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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 

研究生开学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 

                                       研通字[2016] 25 号                                        

                                                    

各院系： 

为了做好研究生新学期开学教学和选课工作，现将若干具体注意事项通知如

下： 

一、基本要求 

1．全校新老研究生统一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开始上课。各院系务必按研究

生课程表安排好开学教学工作，并检查开学初，尤其是第一周的教学情况。所有

研究生课程根据校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复旦大学 2013—2014 学年校历》的时间

安排，按每天 13节排课；第一节课上课时间为 8：00，第六节课上课时间为 13：

30，第十一节课上课时间为 18：30，请务必通知到每位上课教师。 

2．各院系若有全英文上课的课程，在系统中排课时务必在班号栏中用“*”

号作标记。 

3．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要求学生选课以研究生课表为依据选入规定

的班级，选课后不得跨班上课，选错班级或未选课者无法登录成绩，按无成绩处

理。第二外国语仅供二年级学生选课，课时一学期，限选一门，选课时必须慎重。              

4．为了让更多的同学能选到课并完成课程学习，所有选修的课程在系统开

放期间未退课，而又无故不听课或擅自缺考者，作旷考论处，成绩按 F 记载。

凡有 F 成绩均不能毕业。 

5.选课系统开放时间：2016年 8月 29 日上午 8：00开放选课系统，2016年

8 月 29 日-2016 年 9月 4 日为选课时间；2016 年 9 月 5 日-2016 年 9 月 19 日上

午 8 ： 00 为 调 整 时 间 ， 调 整 结 束 后 选 课 系 统 关 闭 。 选 课 网 址 ：

http://www.gs.fudan.edu.cn→学生网上选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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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生如遇选课密码错误等问题，以及在选课过程中若遇到网络系统技术

问题请与信息办联系（电话：65643207）；选课课程不明确的请通过以下方式联

系咨询：公共课、公选课联系电话：枫林校区 54237024、其余校区 65643993；

其他课程请联系各开课院系教学管理人员。 

7．新生初次网上选课缺乏经验，因此各院系要充分重视，加强组织、管理，

切实做好研究生选课工作，包括提供必要的设备、指导研究生正确选课。 

二、培养方案维护 

请各院系在 7 月 8日之前完成培养方案的维护并提交。个别院系或专业确因

特殊原因不能在此前完成的，请提前与培养办联系和说明情况，培养办将在暑假

安排人员进行审核，以确保 2016级新生正常选课。 

三、评教事宜 

通知所有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有选课的学生务必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

—2016 年 9 月 19 日 登 录 研 究 生 教 育 管 理 系 统 （ 网 址 ：

http://www.gs.fudan.edu.cn→研究生综合服务系统）进行教学评估。未评教的

学生不能选课、查询成绩。 

四、公共课选课安排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选课要求 

1、各类研究生的课程和学分要求 

（1）硕士生应修 1 门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 学

分）和 1 门选修课（《自然辩证法概论》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2）三年制博士生（以下简称“普博生”）应修 1 门必修课（《中国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2学分）。 

（3）五年制直博生（以下简称“直博生”）应分别修读上述硕士生和普博生

的必修课。 

2、各类研究生均应在第一学年将政治课修读完毕，但必修课、选修课的修

读时间先后不做要求。 

3、各类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均为按学期、分院系开设，部分院系于第一学

期开设，部分院系于第二学期开设。 

4、硕士生政治选修课按学期开设，第一学期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第二

学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应修读其中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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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直博生在第一学期和本院系硕士生共同修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根据开课时间安排，在第一或第二学期与本院系博士生共同修读《中

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6、港澳台籍研究生和留学生不修读政治课，但需用学位基础课或学位专业

课替代相应学分。 

（二）第一外国语（英语）选课要求 

1、硕士生英语为 4 学分；普博生英语为 2 学分；直博生英语为 2 门课程 4

学分；硕博连读生硕士在读期间修满 4个学分的学位英语课程，博士在读期间免

修学位英语课程（医科生除外）。 

2、因 2016级研究生公共英语培养方案有所调整，研究生英语课程也进行了

相应改革，硕士生、博士生打通选课。为保证选课顺利进行，选课系统第一周仅

对硕士生、直博生开放，第二周对所有研究生开放。公共英语课程分为三大模块：

综合英语模块、学术英语模块（包含写作、听说、学术交流、翻译等课程）、文

化课程模块（英美文学欣赏），只需在此三大模块中任选一门或两门课程，满足

学分要求即可。博士生如第一学期未选上课，请第二学期再选。 

（三）第一外国语（其他语种）选课要求 

1、此类课程只开设一个学期。第一学期面向硕士生开设，4 学分；第二学

期面向博士生开设，3学分。 

2、留学生的第一外国语为汉语，普博生 3 学分、硕士生 4 学分，不属于全

英文教学项目的留学生均应修读。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同学可向开课院系申请免修，

但不免考。 

3. 第二外国语由原两学期连续修读，改为两学期分别单独开设,每学期各两

学分,学分独立计算,选课的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部分或全部选修。 

五、公共课选课要求(医学大类研究生) 

 

1、公共政治课 

所有硕士生（除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单独开设、药学院硕士生第二

学期选修外）必须选修政治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 学分）

和“自然辩证法”（1学分）。 

（1）住宿枫林校区硕士生必须选修每周五在枫林校区开设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与“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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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宿邯郸校区的临床医学学术型硕士生必须选修每周三在邯郸校区开

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与“自然辩证法”。 

（3）药学院硕士生第二学期选修在张江校区开设的“自然辩证法”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4）博士生必须选修在枫林校区开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 学

分）。 

    （5）直博生政治课共 2门（4学分），本学期必须选在枫林校区开设的博士

生政治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 学分）与硕士生政治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 

     2、公共英语课 

硕士生英语分为三个校区开课。 

（1）住宿枫林校区硕士生选修周一或周四在枫林校区开设的“医学班”英

语课。 

（2）住宿邯郸校区的临床医学学术型硕士生选修每周三在邯郸校区开设的

“医学班”英语课。 

（3）药学院硕士生选修每周三在张江校区开设的“药学班”英语。 

（4）博士生、直博生本学期公共英语课按所在院系的选课指导进行课程选

修。 

3、体育课 

医学类学术型硕士生在专业课不冲突的情况下必须选修体育课，未选上的同

学可以下学期选修。住宿在邯郸校区的临床医学学术型硕士生选下学期在邯郸校

区开设的体育课。其他医学类学术型硕士生选修枫林校区开设的体育课。 

4、在职申请博士学位及硕士学位人员： 

公共课程（政治课、英语课）均参照医学公共英语课与公共政治课的安排及

所在院系的选课指导进行课程选修。 

公共课开设地点均在枫林校区，详见课表。 

5、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具体课程设置和选课要求均参照《复旦大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方案总则》。各医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在研究生入学时将给予选课指导。 

六、成绩录入系统事宜 

1、开学后各开课院系教务员需及时审核 2017年春季毕业生的成绩。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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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最迟于 2016年 9月 19日前登录系统，确保毕业生在答辩前将成绩正确、完

整、无误地登录记载。 

2、研究生成绩录入系统于 2016年 6 月 25日开放，各开课院系须在 2016年

9月 19日前将 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所开设课程的考试成绩输入到系统中（在

学校规定时间内，院系有录入时间规定的，以院系规定为准）。学生若至 9月 20

日后上网查询无成绩，可到开课院系查询。公共课开课院系联系电话：社会科学

基础部电话 65643040，外文学院大学英语部电话 65642704，外文学院 65642692，

哲学学院电话 65642675，枫林校区英语教学部 54237844。 

七、补考、缓考具体安排 

1、公共课补考、缓考：补考、缓考的研究生必须在开课院系办理完相关手

续后方能参加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2016年 8 月 31日 9：00—11：00   硕士、博士英语补考 

2016年 8 月 31 日 14：00—16：00   硕士、博士政治补考 

2016年 9月 1日上午   各门公共选修课考试 

考试地点由院系另行通知（学生可以到开课院系问询）。公共课缓考、补考

联系电话见上面第六条第 2点。 

2、其它课程的补考、缓考由院系自行安排。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2016年 6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