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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沿革 

（主要介绍三十年来本学院研究生培养的历史，包括起始时间，导师情况，培养研究生类

型和规模等的变化，限 500 字）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历史悠久，其前身是始建于 1930年的交通大学科学学院，1937

年更名为理学院，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恢复理学院建制。理学院现由物理、化学两个学科

组成，具有物理学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化学一级硕士学位授

予权，其中凝聚态物理、光学为省重点学科,材料物理与化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学院现设有

先进功能材料及介观物理省重点实验室、物质非平衡合成与调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

工科物理教学基地和国家级物理实验示范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并且采用国际化的科技管理

体制的前沿物理研究所和前沿化学研究所，以及应用物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材料物理、

应用化学、材料化学五个本科专业和国家基础学科(物理)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理学院坚

持“基础课程教学一流、基础科学研究一流”的发展目标，始终把学生的培养作为学院的

中心工作，在重视基础研究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在理工结合方

面形成鲜明特色。 

理学院现有研究生导师 100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3人，主要培养凝聚态物理、材料物

理与化学、原子与分子物理、理论物理和光学等物理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化学一级学

科理科方向的硕士生和应用化学工科方向研究生。目前理学院在校研究生人数 337人，其

中博士研究生 132人、硕士研究生 205人. 

二．研究生培养现况 

1．概述 

（分析近 5 年来，研究生培养情况，包括招生类型、规模、生师比，导师队伍，学科支撑

情况，研究经费投入情况，研究生培养用房、设备、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等，限 500 字） 

理学院目前主要招收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与化学、原子与分子物理、理论物理和光学 

等物理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化学一级学科理科方向的硕士生和应用化学工科方向研究 

生。2013年录取研究生人数 111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31人、硕士研究生 80人。目前在校 

研究生人数 337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32人、硕士研究生 205人。2013年授予博士学位 27 

人，授予硕士学位 48人。理学院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170人，其中教授 38 人、副教授与高 

级工程师 61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33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00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比例 

84%。目前拥有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3 人，长江讲座教授 1 人，教育部跨世纪/新 

世纪人才 13 名。生师比 0.94。目前学院已经拥有核磁共振波谱仪、稳态顺态荧光光谱仪、 

高分辨率质谱仪、透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磁学测量系统和高性能计算集群等齐全的大型 

分析测试设备，成为我校高水平现代化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科研到款处于逐年上 

升的趋势，其中 2013年学院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项，合计资助金额 11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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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学院学位授权点情况 

类型 名称 
涵盖二级学科

数量 

是否国家重点

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点名称 

物理学 5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点名称 

化学 5  

   

博士学位授权专业学

位点名称 

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与化学、原子与分子

物理、理论物理、光学 
/ / 

硕士学位授权专业学

位点名称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以及应用化学 / / 

3．本学院近 5年研究生培养数量 

类型 数量 类型 数量 

目前在校博士生数 132 目前在校硕士生数 205 

近五年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数 5 近五年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数 0 

近五年授予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数 0 近五年授予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数 0 

近五年招收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数 350 近五年招收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数 141 

近五年授予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数 222 近五年授予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数 88 

4．本学院导师队伍建设 

导师队伍情况 

类型 数量 类型 数量 

目前博士生导师数 33 目前硕士生导师 100 

目前博士生导师中具有正高职称的人数 32 目前博士生导师中具有副高职称的人数 1 

 

知名研究生指导教师 

序号 导师姓名 专家称号 任导师时间 目前情况 

指导博士研究生获得

全国“百优”和提名

情况 

      

说明：1.请在此表中列出三十年来，在本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突出成绩的研究

生指导教师。 

2．“专家称号”栏中，填写“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千人计划入选者、军队科技领军人才培养

对象、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973 首席科学家、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

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入

选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 

3.“任导师时间”栏中，填写首次任导师的年月。 

4.“目前情况”栏中，填写“在岗、调离、退休、去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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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成绩 

1．概述 

（三十年来本学院已培养研究生人数，毕业情况、学位授予情况、就业情况；本学院历年

获得全国、陕西省、校级优秀博士生学位论文情况；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研究生评价、毕

业生成就等，限 500字） 

近三年来理学院累计毕业博士 64名，硕士 146名。目前在校研究生人数 337人，其中 

博士研究生 132 人、硕士研究生 205 人。2013 年录取研究生人数 111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31 人、硕士研究生 80人。毕业生就业情况整体良好，2012年度与 2013 年度一次性就业率

分别达到了 95.3%和 93.4%，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近五年来，理学院共获

得校级优秀博士论文 4篇（2013：穆廷魁，导师张淳民，2011：耶红刚，导师陈光德；2010： 

尹璋琦，导师李福利；2009：杨生春，导师丁秉钧），获得三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2010： 

方吉祥，导师丁秉钧；2009：夏明岗，导师张胜利；2009： 高韶燕，导师李福利）。2006 

年以来，理学院累计获得国家科技奖一项，省部级科技奖九项，SCI论文数逐年增加，纵向 

科研项目获批情况总体上处于持续稳定的增长状态。此外，理学院物理学科于 2012年 8月 

成功获批物理博士后流动站，从而使学科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一完整的人 

才培养体系。 

 

2．本学院历年获得全国、陕西省、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情况 

 

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情况 

篇数 获得年度 所属一级学科 论文作者 指导教师 

     

     

     

 

 

获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情况 

篇数 获得年度 所属一级学科 论文作者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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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情况 

篇数 获得年度 所属一级学科 论文作者 指导教师 

1 2009 物理学 杨生春 丁秉钧 

2 2010 物理学 尹璋琦 李福利 

3 2011 物理学 耶红刚 陈光德 

4 2013 物理学 穆廷魁 张淳民 

 

3．优秀毕业研究生情况 

 

姓名 

获得博士或硕

士学位的一级

学科与时间 

优秀毕业研究生简介 

(如：三十年来的毕业研究生在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国内外大学等做出重要贡献、产生重要影响等) 

   

   

说明：请列举三十年来，在本学院毕业的优秀全日制专业学位或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情况。 

 

 

4．培养境外研究生情况 

 

序号 姓名 授予学位年月 国别或地区 授予学位类别 

1 巴特里克 2009  博士 

     

说明：1.请填写近五年来，在本学院攻读全日制博士/硕士学位的境外（含港澳台地区）研究生。 

      2.“授予学位类别”栏填写“专业学位博士、学术学位博士、专业学位硕士、学术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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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培养机制与改革 

（揭示研究生培养过程各主要方面和关键环节，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培养机制改革

等，特别是针对学术型和专业学位型研究生的相应培养方案的特点等，限 500字） 

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是提高研究生质量的主要举措。理学院近年来，为加强创新人

才的培养，积极实施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推行科学研究、知识创新为主的导师负责制，

激发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强化导师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化学一级硕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凝聚态物理、光学为省重点学科,材料物理与化学为国

家重点学科。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理学院认真规划，精心组织，

鼓励和支持广大教师积极进行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与探索，以适应新的教学改革要求和

人才培养需要。目前已经完成研究生学位基础课程建设，具备完备的物理和化学一级学科

研究生基础课程。为提升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还建设了如《现代有机合成化

学》、《现代生物材料》和《现代无机合成化学》等反映学科前沿的课程。此外，还加强了

跨学科与交叉学科课程的建设。为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学院制定了详细的学术型和专业

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物理和化学学科根据实验学科的特点，优化学院资源配置，改善研究

生培养条件。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理学院目前已具有磁学测量系统、透射和扫描电子显

微镜、核磁共振波谱仪、稳态顺态荧光光谱仪等齐全的大型分析测试设备。完成培训后可

以容许学生亲自上机操作，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研究生创新研究提供优良的环境条件，

同时促进了学院优质资源共享。 

五．质量保障体系 

（阐述学院层面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学院领导班子针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研究情况、

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日常监控及运行情况等，尤其是吸引优秀生源举措、加强研究生中

期考核和分流等，限 500 字） 

理学院按照学校的要求，始终把研究生培养质量放在第一位。学院在管理机制上充分

调动导师、研究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之在保证培养质量方面能尽职尽责。导师是研究

生教育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学院要求导师认真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履行好研究生培养、

论文写作、科研训练、思想政治教育等具体的教育管理职责，不断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

量。按照学校的要求完善研究生的助学贷款体系，健全研究生助学体系。建立与科学研究

紧密联系的资助制，激发研究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为了吸引很多优秀的学生报考我院研究生。在招生工作的初期，

学院通过各种渠道加大研究生的招生宣传工作。制作了物理和化学学科的研究生招生简介。

除了通过现场咨询、召开动员会、发放简章和充分利用网络等媒体手段外，还组织相关老

师走出去，主动到省内外有关院校，与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进行面对面的推介宣传与交流，

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物理学科举办第一届物理夏令营，预录取部分优秀学生，保证了

2014 年研究生生源质量。这些在招生方面的努力使得近几年报考理学院的研究生数量大幅

http://yuwei85158.blog.163.com/edit/yuwei85158.blog.163.com/blog/getBlog.do#_ed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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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理学院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加强研究生中期考核。

在学位答辩时，学院统一答辩的形式，容许相关的导师，研究生参加严把论文关。此外，

学院还经常组织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交流研讨的平台，更重

要的是通过参加学术交流，既锻炼了学生学术交流能力，又培养了科研兴趣与学术交流的

欲望，活跃了创新性思维，开阔了学术视野，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通

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大大的加大了同学们科研的积极性。近两年，理学院的研究生

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六．存在问题和进一步发展思路 

（针对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突出问题，主要分析学院和学科层面的主要原因，提出解决

问题的措施及建议，限 1000 字） 

在过去的几年里，理学院在研究生培养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研究生的实践能力较弱且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不够。研究生与本科

生相比，应当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够解决相关的理论问题或实

际问题。由于受本科教育的影响有些学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从而忽略实践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在具备一定知识的前提下，通过实践培养训练出来的。要把专业知识

转化为承担独立工作能力和进一步提高的创新能力，最根本的途径是加强实验和实践环节。

此外，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其主要的表现是有极少部分研究生的学位论

文质量不高，学位论文研究成果较少，缺乏创新。这些研究生平时缺少科研实践环节的锻

炼，论文选题不明确，对本领域研究现状把握不准。要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首

先要加强导师的队伍建设。 严格导师选拔制度，从科研能力、专业水平等多方面综合考评。

其次，要对导师进行定期的考核，考核从学术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两方面进行。此外要

加强学位论文的管理。要建立预开题答辩制度，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开题报告。导师要对研

究生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思路等进行指导。最后，要严格执行末位论文匿名送审的制

度，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制度把好学位论文的质量。 

为了能有效改善生源质量，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招生的宣传工作。一方面我们应该

鼓励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加强与外校的交流，在这些学校积极宣传理学院的科研实力和水

平，鼓励有志于进一步深造的学生报考交大理学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组织一些活动，

邀请外校优秀学生来我校参观交流，使他们能够实地了解理学院的情况，吸引他们来我校

学习，并为优秀学生来我校就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在研究生管理方面，由于目前学生攻读研究生的目的性较强，在科研工作遇到挫折或

与导师在对科研和工作方面的看法产生分歧时，往往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对毕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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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工作有很多顾虑。所以在日常工作中，除了积极组织研究生参与学术活动，调动学

生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外，还应该多听学生的意见，了解学生遇到的困难，对学生比较关

心的就业问题多做一些工作，使学生能够安心从事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