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方案代码： 2023004083125500001

审核状态： 通过

研 究 生 培 养 方 案

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图书情报 （代码：1255）

二级学科/专业学位领域名称：图书情报 （代码：125500）

培养方案名称：2023级图书情报(专业学位双证硕士生)

研 究 生 院 制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培养方案基本信息

培养方案
名称

2023级图书情报(专业学位双证硕士生)

适用培养
单位

文献信息中心 适用年级 2023级

一级学科/
类别

图书情报
一级学科/
类别代码

1255

专业/领域 图书情报
专业/领域

代码
125500

研究方向
培养方案
编码

2212550001

适用培养
层次

硕士
适用学位
类型

专业学位
适用培养
方式

非定向,定向

适用入学
方式

是否适用
国内学生

是
是否适用
国际学生

是

是否全英
文项目

--
是否双学
位项目

-- 学制 3

培养目标

1.学科与专业概括

培养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古籍/文物保护、计

算机知识解决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业素养，胜任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

作，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文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2.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通过特定且具有前瞻性的课程学习和相关专业训练，要求扎实地掌握图书情报专业基本原

理，具备从事图书情报相关工作的基本知识、专业思维、实践能力与实施技巧；具备开放的

国际化视野，能够把握图书情报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而解决相关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3.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检验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标志为：

（1）参与科研项目、课题研究或专题调研，掌握文献调研和学术写作的基本方法；

（2）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利用专业外语资料；

（3）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要求修复完成200页以上的破损书页，编目完成50种以上的古籍原

编或1种专编目录（含100至200种文献）。

培养方案学分数要求

最低总学分要求（包含课程与必修环节） 44学分

课程分类 课程子分类 最低学分 最少门数(非必填)

1 学位公共课

政治理论课 3 2

第一外国语 4 2

专业外语课 0 0

2
学位核心课

学位基础课 5 2

学位专业课 18 6

学分小计 23

3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8 3



3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0

跨一级学科选修课 0

学分小计 8

必修环节学分数 6

其他说明：

总学分 44学分

1.政治理论课 须修2门 3学分

2.第一外国语 须修2门 4学分

3.学位基础课 须修2门 5学分

4.学位专业课 须修6门 18学分

5.专业选修课 须修3门 8学分

6.实践和学术活动 6学分（具体规定见下文）

课程设置

类
别
I

类别II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学时数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公

共

课

政治理论

课
001 政治理论课 -- -- 研究生院

第一外国

语课
002 第一外国语 -- -- 研究生院

学

位

核

心

课

学位基础

课

LITE620012 图书馆学基础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15
图书情报学术规范、方法论与论文

写作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学位专业

课

LITE620013 信息资源建设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14 中国藏书史研究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16 图书馆管理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17 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18 信息组织与检索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19 古籍整理与保护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20 古籍编目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22 数字图书馆技术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23 图情研究经典、渊源以及方法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0024 科学数据管理导论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01 中国美术史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06 古籍保护学概论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07 古籍保护前沿研究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21 古籍修复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选

修

课

专业选修

课
LITE627002 中国书画临摹与修复（初级） 2 54 文献信息中心



选

修

课

专业选修

课

LITE627003 中国书画装裱与修复（初级） 2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04 中国书画临摹与修复（初级下） 2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05 中国书画装裱与修复（初级下） 2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08 古籍修复基础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09 书画修复基础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10 中国书画装裱与修复（中级）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11 中国书画临摹与修复（中级）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12 中国书画装裱与修复（中级下） 2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27013 中国书画临摹与修复（中级下） 2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12 古籍修复基础实践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14 信息分析与可视化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15 图情前沿与动态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16 古籍编目实践I 2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17 古籍编目实践II 2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18 古籍编目实践III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20 古籍保护科技基础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22 中国古籍修复的理论与实践（中级）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23 汉字源流与书法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24 传统雕版的刻印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25
《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与馆藏

古籍破损调查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26 古籍版本鉴定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30 古籍修复实践 Ⅰ 1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31 古籍修复实践 Ⅱ 1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32 古籍修复实践 Ⅲ 1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33 开放政府数据研究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34 传统石刻、传拓、碑帖修复实践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35
地理信息系统辅助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实践
2 36 文献信息中心

LITE630039 科学计量与学术评价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学术活动 LITE630029 传统写印与雕刻技艺 3 54 文献信息中心

必修环节设置

1.实践分为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两种：

（1）专业实践（4学分）：时间不少于6个月，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根



据院系安排，赴校内图书馆或相关单位、专业实践基地进行实践。学生开展专业实践活动前，

需要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并签署实习安全承诺书。专业实践结束后，需要撰写实践总结报

告（3000字以上）。根据实践个人表现和实践总结报告，经导师和各研究方向负责人评审，

获得相应学分。

（2）社会实践（2学分）：时间不少于3个月，主要采用集中实践的方式。实践单位由导师

和学生共同选择。社会实践结束后，需要撰写实践总结报告（3000字以上），经导师和各研

究方向负责人评审，获得相应学分。

2.学术活动（2学分）

学生必须参加学校或院系举办的学术报告、学术讲座、研究生论坛、校庆科学报告会等相关

学术研讨活动，每学期不少于2场，并撰写心得体会（3000字以上）。

本学科专业/专业学位领域2023级研究生的必修环节和学分数要求如下：

培养环节 是否必修 学分数 考核内容、方式及考核结果评定标准

论文开题 是 0 详见院系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 是 0 详见院系相关文件

学术活动 是 2 详见院系相关文件

实践活动 是 4 详见院系相关文件

论文预审 是 0
详见《文献信息中心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预审工作管理细则》

经典学术著作

序号 著作题录 是否必读 适合层次

1 《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 选读 硕士

2 《图书馆学概论》（第4版），吴慰慈、董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 选读 硕士

3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第2版），范

并思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
选读 硕士

4 《文献学概要》（修订本），杜泽逊，中华书局，2008年 选读 硕士

5 《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刘家真，国图出版社，2015年 选读 硕士

学术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及出版社 是否必读 适合层次

1 《中国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 选读 硕士

2 《大学图书馆学报》，北京大学 选读 硕士

3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选读 硕士

4 《图书情报知识》，武汉大学 选读 硕士

5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RLG 选读 硕士

6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选读 硕士

7 《Library Resource and Technical Servic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选读 硕士

8 《IFLA Journal 》，IFLA 选读 硕士

经典学术论文

序号 文献题录 是否必读 适合层次

1 随课堂进度布置 选读 硕士

其他参考文献

序号 文献题录 是否必读 适合层次



1 随课堂进度布置 选读 硕士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前沿性、实用性、新颖性、重要性。

1.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须满足复旦大学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培养的相关要求和规定，一般不少于3万字。

2.学位论文（毕业设计）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着眼解决实际问题、面向图书情

报及古籍/文物保护工作实务。论文内容须兼备现实性与应用性，体现学生观察、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3.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可采用研究报告、专项调查报告、案例分析等。

4.学位论文（毕业设计）须由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须有1位为具有实践经

验的本领域校外专家。论文评审应重点审核研究生运用所学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图书情报实

际工作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学位申请

1.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绩点2.0以上（不

含2.0）。

2.经导师审核确认，且通过论文相似度检测、学校组织的盲审抽检、院系组织的明审评阅，

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3.鼓励但不要求发表（含录用）一定数量和水平要求的、与所学专业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

人）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毕结业申请

1.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及必修环节；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绩点2.0

以上（不含2.0）。

2.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可以申请毕业，学校审查后颁发毕业证书。准予毕业的研究生，达到

所学专业的学位授予条件，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查，学校颁发学位证书。

3.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满足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结业：

（1）所有课程考核合格，所有必修环节考核合格，但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学位论文评审

或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

（2）学位公共课、学位核心课考核合格，选修课考核不合格门数不超过1门，已完成学位论

文预审之前的其他必修环节且考核合格，已完成学位论文初稿或相当的研究工作量，经



学位评定分委会审议同意。

因上述第一项情形结业的，学位论文经修改，可以在结业后1学年内，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申请、审核程序安排，重新提交一次答辩申请。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的，可以申请结业转毕业，

学校审查后换发毕业证书；达到所学专业的学位授予条件的，经本人申请、学校审查，学校

颁发学位证书。

因上述第一项情形结业的，在规定期限内没有重新提交答辩申请，视为放弃结业转毕业的资

格。逾期提交的答辩申请不予受理。

因上述第二项情形结业的，不得重新提交答辩申请，不得申请换发毕业证书。

本款按照《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说明或备注

暂无



审核处理意见栏

研究生培养单位意见：

负责人 ( 签名 )( 公章 )：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可另附页）：

主 席 ( 签名 )：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院 长 ( 签名 )( 公章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