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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辽宁大学物理学学科组建于 1958 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

形成了厚基础、重应用、成果突出的研究团队，1978 年获全国首批硕

士招生权，2011 年获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5 年获得结

构化学与物理目录外设置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8 年获物理一

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形成本科到博士一体化培养体系。本学科拥有一

支充满凝聚力的导师队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1 人、辽

宁省“兴辽英才”3 人、辽宁省优秀科技人才支持计划 3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硕士生导师 42 人；拥有“辽宁省半导体发光与光催化材料重点

实验室”、“辽宁省光电子功能器件与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材料物理

联合中心”、“沈阳市光电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沈阳市院士工作站”、

“沈阳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系统计算模拟与信息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辽宁大学激光应用与光电子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辽宁大学物理

综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辽宁大学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辽宁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等 10 个省市级科研和教学平

台。本学位授权点现有 2 个辽宁省省级教学科研创新团队。截止到 2023

年 8 月，本年度已获批国家级 4 项、省市级及横向课题项目 3 项，总

经费 806.1 万元，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与保障。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格局，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学位点有明

确的培养目标及定位，符合国家及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与

学校办学定位相符合。具体培养目标及定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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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士研究生 

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备良好的道德品

质、学术修养和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 

掌握本学科内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和熟练

的实验、实践技能；掌握学科发展动向及其前沿领域状况；能够利用

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验技术独立完成能代表学科前沿水平或

具有创新价值的课题；具有自我提高和创新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

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版专业书籍、查阅外文版文献、用外文撰写论

文摘要、具备国际学术交流的基本能力。 

毕业时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

作风，具备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从事相关教学、科研以及为

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并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

级专门人才。 

（2）硕士研究生 

 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备良好的道德品

质、学术修养和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必须的实验技能，熟悉

本学科国内外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分析、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文献，撰写论文摘要，

并具有一定的听、说能力。  

毕业时具备一定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有严谨求实的科学

态度和作风，可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从事相关专业的教学、

科研和生产的工程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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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位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暂行实施办法》，结合辽宁大学实际，注重与本校优势学科相结合，

制定了《辽宁大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办法》。该办法规定： 

博士学位申请人应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遵守学

术道德规范，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较好地掌

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具有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技术工作

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能够熟练地阅读本

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较强的听说和写作能力。满足培养方案、教

学计划要求的相关课程并修满学分；符合申请博士学位科研成果的基

本要求，在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分委员会规定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规

定数量与质量的学术论文；完成博士毕业论文且毕业论文质量达到要

求并通过论文评审和答辩，可授予学位。 

硕士学位申请人应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遵守学

术道德规范，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掌握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比较熟练地

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般水平的听说和写作能力。满足培养

方案、教学计划要求的相关课程并修满学分；符合申请硕士学位科研

成果的基本要求，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且毕业论文质量达到要求并通过

论文评审和答辩，可授予学位。 

目前，本学位点完全按照此学位标准执行。 

2、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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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需求，注重学生

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坚持理工结合，注重学科交叉，探索出

符合学校教学、科研发展趋势，符合学科专业发展定位，为创新人才

培养提供坚实的保障，为学科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为产业需求提供

前瞻性的技术人才储备，为企业输送优秀人才的办学方向，为社会创

造出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学科设置 4 个培养方向：理论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光学、应

用电子软件工程。 

（1）理论物理 

主要通过对经典与量子系统的全局分析，发展经典与量子系统的

几何动力学理论。将基于全局分析方法的保结构计算应用于原子与分

子物理、凝聚态物理、经典与量子力学、经典与量子场论等领域中的

研究具有重要原创性意义。 

（2）原子与分子物理 

该培养方向立足于激光场中的原子分子性质研究，通过对激光场

调控原子与分子性质物理机制的探索，发展外场中的原子与分子理论。

将电磁场与原子分子相互作用的理论应用于大气物理、材料物理、原

子分子光谱学以及原子与分子碰撞过程等领域，具有显著的基础研究

原创性。 

（3）光学 

该培养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研究。主要立足于

通过构建复杂体系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模型，发展复杂体系激发态动力

学调控体系发光过程的物理机制。将复杂体系微观结构及性能的监控

应用于上转换发光材料、光电子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等的结构构筑领

域，对本领域的实际应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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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电子软件工程 

本专业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物理学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主要研究

方向为软件智能化理论与方法，数据驱动的新一代软件构件理论与方

法。学科建设过程中坚持以真实问题为导向，重点研究先进数据处理，

模式识别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电子软件工程的应用方法。 

2.2 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各二级学科带头人以身作则，坚持落实“教授执教核心课”

制度，践行立德树人，积极引领示范，带领本学位点全体教师以教学

为第一要务实现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达 100%。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名师李永庆教授注重课程思政，更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

法，实施教学改革。 

本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72 人，其中正高级 25 人，副高级 27 人，

具有硕士学位人数占比 5.56%，具有博士学位教师人数占比 94.44%。

专任教师平均年龄 43 岁，45 周岁以下教师占比 63.88%，中青年教

师获得博士学位人员比例为 95.65%。本学位点现有在职博士生导师 

12 人、硕士生导师 42 人；兼职博士生导师 8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

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 人，辽宁省“兴辽英才”支持计划 3 人，

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3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 7 人，

沈阳市拔尖人才入选 22 人。各培养方向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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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培养方向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基本情况 

方向一名称 理论物理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 

或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1 郭永新 1963.11 博士 教授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百人层次 

国家教育部科技委数理学部

委员、中国力学学会动力学

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兼任分析力学学科组组长 

2 刘魁勇 1971.11 博士 教授 
辽宁省第六届青年科

技十大英才 

辽宁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常务副理事长 

3 刘世兴 1977.06 博士 教授   

4 
玉素甫•吐

拉克 
1984.08 博士 教授   

5 肖永惠 1986.12 博士 副教授   

6 康晓珅 1984.05 博士 副教授   

方向二名称 原子与分子物理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 

或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1 马凤才 1956.02 博士 教授 辽宁省优秀教师 

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评审专

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评

估专家 

2 李永庆 1977.04 博士 教授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

程百人层次、辽宁省

“兴辽英才”青年拔尖人

才、沈阳市领军人才 

The Journal of Atomic and 

Molecular Sciences 杂志编委 

3 宋朋 1978.01 博士 教授 
辽宁省“兴辽英才”青年

拔尖人才 

沈阳市科技评审专家，The 

Journal of Atomic and 

Molecular Sciences 杂志编委 

4 姜毅 1983.05 博士 教授 
辽宁省“兴辽英才”青年

拔尖人才 
 

5 曹硕 1977.08 博士 副教授   

6 楚振明 1993.01 博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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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三名称 光学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 

或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1 丁勇 1974.11 博士 教授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

程千人层次 

辽宁省物理学会副秘书长、

常务副理事长 

2 王绩伟 1968.11 博士 教授 辽宁省优秀人才  

3 范晓星 1980.02 博士 教授 
沈阳市中青年创新人

才 

教育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通讯评议专家 

4 宋岩 1980.11 博士 副教授   

5 陈希浩 1978.12 博士 副教授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

程千人层次 
 

6 刘畅 1981.10 博士 副教授   

方向四名称 应用电子软件工程 

序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 

或人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1 华春生 1978.05 博士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A类入选者， 辽宁

省‘十百千’高端人才计

划千人层次，沈阳市高

层人才领军人才 

IEICE Transaction on 

Information and System 副主

编 

2 李晓光 1973.12 博士 教授 

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

千人层次、沈阳市拔尖

人才 

辽宁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CCF 沈阳分部委员 

3 郭凯红 1973.04 博士 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

目函评专家、模糊系统与人

工智能领域国际顶刊

IEEE-TFS、IEEE-IS 通讯审

稿人 

4 王妍 1978.11 博士 教授  

中国计算机学会嵌入式系统

专委委员、辽宁省区块链和

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 

5 马利 1978.07 博士 副教授   

6 刘允 1987.06 博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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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学研究 

截止 2023 年 8 月，本学位点承担省部级以上纵向项目经费 515 万

元，横向课题经费为 55 万元，学科建设等经费 236.2 万元，总经费 806.2

万元，导师人均研究经费约 19.2 万元，可以满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的经费需求。2023 年，截止目前，本学位点共计发表论文 5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40 篇，申请专利 42 项，获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6 项，

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中国节能协会节能减排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1 项。 

表 2. 本学位点 2023 年建设经费（截止 2023 年 8 月） 

年度 

数量（万元） 

纵向科研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 学科建设经费 

2023 515 55 236.2 

 

表 3. 本学位点 2023 年发表论文代表作（截止 2023 年 8 月）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 

姓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

卷（期）页 

期刊收

录情况 

1 

Collective modulation of upconversion 

in Ag-BaTiO3: Yb3+, Er3+ by 

photonic bandgap an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effects 

谭天亚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23, 935, 

168168 
SCI 

2 

Lanthanide ions doped rare 

earth-based double perovskite single 

crystals for light-emitting diodes 
王绩伟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23,934,16

7952 
SCI 

3 

Highly efficient visible and 

near-infrared luminescence of Sb3+, 

Tm3+ co-doped Cs2NaYCl6 lead-free 

double perovskite and light emitting 

diodes 

王绩伟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23, 947, 

169602 
SCI 

4 

Axial transition form factors of octet 

baryons in the perturbative chiral 

quark model 
刘旭阳 通讯作者 Physical Review D 

2023, 107, 

074006 
SCI 

5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electric field on 

charge-transfer states at non-fullerene 

D/A interface 
宋朋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Molecular 

Liquids 

2023, 390, 

122962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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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VS-based Perception-driven 

No-reference Omnidirectional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王妍 通讯作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2023, 72(1): 

1-11 
SCI 

7 

Automated Endoscopic Image 

Classification via Deep Neural 

Network with Class Imbalance Loss 
刘允 通讯作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2023, 72: 

1-11 
SCI 

8 

Attention-Driven Cascaded Network 

for Diabetic Retinopathy Grading from 

Fundus Images 
刘允 通讯作者 

Biomedic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Control 

2023, 

80:104370 
SCI 

9 

CeO2/Cr2O3 direct Z-scheme 

heterojunction for photo-thermal 

synergistic catalytic isopropanol 

degradation and nitrogen fixation 

陶然 通讯作者 
Catalysis Science & 

Technology 

2023. 13(2): 

490-503 
SCI 

10 

Solvent-induced luminescence 

behavior of NH2-MIL-53(Fe) in H2O 

and D2O: a potential approach for 

D2O detection 

王绩伟 通讯作者 
Chemical 

Communication  
2023, 59，

10408-10411 
SCI 

11 

Insights from computational analysis: 

Excited-state hydrogen-bonding 

interactions and ESIPT processes in 

phenothiazine derivatives,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286, 121935(2023). 

马凤才 通讯作者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2023, 286, 

121935 
SCI 

12 

OPA, TPA and ECD spectra of 

π-conjugated interlocked chiral 

nanocarbons 
曹硕 通讯作者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2023, 300, 

122949 
SCI 

13 

The van der Waals interaction and 

absorption and electron circular 

dichroism spectra of two-dimensional 

bilayer stacked structures 

曹硕 通讯作者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2023, 303, 

123182 
SCI 

14 

External electric field-dependent 

photoinduced charge transfer in 

non-fullerene organic solar cells 
宋朋 通讯作者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2023, 284, 

121763 
SCI 

15 

Multi-targeted fluorescent probes for 

detection of Zn(II) and Cu(II) ions 

based on ESIPT mechanism 
李永庆 通讯作者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2023, 287, 

122051  
SCI 

16 

Cesium tin halide perovskite quantum 

dots for high-performance ultraviolet 

photodetectors  
王绩伟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2023, 257, 

119700 
SCI 

17 
Regulation of ESIPT process based on 

aromaticity of cyanine dye molecules   
马凤才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2023, 257, 

119735 
SCI 

18 

Synergistic effects of rare earth doping 

and carbon quantum dots on 

BiOF/Bi2MoO6 heterojunctions for 

enhanced visible-near-infrared 

photocatalysis 

谭天亚 通讯作者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2023, 25, 

17583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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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ontrol and regul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fullerene-based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with a 

D–D–A structure by external electric 

fields 

张美霞 通讯作者 Nanoscale Advance 
2023, 5 (12), 

3267-3278 
SCI 

20 

Charge-Separated States Determined 

Photoinduced Electron Transfer 

Efficiency in a D-D-A System in an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宋朋 通讯作者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2023, 127 

(6), 

2805−2817 

SCI 

 

表 4. 本学位点 2023 年授权专利列表（截止 2023 年 8 月） 

序

号 
年份 专利名称 国别 专利类型 发明人 专利号 

1 2023 

一种 W18O49-ZnTiO4 复合

固氮光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中国 发明专利 范晓星 ZL202210328199.5 

2 2023 
氧化铈复合钛酸锌的光催化

剂的制备方法和应用 
中国 发明专利 陶然 ZL202210297863.4 

3 2023 

Co(OH)2/FePO4 光电极薄膜

及其在光电化学水分解中的

应 用 

中国 发明专利 陶然 ZL202110386834.0 

4 2023 

一种异质结

KNbO3/ZnFe2O4 光电极薄

膜的制备方法及 其应用 

中国 发明专利 陶然 ZL202111384640.3 

5 2023 

一种 W18O49/C/g-C3N4 异

质结纳米纤维光催化剂及其

制备方法与应用 

中国 发明专利 陶然 ZL202310005937.7 

6 2023 
钛酸锌含氧缺陷光催化剂制

备方法及应用 
中国 发明专利 陶然 ZL202210253453.X 

7 2023 
一种 ZnWO4 光催化剂的制

备方法和应用 
中国 发明专利 陶然 ZL202310043350.5 

8 2023 
一种植物照明用深红光荧光

粉及其制备方法 
中国 发明专利 王绩伟 ZL202210388422.5 

9 2023 

柠檬酸钠为基质的

g-C3N4/MOFs复合型光催化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中国 发明专利 王绩伟 ZL202010510503.9 

10 2023 
一种自校准荧光测温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 
中国 发明专利 王绩伟 ZL202210393486.4 

11 2023 
基于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

的卫星运行轨道预测方法 
中国 发明专利 吴新杰 ZL202310505649.8 

12 2023 

一种基于 OPC UA PubSub

的多协议自适配模块设计方

法 

中国 发明专利 宋岩 ZL202011527317.2 

13 2023 
基于 Merkle-tree 的工业生产

数据实体识别方法 
中国 发明专利 

王妍 
ZL201910035568.X 

14 2023 
基于动态决策的智能合约实

现方法 
中国 发明专利 

王妍 
ZL201910531666.2 

15 2023 
基于关联数据集合的边缘计

算任务调度方法 
中国 发明专利 王妍 ZL202010295997.3 

16 2023 
一种支持跨区块链交易的数

据验证方法 
中国 发明专利 王妍 ZL201910256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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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科研支撑 

（1）教学科研平台支撑 

本学位点现有“辽宁省光电子功能器件与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辽宁省半导体发光与光催化材料重点实验室”3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光电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功能聚集体材料

重点实验室”2个沈阳市重点实验室，“辽宁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系统计

算模拟与信息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沈阳市工程实验室。其中“辽

宁省光电子功能器件与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正式组建于 2005 年 1 月，

2008 年 8 月由辽宁省科技厅批准成为辽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电工电

子实验中心”2011 年 7 月由辽宁省教育厅批准成立。“辽宁省半导体发

光与光催化材料重点实验室”2013年 8月由辽宁省科技厅批准成立。“光

电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2012 年 8 月由沈阳市科技局批准成立。2017

年 1 月“辽宁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系统计算模拟与信息处理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由沈阳市科技局批准成立。2020 年 10 月，本学位点在“沈阳市

院士工作站”的基础上，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广东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合作，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共建“辽宁大学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共建材料物理联合实验中心”，联合培养研究生。 

截止 2023 年 8 月，本年度新增仪器设备约 1400 万元；目前，研

究室总面积达到 5300 平米，设备总值达到约 4600 万元。本学位点教

学基础设施完备，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有效使用了现代教学手段，多

媒体授课比例占 80%。能够满足教学要求。本学科依托以上平台，积

极开展科研活动、教学实践，培养人才和为地方社会服务。 

（2）校外实习基地支撑 

本学位点校外实习基地主要包括如下：与锦州辽晶电子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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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七研究所联合签署的“辽宁省普

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和“辽宁省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

培养示范基地”2 个教育实践基地，与辽宁绿源环保科技集团公司和辽

宁斯宝达节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作为教学实践基地。 

（3）图书资料支撑 

辽宁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源丰富，学科覆盖面广，能够满足学

生查阅图书的需求。此外，图书馆还购置了 AIP、APS、Elsevier、Springer、

IOP、Willy、ACS 等主要国际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12 种，满足了科研

与人才培养过程中研究生的查阅文献需求。 

2.5 奖助体系 

本授权点按照《辽宁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辽宁

大学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辽宁大学助学金管理办法》、《辽宁

大学“三助一辅”岗位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经学院领导班子、物理

学院学术委员会以及评选委员会讨论通过，制定了《辽宁大学物理学

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办法》，每年针对新增情况制定新加条款，充实

到评选办法中。每年各类奖学金评选均由评选委员会按照评选办法进

行评选。 

截止 2023 年 8 月，本年度 60 名研究生获得学业奖学金，奖金金

额 38.3 万元，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联合培养奖学金 12 人，奖金 26.75 万

元，235 名研究生获得助学金，奖金金额 114.9 万元，覆盖面 100%。 

3、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为了保证质量，本学位点在研究生招生选拔中采取了笔试+面试的

考核方案。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13 人，其中录取的外校考生

占 60%，报考和录取比例大于 100%。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40 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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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人数 94 人，其中录取的外校考生占 90%以上，报考和录取比例大于

100%。 

为了不断提高生源质量，本学位点采取的相关措施包括： 

（1）详细制定研招宣传工作方案 

各二级学位点认真分析近几年本学位点招生生源情况，认真制定

本年度研招宣传工作方案，着力提升报考本学位点优质生源比例。 

（2）精心制作招生宣传材料 

宣传材料包括学院概况、学科专业特色、导师及导师团队简介、

招生专业近三年招生计划及分数线、研究生教学科研成果、毕业研究

生就业率和主要就业去向。宣传材料体现学校、学院以及专业的优势

和特色，不断提高学校、学院在考生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3）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继续推行原有线下宣传的招生宣传方式，对内积极做好本校生源

报考我院和推免生留校动员工作；对外确定重点生源高校，采用进校

宣讲、现场咨询、讲座等多种方式宣传学校、学院以及专业特色，精

准有效宣传相关招生政策，进一步加强生源基地招生宣传。同时，还

利用好本院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讲优势，做好宣传活动。 

（4）不断优化招生政策 

严格限制博士研究生定向生比例，定向生不超过招生人数的三分

之一。通过硕博连读、考核制和考试制等多种方式吸引和选拔优秀的

博士生来我学位点攻读博士。增大博士招生的时间跨度，博士招生从

10 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 3 月份，吸引更多考生填报，以期选拔更多优

秀学生。 

（5）完善复试把关环节 

把好考核考试关，学校、学院始终重视考试、考核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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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把关，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优秀生源脱颖而出。①依据实

际情况和学科特点设计和安排复试科目，加强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核。

②在生源充足的情况下，实行 120%-150%的差额复试，提高合格生源

的复试比例，扩大选拔的空间。③规范调剂程序，合理安排调剂报名

时间及复试工作，尽快公布调剂考生录取结果。 

3.2 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党的教育方针为

指引，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

生命线，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

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开设 

学校统一开设 2 门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必修，36 学时，2 学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公共选修课，18 学时，1 学分）。 

学校统一开设 2 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必修，36 学时，2 学分）、《自然辩证法概论》

（必修，18 学时，1 学分）。 

（2）课程思政 

本学位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的精神，积极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注重发挥课程建设“主

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以及骨干教师“名师示范课堂”的作用，将显

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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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局。本学位点充分发挥物理学科是实验学科的特色，深入挖掘物

理学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在课程教学中把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

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注重科学思维方

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

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到目前为止，课程思政建设已初见成效。

研究生的《高等原子与分子物理》、《高等量子力学》、《原子分子

光谱学》、《群论》、《晶体学》以及本科生的《电动力学》、《量

子力学》、《热学》、《固体物理》、《数学物理方法》、《理论力

学》、《物理学史》、《信息光学》等课程均获得省级或校级精品课

程思政示范课。 

（3）学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积极推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根据学校相关

生师比人员配备比例要求，目前本学位点辅导员由学院书记和主管研

究生日常工作的教师担任。此外，本学位点还建立班主任制度，积极

鼓励和动员年轻优秀的教师参与竞聘，并将此条件作为职称晋升的重

要参考条件之一。每年增选一定数量的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为打造

高素质的思政教师队伍增添新鲜力量。 

（4）研究生党建工作 

本学位点教学科研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教育部关于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最新规定，坚持学院书记亲自抓，坚持书记、院长每

学期定期为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听课制度。定期召开专题会议。

发挥“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作用，实现了教师党员的党性修养与

业务能力的双向提升。设立了“党员示范岗”，深入实施“共产党员立德

树人工程”，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示范作用带动全体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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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党委始终践行党建育人、立德树人，从研究生发展特点出发，

以培养理论知识丰富、专业技能过硬、思想觉悟优良的高素质人才为

目标，通过创新党建形式、改革培养模式，拓展实践路径，破解发展

难题。把立德树人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

学生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结合实践活动，不断强化课程实效。深入

挖掘学科自身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努力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大思政”格局。到 2023 年 8 月，有 33 人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6 人

经过考查被批准入党。 

3.3 课程教学 

（1）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根据各个二级学位点的培养方案与学科发展需求开设了兼顾前沿

性、基础性和应用性的核心课程体系；其中每个二级点设置的学科基

础课和专业课均由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授课，比例为 100%，每

门课程授课教师数量 2 人以上。再由专业教师提出需开设的方向选修

课，经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规范设置课程体系；针对不

同生源，还开设了补修课；硕士研究生还增设了拓展课和公共选修课。

组成了以教授领衔、包括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在内的、以骨干教师

为主的任课教师队伍。（详见各学位点课程开设课程列表）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本学位点秉持以学生为中心，坚持立德树人，围绕教学理念新起

来、课程设计优起来、教学团队强起来、教学效果好起来的宗旨，在

学校建立的各项监督教学质量的制度基础上，不断完善教学质量评价

与持续改进体系。 

推行教授执掌核心课制度，建立课程团队，保证教学质量。自 2012

年起物理学科开始推行教授“执教核心课”制度，最早是针对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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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直到 2018 年物理学一级博士点获

批，此模式在研究生教学中开始推行。自 2020 年起，本学位点还聘请

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哥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汪卫华院士

等专家团队担任本学位点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并为本学位点研究生

开设“材料物理前沿”系列讲座。 

遵循教学质量评价全程性原则和多样性原则，保证教学质量。坚

持对课程的评价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对教师的授课评价覆盖教学生

涯全过程的原则，充分发挥不同评价主体在评价工作中的优势和特色，

建立如下评价方式：（1）推行领导班子、学位点负责人听课制度，建

立“学院/系部”评价；（2）推行课堂教学学生网上评教、学院同行评教

制度，建立“学生/教师”评价；（3）推行学校教学督导团听课制度、毕

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建立“校内/校外”评价等多种评教方式有

效集成的评价体系。根据评价数据，学院每学年组织开展教师教学质

量考核工作，从教学效果和教学水平、教学改革、日常教学规范等方

面对全体任课教师进行综合评价，并将评价数据纳入教学骨干考核指

标。 

遵循针对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持续改进机制，保证教学质量。对

于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过程中出现明显问题或者有问题倾向的课程，

教学指导委员会要及时将评价信息传达给授课团队。授课团队必须坚

持以学生素质不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不断发展为导向，有针对性地

对教学方式方法、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计划等适时改进，并在之

后的教学过程中持续跟踪其效果，形成“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的管

理机制，实现本学位点师生共同发展。 

（3）教材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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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所设课程选用教材为授课团队共同研讨确定，并且教材

必须为本学科近五年出版的、使用效果良好一流教材。基础课、必修

课、方向选修课 100%具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4）本学位点实行学分制 

博士研究生根据不同专业需求设置不同学分，均包括必修课部分

和选修课部分以及补修课部分；硕士研究生也按照不同专业需求设置

不同学分，除了包括必修课部分和选修课部分以及补修课部分之外，

还有拓展课学分和公共选修课学分。 

此外，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管理文件完善，教学档案、试卷等资

料装订、保存完好。 

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各个方向开设的课程如下。 

表 5. 理论物理二级博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 程

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B150024 高等分析力学 54 3 1 郭永新 

9 学分 

B150042 研究方法论 32 2 1 刘世兴 

专业课 

B150025 规范场论 32 2 1 刘魁勇 

B150026 物理学中的几何方法 32 2 2 刘畅 

选 
 

修 

方向选修

课 

B150027 固体理论 32 2 2 韩宇 

4 学分 

至少选修 2 门 

B150028 计算物理学 32 2 2 刘艳侠 

B150029 广义相对论与宇宙学 32 2 2 郭永新 

B150030 高等统计力学 32 2 2 郭永新 

B150031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32 2 2 刘魁勇 

B150032 半导体理论和器件 32 2 2 吕品 

B150033 物理学发展前沿专题 32 2 1 
8 人团

队授课 

B150034 文献阅读与综述 18 1 2 刘畅 

补修课 B159003 群论 54 0 1 刘世兴 

补修课 2 门，计

算成绩，不计学

分。（限同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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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选 B159004 理论物理基础 54 0 1 苏宇 

力和跨学科入

学博士研究生

选修） 

 

表 6. 原子分子物理二级博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

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B150003 高等原子与分子物理 54 3 1 宋朋 

9 学分 

B150042 研究方法论 32 2 1 刘世兴 

专业课 

B150021 原子与分子光谱学 32 2 1 丁勇 

B150035 分子反应动力学 32 2 2 李永庆 

选 
 

修 

方向选修

课 

B150036 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前沿 32 2 2 
团队授

课 

2 学分 

至少选修 1 门 

B150037 原子与分子物理文献综述 32 2 2 宋朋 

B150038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专题 32 2 3 陈希浩 

B150039 计算原子分子物理学 32 2 3 梁雅秋 

B150040 分子激发态动力学 32 2 2 宋朋 

B150041 分子势能面专题 32 
2 2 

李永庆 

限 
 

选 

补修课 

B159005 高等量子力学 54 0 1 马凤才 

补修课 2 门，计

算成绩，不计学

分。（限同等学

力和跨学科入

学博士研究生

选修） 
B159003 群论 54 0 1 刘世兴 

 

表 7. 光学二级博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

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B150021 原子与分子光谱学 54 3 1 丁勇 

9 学分 

B150042 研究方法论 32 2 1 刘世兴 

专业课 

B150022 非线性光学 32 2 1 陈希浩 

B150023 固体发光学 32 2 2 王绩伟 

选 
 

修 

方向选修

课 

B150010 光学前沿 32 2 2 
团队授

课 

2 学分 

至少选修 1 门 

 

B150011 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 32 2 2 陈希浩 

B150012 纳米结构与纳米调控 32 2 3 范晓星 

B150013 纳米半导体专题 32 2 3 范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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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0014 纳米光子学 32 2 3 王绩伟 

B150015 激光光谱学 32 2 3 谭天亚 

B150016 光电检测技术 32 2 3 谭天亚 

B150017 光子晶体 32 2 3 王绩伟 

B150018 量子成像前沿 32 2 3 陈希浩 

B150019 光子材料与器件专题 32 2 3 孟少英

浩 
B150020 固体光电子学 32 2 3 王绩伟 

限 
 

选 

补修课 

B159001 现代光学原理 54 0 1 范晓星 

补修课 2 门，计

算成绩，不计学

分。（限同等学

力和跨学科入

学博士研究生

选修） 
B159002 光谱学 54 0 1 丁勇 

 

表 8. 应用电子软件工程二级博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 

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B181001 电路设计 48 3 1 罗浩 

11 学分 

B181002 软件工程 48 3 1 丁琳琳 

B180014 研究方法论 32 2 2 刘旭阳 

专业课 
B182001 通信电子线路 48 3 2 邰滢滢 

B182002 软件建模技术 48 3 2 张利 

选 

修 

 方向选修

课 

B183001 
1、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 36 2 2 华春生 

按研究方向设置，

1、2、3 任选 1 

门，4 必修 

B183002 
2、软件工程技术 36 2 2 郭凯红 

B183003 
3、嵌入式软件工程 36 2 2 杨晖 

B000012 
4、学术研究与学位论文写

作 
20 2 2 马利 

限 

选 

补修课 

B180012 
数据结构 48 0 1 李琦 补修课 2 门，计

算成绩，不计学

分。（限同等学力

和跨学科入学博

士研究生选修） B180013 离散数学 48 0 2 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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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各方向开设的核心课程如下。 

表 9. 理论物理二级硕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S150001 高等量子力学 54 3 1 马凤才 

8 学分 S150002 群论 54 3 1 刘世兴 

S150117 研究方法论 32 2 1 刘世兴 

专业课 

S150003 高等统计物理 54 3 2 韩宇 

9 学分 S150004 量子场论 54 3 1 刘魁勇 

S150005 计算物理学 54 3 2 刘艳侠 

选 
 

修 

方向课 

S150008 广义相对论 32 2 2 郭永新 

6 学分 

方向课和拓展课 

至少选修 3 门 

S150010 粒子物理 32 2 2 马凤才 

S150011 固体理论 32 2 1 韩宇 

S150018 量子散射理论 32 2 1 邱巍 

拓展课 S150064 原子分子光谱学 32 2 2 丁勇 

公共   

选修课 
学校开设各学科综合前沿课程 32 2 

2 
团队 

授课 

2 学分至少选修 1

门    （跨一级学

科选修） 

限 
 

选 
补修课 

S159001 数学物理方法 54 0 3 于撼江 
补修课至少 2 门，

计算成绩，不计学

分。（限同等学力

和跨专业入学硕

士研究生选修） 

S159002 量子力学 54 0 3 李永庆 

S159003 电动力学 54 0 3 刘魁勇 

 

表 10.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二级硕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属性 
课程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S150001 高等量子力学 54 3 1 马凤才 

8 学分 S150002 群论 54 3 1 刘世兴 

S150117 研究方法论 32 2 1 刘世兴 

专业课 

S150003 高等统计物理 54 3 2 韩宇 

9 学分 S150004 量子场论 54 3 1 刘魁勇 

S150010 粒子物理 54 3 2 马凤才 

选 
 

修 

方向课 

S150008 广义相对论 32 2 2 郭永新 6 学分 

方向课和拓展课

至少选修 3 门 S150005 计算物理学 32 3 2 刘艳侠 



23 
 

S150011 固体理论 32 2 1 韩宇 

S150018 量子散射理论 32 2 1 邱巍 

拓展课 S150064 原子分子光谱学 32 2 2 丁勇 

公共 

选修课 
学校开设各学科综合前沿课程 32 2 2 

团队 

授课 

2 学分 

至少选修 1 门（跨

一级学科选修） 

限 
 

选 

补修课 

S159001 数学物理方法 54 0 3 于撼江 补修课至少 2 门，

计算成绩，不计学

分。（限同等学力

和跨专业入学硕

士研究生选修） 

S159002 量子力学 54 0 3 李永庆 

S159003 电动力学 54 0 3 刘魁勇 

 

表 11. 原子与分子物理二级硕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S150001 高等量子力学 54 3 1 马凤才 

8 学分 S150002 群论 54 3 1 刘世兴 

S150117 研究方法论 32 2 1 刘世兴 

专业课 

S150018 量子散射理论 54 3 1 考试 

9 学分 S150004 量子场论 54 3 1 刘魁勇 

S150005 计算物理学 54 3 2 刘艳侠 

选 
 

修 

方向课 

S150097 高等原子与分子物理 32 2 2 宋朋 

6 学分 

方向课和拓展课 

至少选修 3 门 

S150098 原子与分子物理专业前

沿 

32 2 2 
团队 

授课 

S150099 原子与分子物理文献综

述 

32 2 2 刘旭阳 

S150064 原子分子光谱学 32 2 2 丁勇 

S150100 分子激发态动力学 32 2 2 宋朋 

拓展课 S150040 半导体器件与物理 
3

2 
2 2 卢雪梅 

公共 

选修课 
学校开设各学科综合前沿课程 

3

2 
2 2 

团队授

课 

2 学分 

至少选修 1 门 

（跨一级学科选

修） 

限 
 

选 

补修课 

S159002 量子力学 54 0 3 李永庆 补修课 3 门，计算

成绩，不计学分。

（限同等学力和

跨专业入学硕士

研究生选修） 

S159004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54 0 3 韩宇 

S159001 数学物理方法 54 0 3 于撼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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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凝聚态物理二级硕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表 13. 光学二级硕士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 

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S150001 高等量子力学 54 3 1 马凤才 

8 学分 S150002 群论 54 3 1 刘世兴 

S150117 研究方法论 32 2 1 刘世兴 

专业课 

S150021 量子光学 54 
3 2 陈希浩 

9 学分 
S150029 激光物理 54 

3 1 于撼江 

S150030 非线性光学 54 3 2 陈希浩 

选 
 

修 

方向课 

S150004 量子场论 32 2 1 刘魁勇 6学分 

方向课和拓展课 

至少选修3门 

S150031 光电子技术 32 2 2 范晓星 

S150033 量子信息 32 2 1 曹硕 

课程属性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主讲人 应修最低学分 

必 

修 

基础课 

S150001 高等量子力学 54 3 1 马凤才 

8 学分 S150002 群论 54 3 1 刘世兴 

S150117 研究方法论 32 2 1 刘世兴 

专业课 

S150011 固体理论 54 3 2 韩宇 

9 学分 S150004 量子场论 54 3 1 刘魁勇 

S150005 计算物理学 54 3 2 刘艳侠 

选 
 

修 

方向课 

S150003 高等统计物理 32 2 2 韩宇 

6 学分 

方向课和拓展课 

至少选修 3 门 

S150040 半导体器件与物理 32 2 2 卢雪梅 

S150066 材料表征分析技术 32 2 2 范晓星 

S150067 晶体学 32 2 1 石薇 

拓展课 S150064 原子分子光谱学 32 2 2 丁勇 

公共   

选修课 
学校开设各学科综合前沿课程 32 2 2 

团队 

授课 

2 学分 

至少选修 1 门    

（跨一级学科选

修） 

限 
 

选 

补修课 

S159002 量子力学 54 0 3 李永庆 补修课 3 门，计算

成绩，不计学分。

（限同等学力和跨

专业入学硕士研究

生选修） 

S159004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54 0 3 韩宇 

S159001 数学物理方法 54 0 3 于撼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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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50034 激光原理与技术 32 2 2 谭天亚 
 

S150068 光纤技术与应用 32 2 1 苏宇 

S150100 分子激发态动力学 32 2 2 宋朋 

拓展课 

S150064 原子分子光谱学 32 2 2 丁勇 

S150040 半导体器件与物理 32 2 2 卢雪梅 

公共   

选修课 
学校开设各学科综合前沿课程 

32 2 2 
团队 

授课 

2 学分 

至少选修 1 门    

（跨一级学科选

修） 

限 
 

选 

补修课 

S159001 数学物理方法 54 0 3 于撼江 补修课至少 2 门，

计算成绩，不计学

分。（限同等学力

和跨专业入学硕士

研究生选修） 

S159002 量子力学 54 0 3 李永庆 

S159003 电动力学 54 0 3 刘魁勇 

 

3.4 导师指导 

（1）导师遴选标准严格、程序规范、公开公正 

研究生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导师队伍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研

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秉持标准严

格、程序规范、公开公正的原则，辽宁大学出台了《辽宁大学博士生

导师遴选条件》（辽大学位[2020]2 号）、《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招生

资格审核工作实施办法》（辽大学位[2020]3 号）、《辽宁大学硕士生

导师聘任管理工作办法》(辽大党政办发[2019]6 号)等一系列文件。文

件规定，研究生导师聘任由教师个人申请，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合格后方可聘任，且实行每三年一大聘，每

年一小聘的动态聘任原则。 

（2）导师培训考核严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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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辽宁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规范》、《关于对博士生导

师进行年度考核的规定》（现为《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

工作实施办法》（辽大学位[2020]3 号））、《辽宁省研究生导师培训

办法（试行）》等文件的要求，对研究生导师进行严格考核，并在招

生名额、年度考核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本学位点每学期举办 1

次导师培训，定期举办师德师风警示教育大会，强化导师是研究生培

养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3）导师指导学生过程制度化、规范化  

根据《辽宁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规范》、《辽宁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办法》（辽大校发[2019]20 号）等文

件规定，导师需在确定的时间段里完成相应时间段内指导学生的任务，

例如在《辽宁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办法》（辽

大校发[2019]20 号）文件中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学校提倡各培养单

位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中期审查。硕士生导师应加强对指导学生撰写

论文过程的督导。在论文开题后预答辩前，硕士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

生撰写论文的次数不少于 3 次。此外，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学院

实行导师组指导学生的模式，老中青教师组成导师指导团队，在平时

课题研究和组会讨论中，联合指导。本学位点要求各研究团队制定相

应的研究生管理制度，定期召开组会。邀请团队外的导师以答辩的形

式对学生的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报告进行评议，且只有通过预答

辩才能提交正式答辩申请。 

（4）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健全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教研

〔2020〕11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

（教研〔2020〕12 号）以及《辽宁省研究生导师队伍能力提升实施方



27 
 

案》及等文件精神，辽宁大学制定了《辽宁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

规范》、《关于对博士生导师进行年度考核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

强化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

提高研究生的培养水平，加强和规范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保障博士

生导师合法权益，推动博士生导师全面落实岗位职责。 

3.5 学术训练 

为了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本学位点积极构建研究生教育创

新体系，让每一个研究生有机会参加学术训练。在现有省部级科研平

台的基础上，着力打造立体化、精细化、全程化的研究生学术训练体

系。主要采取一下措施： 

（1）严格按照研究生培养制度要求规定执行 

严格按照《辽宁大学研究生手册 2019》和各二级点培养方案要求

规定执行：（1）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与一项科研课题研究；

至少参加一次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做口头或墙报展讲。（2）实行导师

组负责制。以导师为主建立博士生指导小组，指导小组 3-5 人，其中可

包括一名校外知名专家。导师和指导小组负责制订针对学生个人的详

细的培养计划，并对论文进行全面指导，以博士研究生自身为主开展

创新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导师组织研究生专题讨论时间为 30 学时

/学期以上。  

（2）搭建校外联合实验中心和校企平台 

截至 2023 年 8 月，本学位在“辽宁大学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共建

材料物理联合实验中心”平台共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0 人，硕士研

究生 5 人。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和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来我学位点为研

究生开展学术报告 6 次，为学生介绍了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并与我

学位点导师开展了深入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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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与 47 所开展深入合作。辽宁大学作为省属综合性高校，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回应社会人才需求，

通过与四十七所对接，探索本科教学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积极主动

邀请四十七所专家指导大学生参加“互联网+”大赛等创新创业活动，以

科研课题为载体尝试校企合作“双导师”制培养研究生模式，寻找合作

契合点，共同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提供人才支撑。 

本年度，本学位点共获得各类纵向和横向，以及学科建设经费共

计 1025.9 万元，导师平均经费 24.4 万元，有效地保障了科研、教学以

及实习实践活动的开展。学位点教学和研究设备不断更新，各专业学

科发展不断壮大，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不

断提高。 

3.6 学术交流 

按照《辽宁大学研究生手册 2019》和各二级学位点培养方案要求：

（1）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需参加相关学科的学术报告 6 次以上，博士

研究生要求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1 次以上；由博士研究生本人在国际

性、全国性、省级或校级学术会议、论坛、报告等学术活动中公开做 2

次以上宣讲；作 1 次非研究课题学术发展报告。（2）硕士研究生在学

期间应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国际性、全国性以及省级和校级学术会议、

论坛或校内外学术专题讲座；学生本人须于校内外公开作至少 1 次学

术报告或专题讲座。 

针对以上要求，本学位点积极开展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主要有

以下举措： 

（1）积极主办承办学术会议 

本学位点积极组织和开展研究生的学术创新与交流活动。2023 年

8 月 9-11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了第四届全国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学



29 
 

术大会。主办单位：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中国煤炭学会、辽宁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会议为期 3 天，53 位老师应邀出席并做大会报告，10 位学生参与

学生竞赛并作报告。 

（2）邀请国内外专家到校做学术报告 

到 2023 年 8 月，由王恩哥院士和汪卫华院士领衔的院士工作站专

家团队学者为物理学院研究生开展系列前沿讲座 6 次。学位点邀请其

他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专家为物理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3 次。 

（3）研究生参加校外学术会议 

研究生参加的校外线上线下学术讲座累计参会 500 人次以上。 

（4）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 

截止 2023 年 8 月，本学位点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正在联合培养博

士研究生在读 10 人，硕士研究生 5 人。 

3.7 论文质量 

本学科博士、硕士毕业论文撰写、答辩等过程严格按照辽宁大学

相关文件要求和规定执行，包括《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

不端行为的通知》、《辽宁大学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辽

宁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辽宁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原创性检测暂行办法》、《辽宁大学自然科学类博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

求》、《辽宁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工作的规定》、《辽

宁大学关于做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指导意见》。

重点考察毕业论文的选题意义，论文实验完整性，论文讨论规范性和

准确性，论文撰写的规范性，语言的学术性等考察指标，同时注重形

式和内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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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 2023 年国家抽检博士论文通过率 100%；省级抽检硕士

论文通过率 100%。研究生论文双盲评审通过率 100%。 

3.8 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严格落实质量保证主体责任，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在学期

间的第一责任人。学位点完全执行学校制定的关于研究生学习、学术

道德与学术规范、学位论文管理等相关制度，强调培养全过程监控，

从研究生入学到过程培养到学位授予加强全过程监管与质量保证，防

止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本学位点根据《辽宁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与

考核管理规定》等文件制定了《辽宁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点研究生分流

淘汰制度》。分流淘汰筛选是在硕士生、博士生课程学习基本结束后，

对其政治思想、课程学习和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的一次综合考核和评

定。其目的是激励硕士生、博士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使

绝大多数硕士生毕业时能够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规定

的要求，对少数不宜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者进行分流甚至淘汰，尽早做

出妥善安排。 

3.9 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坚持以学风建设为培养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理念，从

促进学风建设的角度，一是设立学校、教师、学生“三位一体”的学风

建设方针；二是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坚决执行

学校制定的关于研究生学习、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的各项相关制度。

学校制定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辽宁大学研究生课程学习与考核管理

规定》、《辽宁大学研究生课堂教学管理规定》、《辽宁大学研究生

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辽宁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

施细则》、《辽宁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创性检测暂行办法》等，并

强化平时的学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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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严格认真落实学校相关制度规定，学风教育贯穿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入学第一课中就包含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学院书记、研究生辅导员、班主任在每学期定期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

规范的警示教育。 

针对申请答辩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本学位点全部进行学术不端行

为检测，检测结果总复制比大于 30%者要求延期答辩，大约 50%者要

求延期 1 年，10%-20%经导师同意修改后参加答辩，10%以下可以参加

答辩。另外，实行格式预审查制度，学位点组织答辩秘书对硕士生的

论文格式进行审核，不符合规定者不能进行答辩。  

2023 年度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落实学位论文管理工

作，并严格把关，截止目前未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3.10 管理服务 

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对研究生的管理制度和文件，进行规范管理。

严格执行《辽宁大学研究生手册 2019》中规定的各项研究生权益制度。

本授权点对研究生的奖助学金评审按照《辽宁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管理办法》、《辽宁大学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辽宁大学助学金

管理办法》和《辽宁大学三助一辅岗位管理办法》等制度进行评选。 

辽宁大学研究生培养规章制度明确，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

第一责任人，负责研究生思想教育、学习、科研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研究生导师必须密切关注和了解学生的日常动态，发现问题及时疏导

和解决。此外，除了研究生导师，学院书记、主管研究生副院长以及

研究生教学秘书是研究生的专职管理人员，负责研究生日常生活、学

习和科研上遇到的事情，学生遇到问题可以直接与管理老师联系，联

系顺畅，并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学院领导的反馈。 

本学位点研究生权益受到严格的保障，《辽宁大学研究生手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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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了保障研究生的权益的规章制度。学生如果遇到不公平待遇，

可以联系自己导师、班主任或学院领导进行反映，寻求解决。从学校

层面，研究生的权益受损还可以寻求研究生院和学校党委来解决。研

究生权益受损的救济通道从学院到学校层面都是通畅的，可以有效保

障研究生的权益不受损害。  

每学期，对所开设的所有研究生专业课程进行学生满意度调查，

满意度 100%。在评奖、评优等活动以及教务管理、学生事务管理等方

面，做到制度先定、程序严密、公开透明。 

3.11 就业发展 

学院高度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积极落实国家省市与学校的就

业要求与部署，学院领导、辅导员、研究生导师积极发挥作用，从就

业指导课程开设、就业服务、就业信息收集与发布等各个方面，整合

动员全院资源与力量，落实全员、全方位推动毕业生就业举措。 

到 2023 年 8 月，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就业率 88.2%。博士研究生

毕业 2 人、硕士研究生毕业生 34 人，6 人进入高中初等教育单位工作，

9 人升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0 人毕业生进入物理相关企业工作，1

人进入党政机关，2 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1 人进入科研设计单位，1

人进入事业单位，毕业生就业单位反馈意见较好。 

4、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进步情况 

为解决该矿井的严重冲击地压问题，研发的由防冲抗底臌底梁、

薄壁预折纹方筒吸能结构、安全阀组、自适应防冲液压支柱与刚性顶

梁构成的门式巷道防冲吸能液压支架。利用安全阀组实现高静载慢速

收缩让位泄压，利用薄壁预折纹方筒结构的稳定屈曲实现高速冲击动

载条件下快速自适应变形让位、吸收冲击能，进而实现了巷道支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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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高应力条件下抗冲防冲的功能，支架平均支护阻力可达 6000 kN，冲

击下让位速度可达 8 m/s，让位位移可达 200 mm，吸能量可达 106 J，

解决了该矿井巷道支护技术与装备无法抵抗深部高应力与强扰动引发

的大能量冲击震动的破坏问题，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确保了冲击

地压危险区域的正常生产，保障了红阳三矿及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的经济增收。 

4.2 经济发展 

辽宁大学物理学院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贯彻落实《教

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根据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关

于开展 2023 年暑期高校实验室向中小学生开放试点活动的通知》的文

件精神，在 2023 年沈阳市中小学暑假期间，物理学院基础与近代物理

实验室，面向公众网络发布预约信息，开展“物理学科探索”开放实验

室科普教育活动。8 月 28 日数十名来自沈阳市各中小学学生通过网络

预约报名后，在监护人陪同下参与科普教育活动，开放日当日预约报

名的中小学学生及家长们兴致勃勃的参加了基础与近代物理实验室精

心准备的科普报告及典型的近现代物理实验科普教育活动。 

辽宁省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是由省科协、省教育厅推广

“英才计划”工作模式，于 2023 年联合大连理工大学和辽宁大学开启的

后备人才选拔培养工作。15 名高中生分别入选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学科

和辽宁大学物理学科培养。通过辽宁省科协、辽宁省教育厅与重点高

校共建共享创新实验室，推进我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举措，将

进一步为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搭建优质平台。 

4.3 文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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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繁荣和发

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系统负有重要的责任，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

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2023 年 5 月 25 日，物理学院党委组建学生党员宣讲团，走进辽大

社区开展“情暖辽宁 志愿有我”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本次宣讲围绕“宣传

宣讲有我”“文明新风有我”主题分为理论宣讲和实践宣讲两部分。理论

宣讲与辽大社区学府雅居党支部联合共建开展，在社区基层党支部党

员大会上，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及主题教育的相关内容向社区党员进行集中宣讲。实践宣讲则深

入到辽大社区，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文明等具体内容以板报、宣讲等形式进

行宣传。 

本次宣讲活动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紧

密结合，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同时

作为“情暖辽宁 志愿有我”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内容之一，以实际行动扎

实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策。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近几年，学位点加强了人才引进，尤其对于引进的实验方向人

才，急需实验场地和大型仪器设备支持。 

2、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少。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做好新理工大楼的分配、使用工作，利用好学校理工科建设的

有利条件，为学位点的科研和教学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2、积极推行院士工作站的继续建设工作。鼓励本学位点教师与松

山湖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促进高水平学术成果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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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学生培养质量，提高辽宁省优秀硕士、博士论文的数量。 

4、加强横向课题研究，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研究和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