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与化工学位授权点建设 2021 年度报告 
一、 学位点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与化工学科面向国家能源、资源、环境等领域的

重大需求，着力推进与资源、能源、环境、建材和化学等学科的交叉和产学研合

作，培养与上述领域相关的研究和应用人才，学位点围绕材料工程与化学工程两

个研究方向，设置了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材料物理与化学，矿物材料与资源

综合利用，宝石材料五个培养方向。 

2021 年共招收材料与化工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17 人，其中男生 68 人，

占比 58%，女生 49 人，占比 42%；本校毕业生 39 人，占比 33%，外校毕业生

78 人，占比 67%；应届生 79 人，占比 68%；生源数量前三名的地区依次为北京

48（41%）、河北（11%）、山东 9（8%），与去年分布基本相同。 

 
图 1-1 2021 年招收研究生情况分析 

本年度，在校生总数 222 人，其中男生 124 人，占 56%，女生 98 人，占 44%； 

材料工程方向 196 人，化学工程方向 26 人 



 

图 1-2 2021 年在校研究生情况分析 

学位点 2021 年新选聘 2 名硕士指导教师，目前共有硕士指导教师 48 名，生

师比为 4.6：1。其中，具有正高职称教师 24 名，占比 50%；副高职称教师 16 名，

占比 33%；中级职称教师 8 名，占比 17%。导师结构队伍中具有高级职称比例为

83%，总体结构合理。教师队伍中 26-45 岁教师共有 29 人，占比 60%，为学位

点专职研究生导师队伍的中坚力量。总体来看，研究生导师指导教师队伍年龄结

构层次分明，分布合理，形成良好的梯队，为保障学位点研究生培养质量发挥着

积极作用。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具有行业经历的教师 21 名，占比 44%。学位点通

过规范的校外导师选聘管理办法，新选聘 2 名行业导师.目前，共有 20 名来自相

关行业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校外导师协助指导研究生，为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

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 

 

图 1-3 研究生导师职称结构分析 

二、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加强党对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思想建

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引领作用。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为目标，认真落实人才培养方案，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育人能力。

2021 年 3 月，材料化学专业教工党支部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建设单

位。 

教育引导教职工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管理服务

的表率。落实“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

学生培养中的驱动作用。学位点教师在 2021 年度积极参加了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研究生院组织的“学术道德与师德师风建设、研究生导学关系”、 “课程思政、

师德师风及学生心理问题及应对”和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组织的“全国研究生

教育会议精神及相关文件解读”等培训学习活动。 

积极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设 《学术道德与职业素养》作

为必修课，开展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组织“研究生学术诚信专题讲座”等培训活

动，对研究生进行科研启蒙、安全教育和思政教育，提升学生对学术道德、科研

诚信的认识水平，强化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三、 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学位点紧密围绕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建

设目标，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开展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建设方面，

以专业学位核心课程指南为指导，充分考虑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优化了

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设置了《工程伦理》、《试验设计及最优化》、

《材料与化工安全工程》等与工程实践密切相关课程，培养研究生材料制造和应

用方面的产业化意识。 

学位点以《研究生指导教师暂行管理办法》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对导师的考

核与招生资格审核，促进提升研究生导师队伍的质量和水平。学位点高度重视教

师师风师德考核，将师风师德作为导师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表彰奖励的必要条

件。全面开展研究生导师评教工作，充分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年度，学位点

有 2 名专业教师被评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 

围绕“品德优良、基础厚实、知识广博、专业精深”的人才培养目标，通过相

关课程设置，全面训练并提升研究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素养、学术道德规范、

专业外语技能以及科技论文写作水平等，为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科研实践活动，不断提升科学素养。鼓励研究生参加学



科竞赛，提高实践和创新能力。规范培养环节监控，强化培养过程管。建立了研

究生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等管理制度，强化学生实验安全意识。利用产学研合作

基地，突出产教结合，提升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通过邀请国内外学术名家来校举办学术讲座、举办“研究生学术报告会”“研

究生名师讲堂”“ 研究生学术文化节” “研究生公派留学”校际双学位联合培

养”“研究生国际学术论坛”及“研究生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等活动，积极推动研

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有效促进研究生学术表达水平、国际视野和科研创新能力的

提升。依托学校“研究生名师讲堂”项目，2021 年度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到校进行

了 8 次学术讲座。3 名研究生在研究生学术报告会上作学术报告。 

学位点拥有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学业奖学金、学业助学金、以及三

助（助研、助教、助管）酬金体系，覆盖所有研究生。2021 年度共发放学业奖学

金 178.6 万元，国家助学金 104.8 万元，资助研究生人数 213 人。本年度 1 名研

究生获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四、 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学位点继续优化导师队伍，支撑高质量研究生培养工作。2021 年，引进了 1

名青年教师，新选聘 2 名研究生指导教师，2 名行业教师。修订和优化了培养方

案，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并考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将完成学位论

文开题报告和学位论文中期报告的学分取消，但仍作为必修环节。新增《体育实

践》为选修课，提升学生身体素质，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突出产教融合，本年

度新增“湖南蒙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多学科研究

中心”等产学研合作基地。 

五、 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与化工学位点目标定位合理，学位标准、培养方

案与课程设置科学合理，教学管理规范，研究生培养制度完善，服务体系完整，

办学效果良好。教师年龄和职称结构结构合理，教师师风优良，遵守学术道德规

范，无相关违纪情况。学位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均取得了良

好的成果。在校企合作方面，学位点拥有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

长期稳定的合作培养基地，与相关企业建立了校企联合培养项目，为研究生培养

提供了丰富的工程实践资源。本学位点在研究生导师在工程实践方面的训练还有



待加强，对校外导师的激励措施及指导研究生的制度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量

化。 

六、 改进措施 

学位点将继续加强导师的工程实践经验。第一，加强现有教师工程实践技能

方面的训练，挖掘现有教师队伍的潜力。第二，积极引进或聘请具有工程实践经

验的人才充实教师队伍。第三，直接聘用高水平的企业导师来强化人才团队的工

程经验，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基础精深，工程经验丰富的培养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

研究生的导师团队。充分发挥企业导师的作用，为培养高素质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硕士研究生提供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