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与化工学位授权点建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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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材料、矿物材料、材料加工、

复合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工业固废资源化等方向形成明显的学科优势和人才培养

优势。 

2022 年共招收材料与化工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23 人，其中男生 63 人，

占 51%，女生 60 人，占 49%；本校毕业生 19 人，占 15%，外校毕业生 104 人，

占 85%；应届生 92 人，占 75%；生源数量前三名的地区依次为北京 26 （21%）、

山东 22 （18%）、河北 21 （17%），与前两年分布基本相同，表明考生来源相对稳

定。 

 

图 1-1 2022 年招收研究生情况分析 

本年度，在校生总数 340 人，其中男生 181 人，占 54%，女生 157 人，占

46%； 材料工程方向 301 人，化学工程方向 39 人。 



 
图 1-2 在读研究生情况分析 

学位点共有硕士指导教师 49 名，生师比为 6.9：1。其中，具有正高职称教

师 25 名，占比 51%；副高职称教师 17 名，占比 31%；中级职称教师 7 名，占比

14%。导师结构队伍中具有高级职称比例为 82%，总体结构合理。教师队伍中 26-

45 岁教师共有 30 人，占比 61%，为学位点专职研究生导师队伍的中坚力量。总



培育北地榜样，引领学生全面发展。2022 年 3 月，材料化学专业教工党支部建

设的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顺利通过验收。在材料化学专业教工党支部的

指导和示范带动作用下，2022 年 3 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生第一党支部

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建设单位。 

在学校“加强研究生培养全过程思政育人”的目标指导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深化教书育人内涵，突出“课堂教学”育人，强化“科

研训练”育人，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授课教师、

指导教师、管理人员等全员协同育人，促进课程、科研和实践同步育人，最终实

现对研究生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指导教师参加了学位点和学校组织“疫情下

师生的心理健康及导学有效内涵”、“坚定理想信念 潜心立德树人—2022 年教师

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常态化建设”等主题导师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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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开展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和研究生学术诚信专题讲座。阐述学术诚信的重要

性，详细介绍学术不端行为，告诫研究生在科研道路上切莫触碰科学道德底线。 

三、 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学位点在学校制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暂行管理办法》的指导下，规范研究

生指导教师的行为准则，明确导师的权利与责任，加强对导师的考核与招生资格

审核，形成研究生指导教师能上能下、动态管理的良好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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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点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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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校外的产学研基地，开展研究生科研实践活动，提升研究生产业化

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依托学校“研究生名师讲堂”和“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

目，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到校进行了 11 次学术讲座。其中国外专家 2 次，国内

专家 9 次。100 名本学位点学生在研究生学术报告会上作学术报告。6 名学生获

得优秀学术报告。1 名学生参加国际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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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共发放学业奖学金

262.4 万元，国家助学金 176.4 万元，资助研究生人数 339 人，1 名学生获得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 

四、 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学位点按照科研方向将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高度整合，发挥教学名师、资深

教授的引领作用，形成在教学、科研中双管齐下的“老中青”传帮带机制，提高师

资队伍的教学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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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产教协同育人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依托科研团

队与相关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横向项目，开展研究

生培养工作，多名研究生参加了生产线设计和调试等工作，同时基于理论研究发

表高水平 SCI 论文。尝试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工作的有机融合，推

进了科技服务社会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工作实践。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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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具有完善的研究生导师遴选和管理制度，教师结构合理，

教师师风优良，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无相关违纪情况。通过规范的校外导师选聘



题的实践服务水平和研究生培养水平奠定学术基础；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和高校技

术创新平台建设，通过与企业共建产学研基地、产业技术实验室、中试和工程化

基地等平台方式，在促进高校创新成果和核心技术产业化同时，为材料与化工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与论文工作开展提供“硬件”基础；制定更加细化、量化的研

究生实践能力考察体系，多维度评价、多角度分析学生专业实践训练效果，及时

调整、优化专业实践训练方案。不断探索和完善研究生的教学、培养模式，形成

完备的评价体系和对研究生实践能力的考核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