加当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资格。主要招收参加当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本科毕业生。 

三、考试方式 

1、参加当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 

2、在达到南京大学电子信息类人工智能专业工程硕士最低分数线的前提下，

严格执行差额复试；按照 1：1.2 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确定复试名单。 

3、复试由南京大学主持，包括笔试、程序设计上机考试和面试。笔试、机

考或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复试成绩将计入总分，重新排序，按序从高到

低依次录取。  



4、复式笔试内容包括离散数学和机器学习。程序设计上机考试用

C/C++/JAVA 编程语言进行。 

四、课程设置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需修满 32 个学分，A 类课程是公共基础课，

B类课程是专业必修课程，C类课程是专业实践课程，D类课程是专业选修课程。

A、B、C 为必修课程。课程设置将根据培养工作的实践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需

求，每年进行适当调整。  

A 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学分） 

  自然辩证法                 （1 学分） 

  第一外语               （4 学分） 

  B 类： 

   博弈论与应用                 （3 学分） 

高级数据挖掘              （3 学分） 

智能系统平台 or 机器学习系统平台        （3 学分） 

  C 类： 

  专业实践                                  （6 学分） 

     D 类： 

深度学习与应用                      （2 学分） 

符号学习                             （2 学分） 

概率图模型                      （2 学分） 

演化算法                              （2 学分） 



信息检索                               （2 学分） 

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生成)                    （2 学分） 

机器人学                                 （2 学分） 

人工智能企业实训                         （2 学分） 

机器学习导论                           （2 学分） 

高级机器学习                           （2 学分） 

知识表示与处理                            （2 学分） 

模式识别与计算机视觉                     （2 学分） 

自然语言处理                           （2 学分） 

泛函分析                             （2 学分） 

数字信号处理                             （2 学分） 

计算方法                             （2 学分） 

控制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机器人学导论                            （2 学分） 

分布式与并行计算                         （2 学分） 

分布式计算研究导引                       （2 学分） 

agent 技术                              （2 学分） 

计算智能                              （2 学分） 

网络安全与检测技术                       （2 学分） 

可计算性与可判断性                       （2 学分） 

网格技术                             （2 学分） 

物联网技术导论                           （2 学分） 



最优化方法                               （2 学分） 

五、学制管理与课程考核方式 

1. 实行 3 年学制，最长年限为 4 年。 

2. 校公共课程的考核以命题笔试为主，由相关院系负责。 

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考核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具体确定。 

专业实践课程考核以研究生提供的实践计划(工作任务)、实践（工作经验）

总结报告、研究报告为依据。实践（工作经验）总结报告主要考核研究生的工作

能力(基本素养、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等，需加盖实习单

位评语、评分和公章)。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生专业实践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

开展，所撰写的总结报告要有一定的深度和独到的见解，实践成果应能直接服务

于实践单位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和高效生产。通过学生在工程实践环节中的态

度、实践内容以及总结报告质量，经导师与专业负责人评审，获得相应学分。 

六、学位论文 

1、论文质量 

论文课题可由指导教师确定或来源于企业，应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和实用价

值，直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也可以是某一个大项

目中的子项目。论文所涉及的课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论文要有一定

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与一定的创新性，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本专业基础理论

和专业知识较好地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从事软件项目研发和管理的能力以

及创新意识。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工程项目技术报告、关键技术的研究论文等。论文写作

满足格式规范，条理清楚，表达准确的要求，具有先进性、实用性。 



2、论文评审 

（1）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论文预答辩。 

（2）通过预答辩的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才能正式进入评阅，论文评阅人至少两

名，都必须是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计算机工程领域专家。 

3、学位答辩 

（1）在收到至少两名论文评阅人同意进行论文答辩的评阅意见之后，方可组

织对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正式答辩。 

（2）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 名计算机运用技术工程领域专家组

成。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 

（3）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补充

修改论文资料，重新答辩一次。 

（4）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经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方可授予

工程硕士学位。 

七、学位授予 

凡课程学习修满 32 学分，并通过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者，由南京大学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