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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一、学院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学院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健全的人格、扎实的

专业理论知识、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兼具宽广的国际视野与浓郁本土情怀

的学术型、应用型和复合型精英人才”。 

（二）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现有 4个本科专业，分别为：物理学、材料物

理、材料化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其中物理学专业在完成专业基础课程学习后，

分为理论物理、金属材料物理学、电子器件与材料工程、磁学四个专业方向。学

院自 2016 级本科生起实施本科专业大类招生培养，在二年级专业分流。各专业

学生人数详见表 1。 

2018 级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行“2+2”培养模式，即前 2 年为基础课

程学习（多为必修课程），后 2年根据专业出口要求选修不同课程体系。学生在

完成 2年的基础课程学习后，可申请“本硕博”或“本科-专业学位”连读，获

批后即可进入研究生培养环节。 

2020 年学院本科教学各项相关工作持续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办学水

平稳步提升，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目前全院在读本科生 1285人，在读研究生

770人，本科生占全院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 62.53%。 

表 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专业一览及在校生人数（截止 2021年 5 月）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人数 所占比例 

工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49 19.38% 

材料物理 84 6.54% 

材料化学 95 7.39% 

理学 
物理学（基础理论班） 120 9.34% 

物理学 357 27.78% 

大类 
物理类 308 23.97% 

材料类 72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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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数量及结构 

学院目前在岗教职员工 230人，其中专任教学科研人员 180人。卓越的教师

队伍是高质量本科教育的支柱。物理学院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

作，不断提升教师专业水平与教学能力，以一流的师资支撑一流的本科教育。师

资队伍的学历、职称结构不断优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逐年上升，达到

90%，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人数稳健上升，占比达到 82%。引培育成效显著，国

家级人才称号数量持续增长。 

 

 

    表 2 现有师资队伍 

教职员工 230 

教学科研 180 

实验工勤 26  

管理图情 24 

教师博士学位占比  90% 

教师高级职称占比  82%  

                                                    图 1 物理学院教职工人员结构 

 

 

 

 

 

 

 

 

 

 

 

 

 

 

 

 

 

图 2 物理学院近六年人才称号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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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与培养 

2020 年引进短聘院士 1 人，引进外籍专家 3 人，引进副教授 1 人、青年研

究员 6人，遴选师资博士后 1人；晋升教授 7人、副教授 8人。严格规范遴选程

序，加强学科团队建设，挖掘有显示度的青年人才，实施青年人才提升计划，培

育学科带头人及领军人物，形成人才梯队。 

（三）本科生课程情况 

2020 年春季学期，为本科生开设讲授课 93门次，承担教学任务教师共计 92

人（教授 25 人，副教授 43 人，讲师 22 人，实验系列 2 人），任课教师占教师

总数的 46%。2020年秋季学期，为本科生开设讲授课 120门次，承担教学任务教

师共计 116 人（教授 47 人，副教授 48 人，讲师 17 人，副研究员 1 人，实验系

列 3人），任课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58%。 

2020 年春季学期，完成讲授课教学 4798 学时, 辅导答疑 462学时，实验人

时数 280472；2020 年秋季学期，完成讲授课教学 5992 学时，辅导答疑 1779 学

时，实验人时数 337008。 

教师指导完成毕业论文 236篇，其中优秀论文 53篇，优秀率 22.46%，外单

位教师指导 13篇。 

2018 年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和实践教学及实习

实训基地见表 3和表 4。 

表 3  2018 年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专业统计） 

专业名 
全学程总学分 

（毕业要求） 
实践教学学分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 

物理学 150 37.5 25% 

材料物理 155 39 25.2% 

材料化学 155 41 26.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155 44 28.5% 

 

表 4  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2019年统计） 

序号 实习基地单位名称 面向专业 

1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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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3 皋兰兰鑫钢铁有限公司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4 白银大象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5 航空航天部兰州 510所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6 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7 中国石油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8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物理

学 

9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物理

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四）教学基本条件 

学院拥有良好的学习、工作条件，拥有国家级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仪器

设备近 7000 台件，其中包括透射电镜、场发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超导量子干

涉磁强计、布里渊光散射仪等大型仪器设备 70 余台，部分大型仪器设备已处于

国际先进水平。 

三、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 

物理学专业 2020 年成为首批试点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

业入选 2020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物理学专业入选 2019 年度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院将拓宽专业口径和灵活专业方向有机结合，着力培养

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 

（二）课程建设 

1、教育部组织评审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兰州大学共计 13门课

程入选，物理学院组织申报的三门课程成功入选。其中，罗洪刚教授主持的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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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Ⅱ、刘翔教授主持的粒子物理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之线下一流

课程，张加驰教授主持的文科物理基础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之线上

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2、学院张加驰教授主持的课程文科物理获评为甘肃省 2020年省级一流本科

课程（线上一流课程）；学院杨建红教授主持的半导体器件物理获评为甘肃省

2020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一流课程）。 

3、在 2020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改革项目评选中，学院张加驰教授负

责的“漫话创业”获评为省级创新创业教育慕课；学院杨建红教授获得省级“创

新创业教育教学名师”称号。 

4、学院祁菁教授获兰州大学 2020年“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讲课比赛一等奖。 

5、根据《兰州大学课程线上化建设实施方案》相关建设要求，2020 年学院

开展第一阶段课程线上化建设验收审查，完成了教学团队组建、课程资源线上空

间搭建、师生线上互动交流和过程性考核机制等建设。 

（三）教材建设 

学院把教材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先导，强化教材建设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兰州大学 2020-2021年度教材建设项目工作

中，学院共申报 11 项，申报教材名称如下：《固体物理》、《电动力学》、《半

导体器件物理-要点提示与典型题解》、《材料微波测试原理与技术》、《漫话

创业》、《量子物理基础教程》、《量子物理基础教程 II》、《基础物理实验》、

《python 计算物理》、《固体物性基础》、《大学信息技术基础与初步编程》 

（四）教学研究与成果 

1、学院谭磊教授荣获教育部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施十周年荣

誉奖项“优秀导师奖”。 

2、学院王建波教授主持的项目“依托竞赛，强化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获评为“2020年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3、在 2020年度兰州大学本科示范课程建设工作中，物理学院共申报 35项，

教学改革项目 16项，课程思政项目 19项，详见下表 

表 5  2020年度兰州大学本科示范课程建设工作申报情况 

序

号 
课程名称 立项类别 课程负责人 负责人职称 

1 功能材料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曹辉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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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射线衍射与电子显

微学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寇昕莉 副教授 

3 材料的合成与制备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沈利亚 副教授 

4 材料科学基础 II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高美珍 教授 

5 量子基础 II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陆汉涛 副教授 

6 数学物理方法Ⅰ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黄亮 教授 

7 力学基础 I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魏少文 教授 

8 
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

设计（ICCAD）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刘贵鹏 副教授 

9 半导体材料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刘贵鹏 副教授 

10 陶瓷材料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刘晓真 讲师 

11 材料制备技术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赵争妍 副教授 

12 热学基础Ⅰ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蒋长军 教授 

13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含编程语言）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张水合 副教授 

14 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李颖弢 副教授 

15 半导体物理学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李亚丽 副教授 

16 固体化学 教学改革示范课程 刘斌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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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属材料学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张旭东 副教授 

18 材料科学基础 1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李建功 教授 

19 扩散与相变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王连文 副教授 

20 薄膜材料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赵忠 副教授 

21 热力学 II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庞华 教授 

22 高分子材料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慈志鹏 副教授 

23 材料的性能与表征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刘文晶 讲师 

24 高分子化学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拜永孝 教授 

25 半导体器件物理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杨建红 教授 

26 半导体材料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刘贵鹏 副教授 

27 电磁学基础 I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乔亮 副教授 

28 宇宙学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刘玉孝 教授 

2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李志伟 副教授 

30 量子力学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任继荣 副教授 

31 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张水合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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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像物理基础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高秀萍 讲师 

33 普通物理（医学版）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周金元 教授 

34 普通物理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常鹏 讲师 

35 普通物理（混科版）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潘孝军 教授 

 

4、2020年，学院开展 2020-2021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建设，有 18

个项目获立项（详见下表） 

表 6  2020-2021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建设申报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研究     

起止时间 

项目负

责人 
职称 

项目组其他成

员 

1 

分级教学模式下电磁学基础

I课程中翻转课堂的改革与

实践 

202101-202212 曹江伟 教授 
席力、王涛、

乔亮 

2 
演示实验对普通物理教学效

果提升的研究 
202012-202212 常鹏 讲师 李健、幺金丽 

3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固

体发光材料课程的多元化教

学模式的实践 

202101-202212 慈志鹏 副教授 
靳志文、韩丽

丽 

4 
科研与实践课程实验内容设

置研究 
202010-202210 冯娟娟 实验师 

王振坤、王心

华、庞华 

5 
计算物理基础实验 I的教学

改革与探索 
202010-202210 关剑月 副教授 

赵继泽、周宇

斌、 俞连春、

陶琨 

6 
经典理论与学术前沿结合促

进光学课程理解 
202011-202210 贾浩 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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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面向本科生的柔性电子学前

沿通识教育模式研究 
202103-202303 兰伟 教授 

靳志文、李颖

弢、祁菁、王

君、位建强、

张军伟、王鹏 

8 
材料化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

建设 
202101-202212 刘文晶 讲师 

张水合、刘斌、

王希成 

9 
课程思政对大学生学习 

结构化学课程动力的影响 
202101-202212 王丹 副教授 -- 

10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探索 202010-202210 王得印 副教授 

张加驰、慈志

鹏、李颖弢、

徐远丽 

11 提高课上互动的方法探索 202011-202210 王连文 副教授 张旭东 

12 

强基础、励创新—兰州大学

“基础训练+” 模式的物理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 

202010-202210 王心华 
高级实

验师 

盛英卓、庞华、

韩卫华、蔡让

岐、李健、牛

小宁、刘德全、

王振坤、冯娟

娟 

13 
教学改革背景下学业困难学

生帮扶机制研究 
202012-202112 王岩 

物理学

院党委

副书记

助理研

究员 

马俊、李玉琼、

田贯辉 

14 
磁性材料课程混合式教学研

究与实践 
202010-202210 王颖 副教授 

高大强、耿柏

松、刘奇明、

卓仁富 

15 
多场景融合教学模式在科研

与实践课程中的研究与实践 
202010-202210 张俊丽 

副研究

员 

王建波、王振

坤、冯娟娟、

傅杰财 

16 

提高通识课堂“通”与“专”

的结合----以物理学与生活

为例 

202010-202210 张丽平 讲师 -- 

17 
微视频在半导体材料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 
202101-202212 赵桂娟 副教授 刘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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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采用“经纬线”网络教学法

对  材料制备技术课程教学

模式改革的研究 

202010-202210 赵争妍 副教授 
刘文晶、张加

驰 

 

（五）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1、在 2020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改革项目评选中，学院刘贵鹏副教授

主持的“集成电路设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法探索与研究”获得省级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在兰州大学 2020年度创新创业培育项目评审中，学院有两个项目获得立

项，分别是“藏鹰科技-多模动态光学防伪技术首创者”（项目负责人：王文祥）

和“兰州百合引领脱贫攻坚”（项目负责人：周锦宇）。 

3、物理院创新创业工作小组在张加驰教授的带领下积极组织物理院师生参

加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取得佳绩，比赛主要包括：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第七

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2020 年网易 CITC创业大赛、首届西北四

省区大学生就业创业大赛、第二届福建省返乡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比赛；尤其

是在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三大赛上取得国赛金奖大满贯，取得了兰州大学甚至是

甘肃省高校在以上重要大赛上的国赛金奖的历史突破。 

表 7物理院师生取得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成绩 

团队名称 人数 成果成绩 

真稀团队 12 

1.甘肃藏鹰稀土科技有限公司 

2.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金奖； 

3.第七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金奖； 

4.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银奖； 

5.首届西北四省区大学生就业创业大赛，总决赛一等奖； 

星船团队 7 
1.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金奖； 

2.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铜奖； 

藏鹰团队 18 
1.国家级“小平科技创新团队”； 

2.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科学梦工坊 15 
1.甘肃兰贝科学器材商贸有限公司 

2.第五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金奖 

兰百合 9 
1.第五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金奖 

2.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省赛金奖 

兰朵儿 6 

1.甘肃兰朵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第五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金奖 

3.首届西北四省区大学生就业创业大赛，总决赛一等奖 

兰耀团队 8 1.甘肃兰耀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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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五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金奖 

3.首届西北四省区大学生就业创业大赛，省赛二等奖 

兰创团队 3 
1.兰州兰创三维技术有限公司 

2.首届西北四省区大学生就业创业大赛，省赛三等奖 

兰辰团队 12 
1.甘肃兰辰科技有限公司 

2.第五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金奖 

薪火中国 6 
1.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铜奖 

2.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省赛金奖 

 

四、学院教学改革 

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依托“课程

思政”教学工作团队，面向全院师生，开展思政课堂建设、教学案例设计、课程

交流研讨、精品课程创建等活动。举办“课程思政”专题讲座，举行“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讲课比赛，开展系列活动，切实落实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培养，发挥课堂

教学主渠道作用，提高拔尖人才培养质量。 

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本科生参加科研与实践实现全员覆盖，提高

本科生科研与创新能力。加强本科生实验实践教学条件建设，根据学科的发展和

进展，不断更新实验教学项目，优化各类实验内容。 

改革教育教学方式，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学院加大现代

教学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与培训力度，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究理论

教学、体验教学、实践教学、网络课程等线下与线上教学相结合的动态自主的教

学与学习方式。 

五、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突出本科教学中心地位 

学院高度重视教学工作，持续强化本科教学中心地位。构建科学合理的质量

保障体系，明确教学工作是“一把手工程”，紧紧围绕“厚基础、宽口径、高素

质、重能力”的培养原则，努力构建理念先进、组织合理、管理科学、质量优良

的本科教学新体系，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二）加强对本科教学工作的宏观决策与指导 

学院发布了“院—企、院—所、院—院”合作计划，为多层次人才培养搭建

平台，从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条件、专业招生、教师资格等方面

建立相关的质量标准与管理制度。在过程环节，聚焦专业建设、课程体系、课堂

教学、实践教学、毕业论文等教学环节的具体实施，建立相关的质量标准与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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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教学监控 

学院严格按照学校要求实施人才培养过程的质量管理，包括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订和分步实施。院长全面负责，分管教学副院长主持日常教学工作，学院教学

指导委员会在主管教学副院长的领导下，独立地开展各项督导工作，负责学院的

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及教学工作状态的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把好教学过程

各个环节的质量关。 

坚持学院党政领导、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听课制度，推行同行教师之间听课

制度。通过检查、了解教学一线的工作情况，分析和研究教学状况，提出改进教

学工作的意见，形成“制度保障、过程监控、及时反馈、有效改进、后续跟踪” 

的闭环系统，把提高教学质量工作落到实处。 

（四）建设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其他措施 

1、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由科研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担任，要求所有教授必

须为本科生授课。以教学团队建设促进教师专业水平提高，积极实施学校教师进

修管理办法，鼓励、安排教师通过访学、课程进修等方式，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和

职业能力。 

2、建立集体备课机制，开展教学观摩活动，发挥老教师教学“传帮带”作

用，为青年教师指定指导教师，加强教学方法指导，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举

办教学竞赛、讲课比赛等活动，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3、推动教学改革，探索“拔尖人才 2.0”、“新工科”和多层次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推进实验内容和实验模式改革和创新，梳理各门

课程的教学内容，加强过程管理，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

高课程教学质量。 

4、努力构建课程思政的育人大格局，依托“课程思政”教学工作团队，面

向全院师生，开展思政课堂建设、教学案例设计、课程交流研讨、精品课程创建

等活动。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融入课堂教育各环节。 

六、学生成长与发展 

（一）应届毕业生情况 

2020 年毕业生总数 240人，毕业 229人（占比 95.4%），结业 11 人（占比

4.6%）；授学士学位 229人（占比 95.4%）。本科毕业生总录研比例为 56.25%(135

人），出国、境比例为 4.17%（10人），就业比率为 33.75%（81人），总就业

率 94.17%（226人），未就业同学主要是准备第二年继续考研。（数据截至 2021

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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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生获奖情况 

学院鼓励和资助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在竞赛中提升能力、砥砺意志。2020

年，物理学院本科生获“创青春”、“挑战杯”国赛金奖、“互联网+”国赛银

奖等，创我校近年历史性记录；在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电子设计竞赛、物

联网设计竞赛三大赛事均获国家级奖，共有 40余名同学获省部级及以上科创竞

赛奖项。 

（三）校园文化建设 

2019 年度，学院举办了“隆基杯”科技文化节、普物知识竞赛等学术科技

类活动；举办了“外语·新闻·物理三院联合”迎新晚会等文化体育类活动。通

过各类活动的举办，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建文明校园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质量和育人效果。 

（四）毕业生评价及成就 

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以国企、其他企业和其他性质单位为主，区域分布

以华东、中南和西北居多。 

2020 届本科毕业生国内升学人，包括兰州大学 74人，中国科学院大学 20

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人、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各 4人，

南京大学 4人，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各有 1～2人。 

经调研，社会用人单位对我院 2020届本科毕业生表现总体评价为专业基础

扎实、勤奋好学、思维敏捷、善于沟通，勇于承担工作压力，具备较强的进取心

和责任感。 

七、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学院持续在师资建设方面发力，有效促进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由于师资队伍的引进、储备和成长需要一定时间，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师资力量仍

显不够均衡。 

改进措施：加强专业规划，同步做好师资力量建设。通过引育并举，吸引专

业人才，充实青年骨干力量。组建教学团队，联合开设和讲授课程。用好学院外

籍教师开设本科生课程加强全英文开课力量。学院立足师资队伍发展实际和战略

需求，大力选派教师出国留学、推荐教师参加各类专题培训等方式，提高师资队

伍的学历水平，增强教师的国际交流能力，持续做好新进校教师岗前培训，有效

促进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