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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招生基本状况  

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招收硕士研究生 18 人。其中，粒子物理与

原子核物理 2 人，理论物理 2 人，凝聚态物理 6 人，无线电物理 7

人，光学 1 人。 

2.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在读基本状况  

本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研究生导师 30 人，研究生

辅导员 1 人。现有在读研究生共 64 人，其中 2019 级 23 人； 2020 

级 23 人，2021 级 18 人，无宗教信仰同学，男女比例为 45.5%。2021

届本学位授权点毕业硕士研究生 28 人，授予学位 28 人。本学位授权

点基本情况参见下表. 

本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表 

物理学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单位：人） 

2021 年度 硕士研究生 备注 

研究生招生人数 18 人  

在读研究生 2019 23 人  

2020 23 人  

2021 18 人  

毕业生 共计 28 人   

学位授予 共计 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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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 就业率： 100%  

3.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导师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自 1998 年招生以来，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现

有硕士生导师 30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27 人，教授 16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2 人，高级工程师 1 人，兼职导师 3 人。 

（二）学科专业简介 

1. 学科基本情况与学科方向 

  物理学学科始建于 1956 年，1998 年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二级

学科招生，2010 年获批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设置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物理、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无线电物理 5 个学科

方向。国家“双万计划”一流专业建设点 1 个，辽宁省“双万计划”

一流专业建设点 1 个。拥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3 个，省级工程技

术中心 1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1 个，省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  

现有专任教师 43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7 人，博士学位

30 人，占教师总数 70%。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 1 个。 “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 百层次 1 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 1 人、千层

次 3 人、万层次 4 人，省“自然科学类拔尖人才”1 人；获得“全国

优秀教师”1 人、“辽宁省优秀教师”2 人、“沈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知

识分子” 1 人，省“教学名师”1 人，沈阳市领军人才 1 人，沈阳市

拔尖人才 6 人，沈阳市高级人才 5 人，校“教学名师”4 人，校“拔

尖人才”5 人。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标兵 2 人，学校创新创业名师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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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3 人。学校“优秀党员”1 人、“优秀党务工

作者”1 人。 

近五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46 项，研究经

费达 958.5 万元；发表论文 190 篇，SCI 检索 46 篇，SCI 一、二区

20 余篇；著作 5 部；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5 项；专利 17 项。 

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实施定期监控与评价。以校、院《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管理方案》为依据，建立了校、院、学科组三级联动，覆

盖教学、指导、评价全过程的研究生教学质量常态化监控机制。 

2. 优势与特色 

  （1）彰显基础研究特色，产出高水平成果 

  以理论物理研究为基础，面向国际物理前沿领域，与中国原子能

研究院、国家天文台合作，在原子核形变结构及重离子核反应的理论

研究方面，基于最新模型首次分析了核结构、核反应及超重核合成理

论研究问题，并给出了有意义的预言结果。在星系颜色梯度、中微子

质量及全息相变的探究中，发现了引力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进展——引

力全息性质；发表了国际上第一篇大样本研究中高红移星系的颜色梯

度论文。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2）培育技术应用研究，实现成果转化 

  学科依托“辽宁省射线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校企

合作渠道，实现成果转化。本学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各种小型组合

高压发生器、高性能激光器、便携式迈克尔逊干涉仪、固体氧化物燃

料电池等多项成果，多次为企业（公司）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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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省教育厅主办的“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开展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实训、竞赛培训等活动，服务社会。 

（3）人才培养目标及国内外影响 

   本学科培养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具备创新意识、研究能力和

科学素养专门人才。生源来自全国各地，比较充足，目前累计为国家

社会培养硕士生百余人，考取重点院所博士研究生约 6%，毕业生就

业率连年达到 100%，获得各级各类奖励 100 余人次。 

学院重视学术交流合作，扩大国内外影响。近 5 年，教师国内外

交流学习近 100 人次，社团兼职 1 人次。国际访问学者 2 人，来华硕

士留学生 1 人。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落实情况 

1.课程结构合理，学位课与非学位课深度融合，凸显思政课程地位 

物理学学位授权点以产出为导向制定培养方案，构建了能够全面

覆盖、有效支撑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本学位点各专业课程体系均由

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构成，理论课程和实践教学有机衔接、相互支

撑，促进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有机贯通。同时课程体系突出学

位特色，注重从知识导向型向能力导向型的转变。理论教学、实践教

学、学术研究三部分层层推进，构建结构较合理、特色较鲜明、精简

完整的课程体系与知识平台。 

学位课程由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和研究方向课构成，其中思

想政治类课程占比较大，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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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学位公共课

程，教育学生在正确认知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自觉认同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各项要求，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应有的法治观念。依据研究生成长的

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遵守学术规范，强

化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培养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

法去分析和解析现实问题。 

2.课程内容注重科学性、研究性，并注重课程思政建设 

本学位点通过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学科负责人会议、教师座谈

会等形式，科学论证各门课程的属性、特点及教育规律，对应毕业要

求和培养目标，确定基于产出导向的每门课程教学大纲，并在此基础

上确定课程的内容重点，突出课程内容选择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本学

位点注重行业特点，特别注重研究生品德和学术素养的培养，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术规范有机贯穿培养全过程，实现了学术文化修

养在课程教学中的多途径融入，将爱国情怀、世界观、人生观等有机

融入课堂教学，确保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 

对培养目标具有高度支撑作用的《高等量子力学》课程“粒子物

理与原子核物理”“无线电物理”专业的学位基础课，高能物理、固

体物理、核物理、天体物理和激光物理等都是以量子力学为基础，并

且已经渗透到化学和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水平，

将量子力学的发展史和优秀科学家的精神代入课堂，引导学生了解他

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所具备的科研品质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养。在讲述玻尔氢原子理论的时候，以玻尔等人的事例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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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生爱好和平的情怀；在讲述德布罗意物质波的时候，强调德布

罗意生活要求低、一心投身于科学事业的品质，润物细无声的鼓励学

生追求生活简朴，全身心投入学业，不被外部因素干扰的做事态度。

一方面给学生讲授了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科学探索、科学

研究的精神和优良的生活品质。 

在《高等光学》课程，介绍我国建成的世界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

镜（FAST 工程）以及在天文领域取得的重大发现，同时提及 FAST 工

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先生的伟大贡献、卓越成绩以及个人

对科学献身的情怀。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让学生了解物理学概念、定理、

定律的探索过程，结合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今社会的各种

热点，激发学生的心智，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

分析批判的能力、实事求是的态度、理性思维的习惯和不断探索的科

学精神。 

《智能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是无线电物理专业的非学位课，

基于课程的特点，立足学科发展，理论联系实践，具有很重要的育人

价值以及发展前景。通过智能传感器及检测技术构建专业与思政融合

的课堂，设计课程思政的映射点与融入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融入课程，使课堂成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综合性

课堂。该门课程积极进行教学改革，采用案例教学法，设计融入思政

元素的经典案例集。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同时将学生的思想政

治表现、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计入成绩考评中，利用实验操作

思政资源，宣传工匠精神、奉献精神和创新意识。 

在实践课程教学中，研究实验内容相关的国内研究历史和人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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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民族自信和民族复兴的理想与责任，体

现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创新意识、合作精神有机融合到课程中，

彰显课程的育人目标。 

总之，从中国科学家故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物理学知识点

等方面，挖掘思政元素，使思政教育做到润物细无声，将价值观培育

植入到专业课程中。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情况 

一年来，学院全面落实“三全育人”要求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育人与育才相统一，以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贯穿教师

队伍教书育人和辅导员队伍管理服务育人两条主线。学院建立院长和

党总支书记为主要负责人，研究生专业导师为第一责任人，主管研究

生工作的副院长和研究生辅导员及党团组织书记辅助思想政治引领

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基本形成管理体制完备、运

行机制高效、队伍保障有力、育人成效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学院现有研究生导师 27 人，兼职研究生管理服务和思想政治教育辅

导员 1 人，学院党总支书记兼任研究生思想政治辅导员，为做好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师资队伍 

1.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

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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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 

一是完善制度建设体系，出台《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实施细则》《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师德考核工作实施细则》

等文件，使师德师风建设做到有章可循。二是落实惩戒机制，实行师

德失范行为“一票否决”。三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把

教师引进和导师遴选入口关。 

（2） 坚持把提升师德修养作为首要任务 

一是加强思想建设。通过双周理论学习、教研室沙龙、自学等

方式，组织全院教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

述，学习师德规范，争做“四有“好老师。二是加强组织建设。优化

支部设置、配齐“双带头人”支部书记，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落实“三

会一课“制度，以制度的力量涵养初心、坚定使命担当。三是加强教

育引导。通过邀请院士和名师作报告、参观省内红色基地、弘扬抗疫

精神等，开展内容丰富的师德教育活动。四是实施“传帮带”工程，

为新进博士安排指导教师，帮助他们提升师德修养和教学水平。 

（3） 坚持大力营造弘扬师德师风良好氛围 

一是完善教师荣誉表彰体系。定期开展师德标兵、优秀教师、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评选活动，形成榜样在身边、比学赶帮超的

良好局面。二是加强师德文化建设。通过举办教师入职宣誓仪式、教

师荣退仪式、为满 30 年教龄的教师颁发证书等活动，营造崇尚师德

良好氛围。三是加强师德典型宣传。在学院宣传栏、微信公众号中开

设“教师风采”专栏，讲好师德故事。 

（4） 坚持建立和完善师德师风监督长效机制 



 9 

一是实行学院教学督导、学生评教和学生监督员制度，开展常

态化听课，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

体系，加强对教师意识形态及师德师风问题的监督。二是建立师德师

风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掌握师德师风信息动态，发现并纠正师德

师风方面的不良倾向和问题，防患于未然。 

一年来，学院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人才培养使命，

按照学校党委提出“强师德、精业务、比奉献”要求，实现师德培育

和育人实效的“双提升”，取得了很好地效果。 

（1） 教书育人情怀饱满 

广大教师积极投身育人事业，发挥“主力军”作用，把牢课堂

教学主阵地，用扎实学识、良好师德、人格魅力教育引导学生培树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和团队。“先进

材料的微观结构与性能研究团队”获批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封文江

等 4 人获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百千万人才称号；于吉等 3 人获辽

宁省自然科学类拔尖人才称号；刘玲等 2 人获校“爱岗敬业好老师”

称号；朱春梅、张雨等 2 人获校“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 

（2） 教学科研业绩突出 

良好的师德师风促进了高水平教学科研成果产出。一年来，团

队成员获批纵向各级科研项目 8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5 项；获批各级教研项目 16 项，其中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7

项，省教改项目 2 项；获批省一流课程 1 门；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

奖 3 项。 

（3）“三全育人”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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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师德师风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求知热情，崇尚科学、尊

重知识、注重创新的理念在学生中间蔚然成风。一年来，研究生参加

国内外学术会议 10 余人次，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 10 余篇。获校优

秀硕士毕业论文 2 篇，1 名研究生获辽宁省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1

名研究生获沈阳市优秀研究生。 

2.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现有专任教师 43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7 人，博士学位

30 人，占教师总数 70%。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 1 个。 “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 百层次 1 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 1 人、千层

次 3 人、万层次 4 人，省“自然科学类拔尖人才”1 人；省“教学名

师”1 人，沈阳市领军人才 1 人，沈阳市拔尖人才 6 人，沈阳市高级

人才 5 人，获得“全国优秀教师”、“辽宁省优秀教师”、“沈阳市十大

杰出青年知识分子”等荣誉称号 4 人，校“教学名师”4 人，校“拔

尖人才”5 人。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标兵 2 人，学校创新创业名师 1 人，

学校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3 人。学校“优秀党员”1 人、“优秀党务工

作者”1 人。 

3.导师队伍建设规划 

实施“四位一体”的师资队伍建设策略：结合学校人才引进制度，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采取“引、育、稳、聘”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策略。 

引进高端人才：争取国家、省级平台，争取岗位数。引进国内外

高层次人才和学科、专业带头人 1-2 人，引进海外博士或青年优秀博

士 2-3 人/年。力争获批省级以上团队 1-2 个，实现国家级团队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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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青年教师：有目标、有重点地培养拔尖人才，为青年教师访

学、交流、在职学历提升给与政策支持。获批市级以上青年拔尖人才

1-2 人；争取国家留学基金国际访学 1-2 人/年；在职学历提升的教

师完成学业 2 人/年。 

制定激励政策：学院制定“教学、科研成果奖励政策”，为优秀教

师在空间、时间、资金等方面全方位提供支持和条件保障，稳定教师

队伍。 

聘请高水平兼职专家：聘任一支高水平的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

队伍，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任期内聘任 3-4 名高水平专家。 

（二）课程教学 

1.本学位授权点各二级学科的学位专业课程、主要专业

选修课、面向学生层次及主讲教师 

学位授权点各二级学科的学位专业课程设置符合国家各项标准

要求，紧跟学术研究发展趋势，实现课程体系设置的标准化和特色化，

课程设置涵盖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研究方向课；非学位课程包

括非学位必修课、公共选修课（涵盖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文献

检索与多媒体应用、职业资格培训、人文素养培养等课程）、专业选

修课、补修课程（同等学力和 跨专业的学生需补修所学专业大学本

科主干课程）等。 

（1）理论物理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学生层
次 

1 高等统计物理学 学位基础课 高天附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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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义相对论 学位基础课 李慧玲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3 黑洞物理学 研究方向课 李慧玲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4 非线性动力学 研究方向课 高天附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5 高等量子力学 专业选修课 刘玲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6 数值分析 专业选修课 崔崧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7 群论 专业选修课 花巍 
物理科学与技术

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2）光学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学生层次 

1 非线性光学 学位基础课 陈秀艳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2 高等光学 学位基础课 王远成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3 图像处理 研究方向课 吴丽娟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4 生物医学光子学 研究方向课 田宁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5 光学实验专题研究 专业选修课 陈秀艳、高朋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6 信息光学 专业选修课 王延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7 半导体光电器件 专业选修课 于吉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3） 粒子与原子核物理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学生层次 

1 高等量子力学 学位基础课 刘玲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2 高等统计物理 学位基础课 高天附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3 
放射性测量原理与方

法 
研究方向课 孟德川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4 原子核理论 研究方向课 刘玲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13 

5 数值分析 专业选修课 崔菘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6 量子场论 专业选修课 冯露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7 
辐射剂量学与辐射防

护 
专业选修课 孟德川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4） 凝聚态物理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学生层次 

1 凝聚态物理学导论 学位基础课 高明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2 计算物理 学位基础课 张国英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3 磁性物理学 研究方向课 封文江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4 压电铁电物理 研究方向课 黄仁忠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5 数值分析 专业选修课 崔菘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6 相图理论 专业选修课 何燕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7 群论 专业选修课 花巍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5） 无线电物理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学生层次 

1 计算物理 学位基础课 吴迪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2 图像处理 研究方向课 吴丽娟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3 现代信号处理 研究方向课 吴迪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3 

硕士 
一年级 

4 智能控制技术 研究方向课 申海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5 
智能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 
专业选修课 李柳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6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专业选修课 张浩华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2 

硕士 
一年级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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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具体要求和物理学学术学位核

心课程指南，并结合研究生产出需求，优化二级学科课程体系。在制

定 2021 年研究生培养方案时，物理学各二级学位点均有专业课程调

整：光学专业结合本专业研究生生源的光学实验基础以及培养现状，

将《光电子综合实验》修订为《光学专业专题实验研究》，《光电子学》

课程修订为《非线性光学》；无线电物理专业根据物理学学术学位核

心课程指南要求，新增《计算物理》学位基础课程，根据无线电物理

的三个研究方向，调整了部分课程的性质。 

（2）更新教学理念，完善教学内容，融入课程思政元素。选用

先进的新形态教材, 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注重课程内容与科研相结

合、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保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将思政目标加入研

究生课程大纲，在课堂中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怀，

达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3）适应疫情时期学生需求，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实现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全覆盖。为更好地适应 2020 年疫情特殊时期的教

学工作，本学科所有课程均基于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教学。疫

情期间的教学秩序正常，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完整，最终高质量完成

教学任务。2020.7-2021.12 期间，《图像处理》、《智能控制技术》，《智

能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等多门课程基于超星网络平台进行混合式教

学，拓展了教和学的时间和空间，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4）学校、学院联动监控，运用多样化评价方式，进一步完善

持续改进机制。学校建立研究生教学质量标准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管理方案》，加强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实施校、院、学科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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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学听课的督导制度，构建教学质量监测网络,进行分析反馈与改进。

逐步形成了全程监控、多元反馈、持续改进的闭环质量保障模式，贯

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3.教材建设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教材的使用与管理，先后颁布了《沈阳师范大学

教材使用管理暂行规定》《沈阳师范大学优秀（精品）材料评选办法》

《沈阳师范大学自编教材立项管理办法》三个文件，规范选用程序，

大力推广、使用教育部规划教材、国家级重点教材、省部级优秀教材。

本学位点依据学校文件严格规范教材选用原则和流程，保证优秀教材

进入课堂。 

研究生教材选用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择优”原则。即优先选

用国家规划教材、面向 21 世纪教材、曾获国家或省部级奖项的教材、

同行公认的优秀教材。另外，根据某些课程的特点，国外的一些教材

实用性强、更新及时、结构灵活、更能反映学科前沿性知识，对国外

优秀教材（包括原版、影印版以及翻译版）秉着积极引入的态度。第

二，“择新”原则。在“择优”原则基础上，选择近三年出版的新教

材；第三，“一致”原则。即相同专业、相同年级的同一课程应选用

同一种教材。 

学院制定《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奖励分配办法》，积极鼓励教师

组成教材建设团队，结合国家教师教育改革，在学校规定的八大出版

社出版教材或著作，每套教材或著作学院资助经费 10000 元。近年来，

学院教师出版教材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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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教材情况 

序号 教材名称 主要作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1 黑洞的量子隧穿辐射与相变 李慧玲 2020.09 清华大学出版社 

2 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发展研究 潘庆超 2020.11 四川大学出版社 

3 《CATIA 实用教程(第 3版)》 方戈亮 2020.06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三）导师指导 

1.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情况 

选聘 根据《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聘任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学位点研究生指导老师的遴选条件为：热爱研

究生教育事业，熟悉有关政策法规，治学严谨，道德高尚；具有副

教授以上或相当的专业职务；熟悉本专业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教

学科研成绩突出，有良好的学风，严谨的作风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同时，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实行双向选择。 

培训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

意见》(教研[2018]1 号)文件，2021 年本学位点对研究生导师做以

下培训： 

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严格执行国家

教育政策，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坚定“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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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学生生活。导师要经常把学生放在心上，体会学生的酸甜

苦辣，关心他们的学习、做事、为人和各方面的健康发展。尊重学

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严格禁止师德失范和学术不端等行为。教师发展，师德为要。

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人师表，爱岗敬业，以高尚的道德情操

和人格魅力感染、引导学生，做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和社会进步

的积极推动者。注重加强对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等的监察

监督，着力解决师德失范、学术不端等问题。 

考核 根据《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聘任管

理办法》以及《沈阳师范大学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

则》有关规定，本学位点研究生导师的考核机制为： 

首先，为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定期对导师指导工作进行

考核与质量评估，考核时指导教师需提供关于研究生培养、教学和

指导等相关材料，建立研究生导师数据库，对研究生的指导情况实

行动态管理。 

其次，对导师的科研工作进行考核，即指导教师主持的科研项

目、获得的项目经费、发表的科研成果等。 

最后，对导师职业道德进行考核，严格符合立德树人的要求，

努力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研究

生导师队伍。 

2.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与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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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执行《沈阳师范大学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

细则》，对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要求如下： 

（1）提升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引导研究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坚定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而奋斗的信念，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加强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业务精湛，有扎实的学术素养，定期与研究生沟通交流，帮助

研究生确定研究方向，引导研究生跟踪学科前沿，直面学术问题，

开拓学术视野在学术研究上开展创新性工作。认真组织研究生的中

期考核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认真指导、审查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坚持标准，严格把关，做好论文初审、查重、外审，协助学院完成

论文预答辩和答辩的组织工作。 

（3）注重对研究生进行人文关怀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加强校规校纪教育，把解决思想问

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了解学生成长环境和过程，在关心帮

助研究生的过程中，提供相应的心理疏导和课业上的支持和鼓励，

引导研究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促进研究生生活和谐和身心健康。 

（4）严格要求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 

导师应培养研究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

神，教育和引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学术作风。

在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强化学术规范训练，加强职业伦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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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术道德涵养；培养研究生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提高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 

（四）学术训练 

1.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情况 

（1）选题、开题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选题上，主要是研究生与导师商议，通过学科师生研究

组会讨论，发挥导师科学选题的组织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的作用，

帮助研究生甄别科学问题，学会自主选题的科学方法。在选题过程

中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自主学习、理性评判等关键科研思维能

力。开题是研究生科学研究的重要一环，要求大量阅读相关文献，

了解学科方面的前沿进展，每周讨论汇报，通过师生反复讨论，多

次提炼，产生新的思想。学院组织学科专家对研究生的“预开题”、

正式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等培养环节，统一标准，严格

把关，使研究生发现不足、找准方向，并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创新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 

（2）基本知识与研究技能的训练 

由于研究生生源层次低，入学时水平良莠不齐，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和研究技能都需要训练，包括宽广的学科知识和实验途径的交叉

学科知识。除此之外，有目的地培养研究生逻辑思考的能力，口头表

达和写作交流能力，实验设计和实施的能力，文献阅读、评价和综合

能力，以及深厚的专业知识。 

（3）研究生成果发表能力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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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研期间，对每位研究生都进行了初步科研能力的训练，主

要是：第一，论文撰写能力。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献综述、论文的

创新点、文字表达的清晰性和完备性、完整科学的写作思路。第二，

论文投稿、修改意见回复的能力。杜绝一稿多投、投稿格式和规范、

审稿意见辨析、修改回复。第三，英文论文写作水平的训练。严格

遵循英文期刊的种种规则，不断提高撰写英文论文的水平。 

2.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的成效 

培养研究生信守学术规范的习惯。明确要求研究生首先应具备

学术道德、诚信精神。严禁抄袭与剽窃。既了解语言和格式等形式

规范，更强调发现科学问题等实质规范。开设科研规范训练讲座、

签订学术规范协议、加强研究过程的管理，建立了专家审查、改进

盲审、导师回避的独立专家小组答辩等制度，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进

行严厉的批评和处罚。2021 年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33 篇；省级以

上竞赛获奖 15 项，申请获批专利 3 项。 

2021 年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发表论文成果表 
序
号 

论文题目 全部作者 
第一
作者 

刊物名
称 

检索
类型 

期刊
类别 

发表
时间 

1 
自身代谢缓解甲氨蝶呤

对小鼠体内成熟卵母细

胞副作用的研究 

刘美君，田

宁，于吉，

马万云 
是 

中国细

胞生物

学学报 

CSC
D 

B 
2021.

02 

2 
MAPbCl3 单晶光电探测

器的制备及表征 

于 吉,郑 
杰,黄永涛,
屈艳梅 

是 
沈阳师

范大学

学报 

CSSC
I 

中文

核心 
2021.

12 

3 
Polarization properties of 
mouse oocyte captured by 
Mueller matrix imaging 

刘美君，田

宁，于吉 
是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
ce Series 

EI B 
202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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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chine learning the 
nuclear mass+B2:B26 

高泽鹏，王

永佳，吕宏

亮，沈彩

万，李庆

峰，刘玲 

是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

es 

SCI 其他 
2021.

10 

5 

Quantifying the Effect of 
Initial Fluctuations on 

Isospin-Sensitive 
Observables from 

Heavy-Ion Collisions at 
Intermediate Energies 

王永佳，高

泽鹏，李庆

峰 
是 

Symmetr
y 

SCI 其他 
2021.

11 

6 

Applic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impact 
parameter in the 

132Sn+124Sn system 

李甫鹏，王

永佳，高泽

鹏，李鹏

程，吕宏

亮，李庆

峰，C. Y. 
Tsang，M. 

B. Tsang 

否 
Physical 
Review 

C 
SCI A 

2021.
9 

7 

Impacts of atomic and 
magneticconfigurations on 

the phase stability of 
Fe–Pd shape memory 

alloys: A 
first-principlesstudy 

Chun-Mei 
Li,Shun-Jie 
Yang,Yang 
Zhang,Ren-

Zhong 
Huang(李
春梅，杨顺

杰，张扬，

黄任忠) 

是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SCI B 
2021.
1.15 

8 

Alloying and magnetic 
disordering effects on the 
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and elastic property of 
Co2VGa Heusler alloy: A 

first-principles study  

Chun-Mei 
Li,Jin-Ping 
zhou,Shun-

Jie 
Yang,Yang
-Zhang (李
春梅，周金

萍，杨顺

杰，张扬) 

是 

Computa
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SCI B 
2021.
5.7 

9 

Near-infrared 
photodetectors based on 
CH3NH3PbI3 perovskite 

single crystals for 
bioimaging applications 

Ji Yu,Jie 
Zheng, 
Hongyu 

Chen, Ning 
Tian, Lin 

Li, Yanmei 
Qu,Yongta

是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

y C 

SCI 
其他

论文 
20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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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Huang, 
Yinxian 
Luo and 
Wenzhu 

Tan 

10 

Enhanced performance of 
a 

Ba0.5Sr0.5Co0.8Fe0.2O3
−δ based oxygen 

electrode for 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cells by 
decorating with Ag 

particles 

Jie Zheng, 
Xiaoyan 
Wang, Ji 
Yu and 

Ning Tian 

是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 

SCI 
其他

论文 
2021.

3 

11 
空间非均匀摩擦棘轮的

输运性能  

曹佳慧，刘

艳艳，艾保

全，黄仁

忠，高天附 

否 
物理学

报 
SCI A 

2021.
12 

12 
温度反馈控制棘轮的最

优控制 

刘天宇，曹

佳慧，刘艳

艳，高天

附，郑志刚 

否 
物理学

报 
SCI A 

2021.
10 

13 

A reflective methane 
concentration sensor based 

on biconvex cone 
photonic crystal fiber 

Mach-Zehnder 
interference 

Wang Z , 
Gao P , Liu 

S   
    SCI B 

2021.
9 

14 

Thermodynamics and 
weak cosmic censorship 

conjecture of the 
high dimensional hairy 

AdS spacetime 

李柳，傅子

瑜，赵钱 

是（导

师第

一作

者） 

Physica 
Script 

sci   2021 

15 

Properties of 
Ce0.85Sm0.15O2-δ-CuO 

electrolytes for 
intermediatetemperature 

solid oxide fuel cells 

田宁，屈艳

梅，门海

蛟，于吉，

王晓妍，郑

杰 

是 
Solid 
State 
Ionics 

SCI A 
2020.

8 

16 

Improved performance of 
a samarium-doped ceria 

interlayer of intermediate 
temperature solid oxide 

electrolysis cells by 
doping the transition metal 

oxide Fe2O3 

屈艳梅，于

吉，田宁，

申海 
是 

RSC 
Advance

s 
SCI A 

20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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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esearch on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of Graphene 

Solution at the Microwave 
Frequency of 9.212GHz 

焦天乙，石

钠月，吴

闯，陈秀艳 
是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 

SCI B 
2021.

2 

18 

The effect of dark matter 
on the weak cosmic 

censorship conjecture in 
the extended space 

Fu Zi-Yu , 
Zhang 

Bao-Qi, 
Wang 

Chuan-Yin, 
Li 

Hui-Ling.  

否 
Modern 
Physics 

Letters A 
SCI B 

2021.
9 

19 

通过

Ba0.5Sr0.5Co0.8Fe0.2O3-
δ 对中温固体氧化物电解

池中 LaxSr1-xMnO3 基氧

电极性能的优化 

黄永涛，郑

杰，屈艳

梅，谭雯

竹，罗寅

先，于吉 

否 
功能材

料与器

件学报 

非检

索论

文 

其他

论文 

2021.
12（接

收未

见刊） 

20 
CNSBS 曲面拼接方法的

设计与实现 

吴丽娟，张

心慈，任海

清，梁岱

立，黄尧，

齐维毅 

是（导

师第

一作

者） 

沈阳师

范大学

学报（自

然科学

版） 

非检

索论

文 
A 

2021.
4 

21 
电磁成像系统正弦信号

发生器的设计 
于长敏，申

海 
是 

现代信

息科技 
其他 

其他

论文 

已录

用

（202
1 年

12 月

底发

表） 

22 
多无人机路径规划方法

研究及设计 
郭星冉，于

长敏，申海 
否 

自动化

应用 
其他 

其他

论文 

已录

用（拟

于

2022
年发

表） 

23 
基于 MTCNN 的人眼状

态检测与判断 
吴迪，董雪

晴，冯晓婉 
否 

沈阳师

范大学

学报（自

然科学

版） 

其他 其他 
2021.

06 

24 
Mn 在 γ'-Ni3Al 中的择优

占位 

黄仁忠,刘
丽丽,魏媛

媛,刘雅娟 
是 

沈阳师

范大学

学报（自

然科学

版） 

  
其它

论文 
20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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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o2CrZ(Z=Al,Ga,Ge 和
Si)合金相稳定性和弹性

常数的第一性原理分析 

李春梅，杨

顺杰，周金

萍，徐乾

皓，封文江 

是 

沈阳师

范大学

学报(自
然科学

版） 

  
其它

论文 
2021.

10 

26 
基于 Arduino 的光学遥控

型“万花筒” 

张浩华，刘

凡杨，潘庆

超 
是 

无线电

杂志 
  B 

2020.
11 

27 
3D 打印的花式超声波悬

浮器 

张浩华，刘

凡杨，王子

木，佟佳琪 
是 

无线电

杂志 
  B 

2021.
01 

28 
数显播报型环境监测小

精灵 

张浩华，刘

凡杨，王爱

利，李哓慧 
是 

无线电

杂志 
  B 

2021.
5 

29 
多功能遥控型机器人—

多足兽 

张浩华，刘

凡杨，李哓

慧，王爱利 
是 

无线电

杂志 
  B 

2021.
7 

30 
Arduino 感应型唱跳机器

人 

张浩华，李

哓慧，刘凡

杨，王爱利 
是 

无线电

杂志 
  B 

2021.
9 

31 
基于 Arduino 和 OneNet
云平台的温度与行踪监

控系统设计 

张浩华，刘

凡杨，佟佳

琪 
是 

沈阳师

范大学

学报 
  

其他

论文 
2020.

12 

32 
Z型 SPS光纤折射率传感

器 

高朋 ，郑

晓琳，刘

莹，王子木 
  

沈师学

报 
    

2021.
12 

33 
基于 VirtualLab 的干涉光

路模拟 
安婷雯，陈

秀艳 
是 

科学博
览 

  
其他

论文 
2021 

2021 年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竞赛获奖表 

序

号 
学号 

学生

姓名 
专业 

比（竞）赛名

称（以获奖证

书为准） 

参赛作

品名称

（以获

奖证书

为准） 

获

奖

类

别 

获奖

等级 

主办单

位（以获

奖证书

为准） 

获奖证书

颁发日期

（以获奖

证书为

准） 

1 
19730004；

20571004 

郑杰；

黄永

涛 

光

学 

第四届中青

杯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

竞赛 

港珠

澳大

桥的

安全

性分

析 

——

基于

国

家

级 

二等

奖

（亚

军、

银

奖） 

中青杯

全国大

学生数

学建模

竞赛组

委会；

吉林省

科技教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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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

车辆

动力

学系

统的

轨迹

控制

模型 

育协

会；山

东北斗

教育研

究院 

2 19730004 郑杰 
光

学 

万里路杯全

国摄影大赛 

校园

一角 

国

家

级 

二等

奖

（亚

军、

银

奖） 

中国文

化旅游

协会；

中国影

视摄影

师协

会；中

国摄影

著作权

协会；

万里路

杯全国

摄影大

赛组委

会 

2021.05 

3 

19732001；

20732001；

20732003 

刘凡

杨；李

哓慧；

王爱

利 

无

线

电

物

理 

“建行杯”

第七届辽宁

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 

数显

播报

型环

境监

测机

器人

设计

与实

现 

省

部

级 

三等

奖

（季

军、

铜

奖） 

辽宁省

“互联

网+”大

学生创

新创业

大赛组

委会 

2021.12 

4 

19732001；

20732001；

20732003 

刘凡

杨；李

哓慧；

王爱

利 

无

线

电

物

理 

建行杯”第

七届辽宁省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 

基于

语音

识别

的党

史学

习助

手 

省

部

级 

三等

奖

（季

军、

铜

奖） 

辽宁省

“互联

网+”大

学生创

新创业

大赛组

委会 

2021.12 

5 

19732001；

20732001；

20732003 

刘凡

杨；李

哓慧；

王爱

利 

无

线

电

物

理 

辽宁省教育

厅 2021年度

科学研究经

费项目（面

上项目） 

软件

网络

的特

征辨

析及

省

部

级 

    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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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重要

性度

量研

究 

6 20571004 
黄永

涛 

凝

聚

态

物

理 

2021年第四

届全国大学

生数学竞赛

网络挑战赛 

  

国

家

级 

三等

奖

（季

军、

铜

奖） 

北京校

苑教育

科技有

限公司 

2021.12 

7 20571005 
黄永

涛 

凝

聚

态

物

理 

2021年第四

届华教杯全

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 

  

国

家

级 

三等

奖

（季

军、

铜

奖） 

华教杯

全国大

学生数

学竞赛

组委

会，吉

林省科

技教育

学会，

山东北

斗教育

研究院 

2021.12 

8 

20732001；

20732003；

20545001 

李哓

慧；王

爱利；

宋家

豪 

无

线

电

物

理 

“中信银行

杯”第三届

中国研究生

人工智能创

新大赛 

基于

行人

重识

别的

检测

体育

考试

替考

行为 

国

家

级 

优秀

奖 

中国学

位与研

究生教

育学

会、中

国科协

青少年

科技中

心 

2021.10 

9 21732005 
江龙

涛 

无

线

电

物

理 

2021 竞技

世界杯中国

大学生计算

机博弈大赛

暨第十五届

中国计算机

博弈锦标赛 

2021 

竞技

世界

杯中

国大

学生

计算

机博

弈大

赛暨

第十

五届

国

家

级 

二等

奖 

中国大

学生计

算机博

弈大赛

组委会  

中国人

工智能

协会  

中国计

算机博

弈锦标

赛委员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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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计算

机博

弈锦

标赛 

会 

10 20545002 
宋家

豪 

材

料

物

理

与

化

学 

全国高校计

算机能力挑

战赛 

  

国

家

级 

优秀

奖 

全国高

等学校

计算机

教育研

究会 

2021.01. 

11 20545003 
宋家

豪 

材

料

物

理

与

化

学 

全国大学生

人工智能知

识竞赛 

  

省

部

级 

三等

奖

（季

军、

铜

奖） 

江苏省

人工智

能学会 

2021.06. 

12 20545004 
宋家

豪 

材

料

物

理

与

化

学 

全国大学生

环保知识竞

赛 

  

国

家

级 

优秀

奖 

中国绿

发会 
2021.05. 

13 20545005 
宋家

豪 

材

料

物

理

与

化

学 

全国高校创

新英语挑战

英语翻译赛 

  

国

家

级 

优秀

奖 

中国文

化信息

协会创

新文化

转播专

业委员

会 

2021.01. 

14 

20732004；

21732005；

21732001 

王晓

伟；江

龙涛；

刘祖

琛 

无

线

电

物

理 

2021年第四

届中青杯全

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 

研究生组 

2021

年第

四届

中青

杯全

国大

学生

数学

建模

竞赛 

国

家

级 

二等

奖

（亚

军、

银

奖） 

中青杯

全国大

学生数

学建模

竞赛组

委会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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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732004 
王晓

伟 

无

线

电

物

理 

2021年中国

大学生计算

机博弈大赛 

2021

年中

国大

学生

计算

机博

弈大

赛 

国

家

级 

二等

奖

（亚

军、

银

奖） 

中国人

工智能

学会 

2021.07 

2021 年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申请获批专利表 

序
号 

专利受理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
状态 

申请人 学号 

1 
202121242

416.6 
一种图书馆新型桌椅 

实用

新型 

受理

申请 

黄永涛；屈艳梅；

郑杰 

205710

04；

207300

01；

197300

04 

2 
ZL 2021 3 

0433349.5 
环境监测仪 

外观

设计 

专利

授权 

刘凡杨；张浩华；

王爱利；李哓慧 

197320

01； ；

207320

03；

207320

01 

3 
202111439

035.1 

基于激光散斑法的热形变

检测系统、检测方法及应用 
发明 

专利

授权 
陈秀艳   

 

3.研究生实习、实践的组织、落实、考核情况 

按照专业培养方案中学术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要求，组织、落实

研究生的实践活动。 

（1）文献阅读与研究设计（1 学分）：学科导师组和学院学术委

员指定本学科必读经典文献和书目，并对研究生掌握经典的情况进行

考核。研究生需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根据研究方向，在阅读大量学科

文献基础上，设计研究选题，形成综述报告，就毕业（学位）论文的

构思、框架、科学性、可行性等向导师组汇报。通过考核，可获得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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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活动（1 学分）：在学期间，研究生需听取至少 10 场

学术报告，公开作至少 1 场学术报告，提交 1 篇省级以上在本学科领

域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代表学术水准的研究报告，经导师组

认定考核通过，可获得 1 学分。具体按《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学

术活动和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执行。 

（3）实践教学（2 学分）：在学期间应进行与所学专业相关的

实践活动，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是社会实践，累计时间不少于 1 个

月。实践结束后，要由实践所在单位做出鉴定，本人撰写详细报告，

考核通过，可获得 2 学分。具体按《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的暂行规定》执行。  

（五）学术交流 

1.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基本情况 

2021 年，本学位点多名研究生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了解

学科最新国际前沿研究领域，增强了对外学术交流活动。 

2021 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表 

序号 会议论坛名称 地点 时间 参与研究生人次 

1 
第十四届 QCD 相变与相对论重离子物理

研讨会 贵州贵阳 2021.7 
4 

2 2021 湖州原子核物理前沿问题研讨会 浙江湖州 2021.5 3 

3 2021 年电气、电子和计算技术国际会议 福建厦门 2021.3 2 

2.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交流基本情况 

2021 年 5 月，学院邀请重庆交通大学曾晓雄教授来校进行学

术交流，为全体师生作题为“黑洞的影子”的学术报告，并就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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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及两校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展开深度讨论，进一步推动了我校

与国内著名高校在理论物理领域的研究合作，扩大了学术影响，提

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学位点多名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内学术论坛、

会议、学术讲座等，扩宽了研究生学术视野，强化了国内合作与交

流。 

2021 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交流表 

序号 会议论坛名称 地点 时间 参与研究生人次 

1 2021 年全国核反应大会 广西桂林 2021.6 5 

2 
锕系核裂变数据关键科学问题裂变理论

研讨会 浙江湖州 2020.12 
4 

3 
原子核物理中的协变密度泛函理论讲习

班 重庆 2021.4 
3 

4 
原子核结构与中高能重离子碰撞交叉学

科理论讲习班 浙江湖州 2021.7 
3 

5 活性物质暑期学校论坛 浙江杭州 2021.7 3 

6 
2021 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暑期学校实践 

东北师范

大学长春 2021.8 
8 

 

（六）质量保证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为保证研究生的教学质量，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使教

学效果达到最佳，在学校制定的相关教学质量保障规定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到本学位点的各专业特点和研究生培养的具体实际，认真

研究，制定本学位点的研究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1）校级教学质量监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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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立研究生教学督导组，负责搜集本学位点的相关信息，

了解本学位点的实际情况，对本学位点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

养方案、教学质量等进行科学分析，做出合理的评估和判断，并提

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进而推动教学改革的力度。另外，专家组有

重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课堂巡查、随堂听课。更好的促进教师教学

水平的提升。 

（2）院级教学质量监控方面 

发挥学科学术委员会指导作用，由本学科聘任的学科各领域的

国内知名专家、学院学科负责人等组成学科学术委员会，为本学科

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评价等提供指导与咨询。本学位点内

部质量监控队伍由学科学术委员会、院长、分管副院长、学科专业

导师组组成。包括教学前教学材料准备情况、教学过程中多方位监

控、教学后续反馈改进三部分内容。教学前准备情况的监控主要包

括教师上课制度、教师备课制度以及教案检查制度等。教学前的监

控要求教师上课必须有规范的教案，定期对教案进行检查，以监督

教师备课和提高备课质量。 

教学过程中多方位监控研究生的课堂、教学、文献综述与选题

报告、论文中期检查、学术活动与学术交流、学位论文质量与论文

答辩等，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得到优化，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对于

监控中被发现有问题的教师，将组织专家进行“诊断性”听课，并

给予授课教师指导性意见，以帮助其渡过“教学关”。 

教学后续监控系统主要是对于质量信息的搜集、整理、归纳、反



 32 

馈及利用，分层次、分内容落到实处。首先，针对开设课程所选用教

材，从内容、形式、质量上，去评定教材的适应性、科学性、先进性、

合理性等，并征求师生意见，整理并反馈给负责人；其次，任课教师

应根据学生的听课、作业完成、辅导答疑等情况，对每个学生做出科

学合理的评价，并汇总、整理、归纳，以提高自身教学效果；最后，

本学位点组织导师互听课，对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学态度、创新和改

善等作评价记录，并将意见反馈给教师，向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研究生学位论文和答辩是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严把开

题、论文评审、答辩三道程序。学校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制度

和论文评审条例，监督论文质量，对于评审中的问题及时进行修改、

补充、完善，不合格的论文取消答辩资格。科学评价，强化激励，

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培养方案毕业资格审查中对研究生在

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级别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对在高水

平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应给予资助和奖励，以激励

研究生创造更好的科研成果。加强校规校纪、院规院纪和考试诚信

教育，制定了《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管理办法》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实施办法》

等规章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学风建设制度体系。 

2021 年毕业研究生 28 人，其中毕业论文学院外审论文人数 19

人，学校外审论文人数 9 人。一审未通过 4 人次，二审通过率达 100%；

共有 28 名学生通过盲审、答辩并被授予学位。9 篇抽检外审的毕业



 33 

论文均满足要求，获校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2 篇。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要求。通过定期教学抽查、座谈等多种形

式，充分发挥导师的榜样示范、专业把关以及教育引导的作用，形

成师生良好互动。此外，加强导师和学生的日常交流，把自己的工

作态度、知识和能力、乃至于人生观、价值观传授给学生，进而对

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效果和人生理想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引导学

生在成长的道路上保持正确的方向,培养他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和团

队合作的精神。 

4.分流淘汰机制 

本学位点实行淘汰分流制度，严把研究生教育质量关。研究生应

按培养方案于 3 学年内完成学分审核、开题答辩、中期考核、预答辩、

答辩、学位审核等多个培养环节，才能拿到学位。每一环节学生原则

上有两次机会，若两次均未通过考核，学生需肄业。 

（七）就业发展 

1.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 

本学位点毕业生签约单位行业分布与专业设置基本吻合，相对集

中于教育业及其相关企业领域，偶有涉及互联网相关领域。2021 年

毕业硕士研究生总计 28 人，签订协议及合同 18 人，其他形式就业 8

人，自主创业 2 人，待就业 0 人，就业率 100%。其中，事业单位 15

人，企业单位 2 人，公务员 1 人，自主创业 2 人，其他单位 8 人。 

2.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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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满意度总体评价较好，我们分别对 6

个不同用人单位做了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其中四个用人单位表示对

本学位点毕业生很满意，毕业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勤奋好学，在工

作过程中任劳任怨，不怕吃苦，能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与同事和睦相

处；一个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较为满意，认为毕业生具有较强

的敬业精神，但个人能力和现阶段用人要求稍有脱节。对于以上情况，

本学位点在培养过程中会根据社会需求不断完善学生培养计划并更

注重对学生在学习和工作方面能力的综合培养。 

3.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①硕士毕业研究生就业率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28 28 100% 

②硕士毕业研究生就业形式 

毕业生 

总计 

协议及 

合同 

升

学 

出

国 

其他

形式 

就业 

自主 

创业 

不就

业 

拟升

学 

其他 

暂不就

业 

待

就

业 

28 18 0 0 8 2 0 0 0 

③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自主创业 其他单位 

1 15 2 2 8 

 

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在 2021 年度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25 项，其中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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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批 19 项，经费共计 83.8 万元。科研项目层次逐步提高。 

2021 本学位点获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表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立项部门 批准经费 
（万元） 

2021.08.18 
钴基Heusler型磁形状记忆合金结构相变与性能

优化的基础研究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 56 
2021.08.01 在动力学暗能量模型中探究中微子质量 省级 辽宁省科技厅 3 
2021.12 激光散斑法测量机械零件性能   5 

2021.11.16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级 科技部 5 

2021.08.10 
“一流课程"建没背景下的 “大学物理"课程建

设实践 国家级 教育部 
0.3 

2021.06.08 
“1+X”证书背景下师范类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国家级 

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终身学习

专业委员会 

 

2021.07 
校企协同体系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例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7 
基于OBE理念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与实践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2 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思政及“金课”建设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2 以产出为导向的项目驱动实践教学方法研究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2 
基于智慧教学的《模拟电子技术》“金课”建设

与实践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2 立足新工科的创新型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研究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12 师范院校物理学一流专业教师师资培训 国家级 教育部 2 

2021.09 软件网络的特征辨析及节点重要性度量研究 省级 辽宁省教育厅 3 

2021.05.25 多功能老人床上护理系统 省级 辽宁省教育厅 0.5 

2021.09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内涵与路径研

究 省级 辽宁省教育厅 
3 

2021.8.30 
Cr 基赫斯勒合金Cr2YZ 及其四元合金的半金

属性、磁性及力学性质的理论研究 省级 辽宁省教育厅 
5 

2021.12 “五位一体”的物理学一流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省级 辽宁省教育厅 0.5 

2021.12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省级 辽宁省教育厅 0.5 
 

（二）支撑平台     

（1）学科平台：“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2019 年获批校特色二

级学科建设点，充分体现了本学科在辽宁省同类学科中具有一定的优

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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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平台：物理学（师范）专业始建于 1958 年，1984 年

获得物理学科教学论硕士授予权并开始招生，2010 年获批物理学一

级学科硕士授予权并开始招生。2021 年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省“特色专业”（2009 年）、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

（2018 年）、校“标志性与支柱性专业”。并于 2019 年获批辽宁省一

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辽宁省“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夯

实了发展基础。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始源于 1990 年，1992 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有

近 30 年历史。现有在校本科生 236 人，已培养两千余名优秀工程技

术人才。2013 年获批省工程改革试点专业，2021 年获批辽宁省一流

本科教育示范专业，辽宁省“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实验室平台：现拥有全国电子信息技术人才认证培训基地、

教育部产学研基地、省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高校创新团队、省

重点实验室、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重点实验室、专业实验室等

18 个、学生创新实践中心 3 个，实验室总建筑面积约 6000 平方米。 

本学位点支撑平台表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评估情况 

1 
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中心 
辽宁省射线仪器仪

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辽宁省科技

厅 
2017 合格 

2 
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中心 
辽宁省物理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辽宁省科技

厅 
2011 

合格 

3 
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中心 
先进材料的微观 
结构与性能实验 
室 

辽宁省科技

厅 
2004 

合格 

4 
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中心 
辽宁省特种材料 
的制备与应用技 
术重点实验室 

辽宁省教育

厅 
2009 

合格 

5 
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中心 
先进材料制备与应

用重点实验室 
沈阳市科技

局 
200608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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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强光学实验室建设，在原有光电实验室基础上，2021 年

购买了光纤光谱仪、光纤传感器、夜晶光电特性显示等实验器材；持

续加强电子信息类实验室建设，购买嵌入式创新平台为研究生创新实

验提供支撑。培养学生参与意识、提升创新实践能力，在全国、辽宁

省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竞

赛中多次获奖。 

（三）奖助体系 

根据国家关于研究生奖助工作的有关精神以及学校发布的《沈

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沈阳师范大学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本学位点制定《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

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细则》，构建由主要行政负责

人为主任委员，主管研究生工作领导、研究生导师、辅导员和学生

代表组成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委员会，具体负责评选工作。明

确了奖助对象、奖励标准、评审原则与要求，受奖助者的责任与义

务，形成了完整的资助体系。其中包括国家奖学金（20000/人）、

国家助学金（6000/人/年，覆盖比率 100%）、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2000-10000 元）以及助学贷款和助教补助等，覆盖面广，资助

力度大。2021 年，本学位点有 1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20000/人），

64 人获得国家助学金（6000/人/年），38 人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2000-10000 元），以及助学贷款和助教补助等。 

2021 年获得各类奖助学金的研究生人次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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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位点社会服务贡献情况 

本学位点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情况。 

 

物理学学位点坚持高端理论研究与应用型创新两个方面并重，集

中优势资源加强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等特色方向建设，

以及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工作，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教师、

研究生积极探索科学技术前沿，用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服务国家与地方

经济建设。 

理论物理方向与中科院天文台合作，针对空间科学和引力理论前

沿问题，提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粒

子与原子核物理方向就核结构及辐射场理论积极开展研究，取得了一

系列高水平成果，受到国内外多位著名专家高度评价。 

学科依托“辽宁省射线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校企

合作通道，把已有专利积极转化为技术成果，有效提升科技服务水平。

辐射物理技术及高压电源研发已经形成一系列成果，为企业提供人才

支撑和技术服务，与省内多家仪器仪表集团建立了业务合作联系；新

型激光散斑装置、便携式迈克尔逊干涉仪已应用于实践教学，力争实

现磁性形状记忆合金、锂离子电容器、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高温合

在校硕士

生数 

国家奖学金 优秀学业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硕士获奖人

次 

获奖比

例 

硕士获奖人

次 

获奖比

例 
资助人次 

资助比

例 

64 1 1.6% 38 59.3% 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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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科研成果的转化；电磁层析成像技术的研究、复杂任务驱动的多

智能体群智能技术等研究为工业无损伤和医疗过程检测的提供技术

基础，为辽宁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学位点积极承担社会公共服务，先后两次承办省教育厅主办的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

开展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实训、中学物理竞赛培训等活动；与“辽宁科

普网”合作，开展网站栏目管理维护、科普小课堂等活动。这些学术

与社会服务活动促进了学科发展和团队建设，提高了学术地位和社会

影响。 

六、本学位点建设的特色和亮点 

1. 彰显基础研究特色，产出高水平成果  

以理论物理研究为基础，面向国际物理前沿领域，与中国原子能

研究院、国家天文台合作，在原子核形变结构及重离子核反应的理论

研究方面，基于最新模型首次分析了核结构、核反应及超重核合成理

论研究问题，并给出了有意义的预言结果。在星系颜色梯度、中微子

质量及全息相变的探究中，发现了引力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进展—引力

全息性质；发表了国际上第一篇大样本研究中高红移星系的颜色梯度

论文。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2. 培育技术应用研究，实现成果转化 

学科依托“辽宁省射线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校企

合作渠道，实现成果转化。本学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各种小型组合

高压发生器、高性能激光器、便携式迈克尔逊干涉仪、固体氧化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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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电池等多项成果，多次为企业（公司）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服务。

承办省教育厅主办的“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开展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实训、竞赛培训等活动，服务社会。 

 

七、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 师资队伍急需优化 

师资队伍方面，骨干教师、导师队伍比较齐整，尚存还存在一是

高层次人才少、青年人才储备不足；二是个别学科师资力量不足，教

师中有海外留学、访学经历的人数偏少，不利于学科的国际化建设。  

2.学科发展需要发力 

本学位点在理论物理等 6 个专业方向招生，由于国家学术学位研

究生的招生数量的减少，致使每年招生名额递减，一些导师无法招生。 

3.科研产出有待强化 

科研产出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由于没有引进高端学科带头人，

国家级、省部级重点项目和成果短缺；国家级科研项目数量较少，科

研经费不足，高水平学术论文产出能力不强，教师的人均发文量较少，

严重影响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4.教学过程监控、论文管理有待提升 

由于学科的专业性和教学的灵活性，学院在教学质量、论文质量

把关方面存在不足，缺少升级优秀论文；教学过程和论文指导过程管

理存在一定的疏漏，课堂教学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有待提高。 

（二）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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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实施“四位一体”的师资队伍建设策略：结合学校人才引进制度，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采取“引、育、稳、聘”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策略。引进高端人才

实现国家级团队突破。培育青年教师，制定激励政策，为优秀教师在

空间、时间、资金等方面全方位提供支持和条件保障，稳定教师队伍。

聘任一支高水平的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2. 加强学科建设 

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 使学科方向的凝练和规划与学校办学定

位、现有基础与特色、学校事业发展目标与规划紧密结合，尽快适应

学校的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策略。积极推动二级学科点的建设和招

生，拓展物理学一级学科的覆盖面，激发导师参与学科建设和研究生

培养的积极性，确保每一位导师都有机会指导学术型研究生，确保人

尽其才,才有所用。  

3. 强化科研产出 

努力创造条件，谋划建立国家级、部委级研究基地，实现科研平

台的提质增效；继续推行科研奖励和资助措施，推动教师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产出标志性、代表性成果；在学院

日常管理上，尽可能减少教师非科研任务，确保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

科学研究，培育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申报，冲击重量级、高水平学术

论文发表。 

4. 加强教学过程、论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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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学院《学位论文过程管理办法》，坚持通过师生互选机制确

定导师；完善学院研究生教学监控督导组，加强研究生教学、指导、

评价过程的监控督导力度；学院统一组织论文开题、中期检查、文字

复制比检测、论文送审、预答辩、毕业答辩等环节，提高论文送审要

求，提高论文文字复制比检测标准；紧紧围绕导师所在学科进行论文

选题，确保论文开题、答辩专家的“专业性”，努力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学院重视学术交流合作，扩大国内外影响。近5年，教师国内外交流学习近100人次，社团兼职1人次。国际访问学者2人，来华硕士留学生1人。
	1.课程结构合理，学位课与非学位课深度融合，凸显思政课程地位
	物理学学位授权点以产出为导向制定培养方案，构建了能够全面覆盖、有效支撑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本学位点各专业课程体系均由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构成，理论课程和实践教学有机衔接、相互支撑，促进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有机贯通。同时课程体系突出学位特色，注重从知识导向型向能力导向型的转变。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学术研究三部分层层推进，构建结构较合理、特色较鲜明、精简完整的课程体系与知识平台。
	学位课程由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和研究方向课构成，其中思想政治类课程占比较大，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学位公共课程，教育学生在正确认知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自觉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项要求，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应有的法治观念。依据研究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遵守学术规范，强化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培养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析现实问题。
	2.课程内容注重科学性、研究性，并注重课程思政建设
	本学位点通过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学科负责人会议、教师座谈会等形式，科学论证各门课程的属性、特点及教育规律，对应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确定基于产出导向的每门课程教学大纲，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的内容重点，突出课程内容选择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本学位点注重行业特点，特别注重研究生品德和学术素养的培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术规范有机贯穿培养全过程，实现了学术文化修养在课程教学中的多途径融入，将爱国情怀、世界观、人生观等有机融入课堂教学，确保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
	对培养目标具有高度支撑作用的《高等量子力学》课程“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无线电物理”专业的学位基础课，高能物理、固体物理、核物理、天体物理和激光物理等都是以量子力学为基础，并且已经渗透到化学和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水平，将量子力学的发展史和优秀科学家的精神代入课堂，引导学生了解他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所具备的科研品质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在讲述玻尔氢原子理论的时候，以玻尔等人的事例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爱好和平的情怀；在讲述德布罗意物质波的时候，强调德布罗意生活要求低、一心投身于...
	在《高等光学》课程，介绍我国建成的世界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以及在天文领域取得的重大发现，同时提及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先生的伟大贡献、卓越成绩以及个人对科学献身的情怀。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让学生了解物理学概念、定理、定律的探索过程，结合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今社会的各种热点，激发学生的心智，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分析批判的能力、实事求是的态度、理性思维的习惯和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
	《智能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是无线电物理专业的非学位课，基于课程的特点，立足学科发展，理论联系实践，具有很重要的育人价值以及发展前景。通过智能传感器及检测技术构建专业与思政融合的课堂，设计课程思政的映射点与融入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课程，使课堂成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综合性课堂。该门课程积极进行教学改革，采用案例教学法，设计融入思政元素的经典案例集。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同时将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计入成绩考评中，利用实验操作思政资源，宣传工匠精神、奉...
	在实践课程教学中，研究实验内容相关的国内研究历史和人物及事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民族自信和民族复兴的理想与责任，体现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创新意识、合作精神有机融合到课程中，彰显课程的育人目标。
	总之，从中国科学家故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物理学知识点等方面，挖掘思政元素，使思政教育做到润物细无声，将价值观培育植入到专业课程中。
	一年来，学院全面落实“三全育人”要求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与育才相统一，以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贯穿教师队伍教书育人和辅导员队伍管理服务育人两条主线。学院建立院长和党总支书记为主要负责人，研究生专业导师为第一责任人，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和研究生辅导员及党团组织书记辅助思想政治引领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基本形成管理体制完备、运行机制高效、队伍保障有力、育人成效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学院现有研究生导师27人，兼职研究生管理服务和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1人，学院党总支书记兼...
	学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1） 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
	一是完善制度建设体系，出台《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实施细则》《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师德考核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使师德师风建设做到有章可循。二是落实惩戒机制，实行师德失范行为“一票否决”。三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把教师引进和导师遴选入口关。
	（2） 坚持把提升师德修养作为首要任务
	一是加强思想建设。通过双周理论学习、教研室沙龙、自学等方式，组织全院教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师德规范，争做“四有“好老师。二是加强组织建设。优化支部设置、配齐“双带头人”支部书记，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以制度的力量涵养初心、坚定使命担当。三是加强教育引导。通过邀请院士和名师作报告、参观省内红色基地、弘扬抗疫精神等，开展内容丰富的师德教育活动。四是实施“传帮带”工程，为新进博士安排指导教师，帮助他们提升师德修养和教学水平。
	（3） 坚持大力营造弘扬师德师风良好氛围
	一是完善教师荣誉表彰体系。定期开展师德标兵、优秀教师、“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评选活动，形成榜样在身边、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局面。二是加强师德文化建设。通过举办教师入职宣誓仪式、教师荣退仪式、为满30年教龄的教师颁发证书等活动，营造崇尚师德良好氛围。三是加强师德典型宣传。在学院宣传栏、微信公众号中开设“教师风采”专栏，讲好师德故事。
	（4） 坚持建立和完善师德师风监督长效机制
	一是实行学院教学督导、学生评教和学生监督员制度，开展常态化听课，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加强对教师意识形态及师德师风问题的监督。二是建立师德师风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及时掌握师德师风信息动态，发现并纠正师德师风方面的不良倾向和问题，防患于未然。
	一年来，学院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人才培养使命，按照学校党委提出“强师德、精业务、比奉献”要求，实现师德培育和育人实效的“双提升”，取得了很好地效果。
	（1） 教书育人情怀饱满
	广大教师积极投身育人事业，发挥“主力军”作用，把牢课堂教学主阵地，用扎实学识、良好师德、人格魅力教育引导学生培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涌现出一批先进个人和团队。“先进材料的微观结构与性能研究团队”获批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封文江等4人获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百千万人才称号；于吉等3人获辽宁省自然科学类拔尖人才称号；刘玲等2人获校“爱岗敬业好老师”称号；朱春梅、张雨等2人获校“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
	（2） 教学科研业绩突出
	良好的师德师风促进了高水平教学科研成果产出。一年来，团队成员获批纵向各级科研项目8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项，省级项目5项；获批各级教研项目16项，其中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7项，省教改项目2项；获批省一流课程1门；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奖3项。
	（3）“三全育人”成效显著
	良好的师德师风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求知热情，崇尚科学、尊重知识、注重创新的理念在学生中间蔚然成风。一年来，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10余人次，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10余篇。获校优秀硕士毕业论文2篇，1名研究生获辽宁省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1名研究生获沈阳市优秀研究生。
	现有专任教师43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7人，博士学位30人，占教师总数70%。辽宁省高校创新团队1个。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层次1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1人、千层次3人、万层次4人，省“自然科学类拔尖人才”1人；省“教学名师”1人，沈阳市领军人才1人，沈阳市拔尖人才6人，沈阳市高级人才5人，获得“全国优秀教师”、“辽宁省优秀教师”、“沈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知识分子”等荣誉称号4人，校“教学名师”4人，校“拔尖人才”5人。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标兵2人，学校创新创业名师1人，学校我心目中的...
	聘请高水平兼职专家：聘任一支高水平的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任期内聘任3-4名高水平专家。
	学位授权点各二级学科的学位专业课程设置符合国家各项标准要求，紧跟学术研究发展趋势，实现课程体系设置的标准化和特色化，课程设置涵盖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研究方向课；非学位课程包括非学位必修课、公共选修课（涵盖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文献检索与多媒体应用、职业资格培训、人文素养培养等课程）、专业选修课、补修课程（同等学力和 跨专业的学生需补修所学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等。
	（1）根据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具体要求和物理学学术学位核心课程指南，并结合研究生产出需求，优化二级学科课程体系。在制定2021年研究生培养方案时，物理学各二级学位点均有专业课程调整：光学专业结合本专业研究生生源的光学实验基础以及培养现状，将《光电子综合实验》修订为《光学专业专题实验研究》，《光电子学》课程修订为《非线性光学》；无线电物理专业根据物理学学术学位核心课程指南要求，新增《计算物理》学位基础课程，根据无线电物理的三个研究方向，调整了部分课程的性质。
	（2）更新教学理念，完善教学内容，融入课程思政元素。选用先进的新形态教材, 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注重课程内容与科研相结合、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保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将思政目标加入研究生课程大纲，在课堂中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怀，达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3）适应疫情时期学生需求，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实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全覆盖。为更好地适应2020年疫情特殊时期的教学工作，本学科所有课程均基于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教学。疫情期间的教学秩序正常，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完整，最终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2020.7-2021.12期间，《图像处理》、《智能控制技术》，《智能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等多门课程基于超星网络平台进行混合式教学，拓展了教和学的时间和空间，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4）学校、学院联动监控，运用多样化评价方式，进一步完善持续改进机制。学校建立研究生教学质量标准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管理方案》，加强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实施校、院、学科组领导、督学听课的督导制度，构建教学质量监测网络,进行分析反馈与改进。逐步形成了全程监控、多元反馈、持续改进的闭环质量保障模式，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出版教材情况
	由于研究生生源层次低，入学时水平良莠不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研究技能都需要训练，包括宽广的学科知识和实验途径的交叉学科知识。除此之外，有目的地培养研究生逻辑思考的能力，口头表达和写作交流能力，实验设计和实施的能力，文献阅读、评价和综合能力，以及深厚的专业知识。
	2021年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发表论文成果表
	2021年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竞赛获奖表
	2021年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申请获批专利表
	2021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表
	2021研究生参与国内学术交流表
	教学后续监控系统主要是对于质量信息的搜集、整理、归纳、反馈及利用，分层次、分内容落到实处。首先，针对开设课程所选用教材，从内容、形式、质量上，去评定教材的适应性、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等，并征求师生意见，整理并反馈给负责人；其次，任课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听课、作业完成、辅导答疑等情况，对每个学生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并汇总、整理、归纳，以提高自身教学效果；最后，本学位点组织导师互听课，对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学态度、创新和改善等作评价记录，并将意见反馈给教师，向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2021年毕业研究生28人，其中毕业论文学院外审论文人数19人，学校外审论文人数9人。一审未通过4 人次，二审通过率达100%；共有28名学生通过盲审、答辩并被授予学位。9篇抽检外审的毕业论文均满足要求，获校优秀硕士毕业论文2篇。
	本学位点实行淘汰分流制度，严把研究生教育质量关。研究生应按培养方案于3学年内完成学分审核、开题答辩、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学位审核等多个培养环节，才能拿到学位。每一环节学生原则上有两次机会，若两次均未通过考核，学生需肄业。
	本学位点毕业生签约单位行业分布与专业设置基本吻合，相对集中于教育业及其相关企业领域，偶有涉及互联网相关领域。2021年毕业硕士研究生总计28人，签订协议及合同18人，其他形式就业8人，自主创业2人，待就业0人，就业率100%。其中，事业单位15人，企业单位2人，公务员1人，自主创业2人，其他单位8人。
	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满意度总体评价较好，我们分别对6个不同用人单位做了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其中四个用人单位表示对本学位点毕业生很满意，毕业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勤奋好学，在工作过程中任劳任怨，不怕吃苦，能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与同事和睦相处；一个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较为满意，认为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但个人能力和现阶段用人要求稍有脱节。对于以上情况，本学位点在培养过程中会根据社会需求不断完善学生培养计划并更注重对学生在学习和工作方面能力的综合培养。
	本学位点在2021年度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25项，其中2021年获批19项，经费共计83.8万元。科研项目层次逐步提高。
	六、本学位点建设的特色和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