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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 成果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高技

术竞争的关键领域”，强调“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并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要求“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20年来，项目团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宗旨，发挥四川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

科的优势，坚持“四个面向”国家发展战略，为培养理想坚定、基础扎

实、勇于创新的材料类优秀本科人才，经多层次全方位探索和持续改

革，凝练徐僖院士、涂铭旌院士等专家爱国奉献事迹融入育人全过程，

形成了“厚基础、强实践、重创新”材料类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将材料类 7个专业优化重构为宽口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特色优势（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与新工科（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

业）结合的“1+2”专业架构。根据专业培养需求，构建了各个专业的核

心课程群，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构建了《固体物理》、《材

料科学基础》等 8门必修课和《复合材料》等 5门必选课的“8+5”专业

核心课程群，打造国家和省级金课群，形成了“厚基础”课程育人体系。

依托校内 4个国家级和 2个省级实验教学基地，全覆盖基础/专业实验

和工程训练等；产学研联合打造校外实习实践平台；构建了校内外有

机融合的“强实践”实验实践育人体系。依托涂铭旌院士开设的《创造

发明学导论》等课程为学生创新启智；邀请诺奖得主等名师开设学术

讲座或全英文课程，为学生创新拓视野；建设国家大学生双创示范基

地（先进材料）等，实施创新创业计划；构建了“重创新”的双创育人

体系。

本成果经过多年的实践，材料类 3个专业均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建成以《固体物理》、《高分子物理（I）》等 3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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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金课和《氢能与燃料电池》等 9门省级金课；出版教材 19本，其中

国家级规划教材 3本；建成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先进材料)。近 6年本科生获 “挑战杯·揭榜挂帅”

专项赛特等奖、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等国家、省部级相关奖励 292

项。培养出以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

下科技创新 35人”入选者、全国劳模等为代表的优秀“材子”。相关成

果被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并在北京大学等 16

所高校应用。

主要解决的问题：

（1）材料类专业过度细分、课程内容单一，难满足国家新材料战略亟

需的具备坚实宽广理论知识的材料类人才培养需求；

（2）面向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如何提升学生解决问题所需的综合

实践能力；

（3）为适应未来科技和材料产业发展，急需启迪学生创新思维，拓展

创新能力。

二、 成果主要内容

1. 重塑专业架构和“厚基础”课程育人体系

1.1 专业架构重塑

为适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依托学科长期形成的优势基础，

组建国内首批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2011年入选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建设点；将材料类 7个专业重构为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3个专业，形成宽口径专业、特色专业和新工

科专业相结合的“1+2”专业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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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培养方案重塑

以“厚基础、强实践、重创新”理念为引领，强化共性基础与实践

有机结合，践行“科学与工程结合”、“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结合”、“基

础理论与创新前沿结合”的“三结合”新举措，重塑 3个专业的培养方案。

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形成了总 175学分（其中必修 148学分，

选修 27学分）培养体系。选修课中特设 4学分的“国际课程周（UIP）”

课程等，拓宽学生视野。

1.3 课程体系重构

将传承红色基因和优秀文化，弘扬爱国奉献等思政元素与解决复

杂科学思维、工程问题能力需求相结合，优化数理化、电子电工、工

程力学等基础课程。以强化材料类共性基础理论为特色，构建了以《固

体物理》、《材料科学基础》、《高分子物理（I）》为代表的“8门必

修+5门必选” 专业核心课程群，如表 1所示。优选国家和省部级优秀

人才、教学名师等主持讲授“8+5”核心专业基础课程。组建“老中青”课

程组，打造覆盖专业核心课程群的国家级/省级金课；编写国家级规划

教材、教育部材料类教指委规划教材等，开展“探究式-小班化”教学、

非标准答案考试、全过程考核等具有川大特色的本科教学。开办材料

科学与工程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创新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一对一

导师培养，实施“本-硕-博”贯通式培养，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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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材料类 3个专业“8+5”专业必修和必选课程



5

图 2. 四川大学“本硕博”贯通式培养实施办法及

创新实验班实施办法

先后获批《固体物理》、《高分子物理（I）》等 12门国家级及

省级金课等（表 2），已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3本（表 3）、立项及已出

版《电子陶瓷材料与器件》等教育部材料类教指委规划教材 7本（表 4）。

近年来，先后立项国家级教改项目 2项、四川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4项

（表 5），发表教改论文 16篇（表 6）。



6

表 2. 建成国家级/省级课程、SPOC和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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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代表性国家级、省级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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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发表的教改论文一览表

2. 构筑校内外有机融合的“强实践”实验实践育人体系

2.1 实验实践链优化

以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为目标，持续更新基础实验和工程训练

内容，重构专业实验、实习实践和综合实验，融入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等布局创新实践与毕业论文，强化学生的“学思践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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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校内实验平台构建

建设以材料设计与性能表征、材料制备加工、特色新材料、虚拟

仿真为核心单元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展专

业和综合实验，学生受益面 100%。结合校内化工、电子电工、工程训

练等 3个国家级和 2个省级实验教学中心（如表 7），覆盖基础实验

和工程训练等。

表 7. 3个国家和 2个省级实验室平台

图 3. 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 4个核心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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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外实践育人平台打造

与二重、东汽、中建材、攀钢集团等共建省级卓越工程师培养和

海外实习基地，实施学生到企业带薪实习、顶岗实习和开展本科毕业

论文等多元化实习实践，让学生把国之重器、双碳社会专业思想厚植

于心。建成国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41个和实验实践平台 7个（如表 8和

表 9）。探索上述三大平台一体化联动运行机制，实现“知识与能力共

举、理论与实践并重、创新与创业同进”。

表 8. 材料类专业国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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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材料专业学生实验实践平台

3. 构建 “重创新”的双创育人体系

3.1 创新启智

2004年涂铭旌院士为本专业本科生开设《材料创造发明》讲座，

200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创造发明学》教材，2009年为全校本

科生开设《创造发明学导论》文化素质公选课。薪火相传、听课学生

超过1500人。将国家、省部科技奖等科研成果融入《材料科学与工程

前沿》等课程；依托已有1门省级和18门校级课程思政榜样课（表10）

的示范作用，将“大国工匠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和优秀文化等思政元

素融入课程。大力弘扬以著名校友朱德、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先烈爱国

精神；将徐僖院士、涂铭旌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的先进事迹

凝练融入到育人全过程，形成川大特色、材料风格的课程思政育人体

系，培养勇于担当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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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省级/校级课程思政示范/榜样课程

3.2 视野拓展

邀请诺奖得主乔治·斯穆特、安东尼·莱格特，欧洲科学院院士帕特

里斯·西蒙等来校开设名师讲堂（图 4和图 5）。先后邀请了美国工程

院院士伊娃·安德烈等开设 32门次 UIP全英文课程（16学时），本科

生选课人数 2123人（表 11）。

与美国华盛顿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等实施“2+1+1”、“3+2”联合

培养，依托学校“大川视界”，2016-2019年本科生 66人次赴牛津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开展国际化访学。组织学生参与国际科技合作

项目（表 12），有效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组织本科生到泰国亚洲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印尼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海外实习，

“聚焦一带一路，感悟中国力量”，在国际多元文化环境中培养当代大

学生跨文化沟通和交流能力（图 6和表 13）。

图 4.诺奖获得者安东尼·莱格教授（左）和乔治·斯穆特教授（右）来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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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欧洲科学院院士帕特里斯·西蒙（左）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井上明久（右）

来校授课

图 6. 本科生在泰国和印尼实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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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学生参加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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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学生海外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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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创新创业平台搭建

发挥四川大学学科门类齐全优势，以材料为基础开展学科交叉培

养。依托四川大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先进材料），组织实施大学生

创新创业计划、“互联网+”、“挑战杯大赛”等创新创业活动，引入企业

和基金支持学生创新与创业。创办了四川省大学生材料设计大赛（图7）。

2016-2021年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180项，其中国家级大创

项目32项（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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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创办并并举办多届“四川省大学生材料设计大赛”，
学生参加互联网+、挑战杯等大赛

表 14. 国家级大创项目立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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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本成果以国家使命驱动和问题导向有机衔接，建立了“厚基础、强

实践、重创新”的材料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经 6年检验，成效

显著：

（1）专业、金课、教材建设及教改成效显著

重构后的材料类 3个专业均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建

成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先

进材料)。《固体物理》等 12门课获评国家级/省级金课；《材料分析

技术》获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固体物理》等 18门课程获批校

级课程思政榜样课程；建成 SPOC 4门和MOOC 2门；邀请诺奖得主

乔治•斯穆特教授等 53名名师开设学术讲座、材料类全英文课程（32

门次），本科生选课 2123人次。主编出版教材 19本（图 8），其中国

家级规划教材 3本。2018年教育部在四川大学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陈宝军老师讲授的国家精品课程《现代材料制

备科学与技术》被遴选为示范课程之一，获陈宝生部长等领导和与会

代表的现场观摩和肯定。

2019-2022年间，《氢能与燃料电池》MOOC已开设 6轮，累计选

课人数 1.19万人，受到了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校同行专家肯定；

《现代材料制备科学与技术》MOOC已开设 6轮，累计选课人数近 8000

人，受到了教育部材料类教指委秘书长耿林教授肯定，如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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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材料人

近 6年本科生获“挑战杯·揭榜挂帅”专项赛国家特等奖、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标兵等各类国家级、省部级相关奖励 292项（如表 15、图

10和图 11）。以本科生作为主要作者已在《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14篇，部分论文首页如图 12 所示。20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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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科生赴英国牛津大学等访学和参加国际联合培养项目 66人次，如

图 13。彭正翰等同学先后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深造；深造率较成果

实施前提升 45%，其中 2022 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的深造率达

79.3%。8名优秀学生参与团中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培养的本

科生毕业后为国家建设贡献青春，其中 2010届毕业生晁栋梁同学受《创

造发明学导论》课程启发，在储能材料研究方面成果丰硕，2020年入

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 35人”亚太区榜单。2008

届毕业生胡嘉冕到清华大学深造，获 2011年美国MRS材料大会研究

生金奖。2005届毕业生江一杭获 201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部分优秀毕

业生代表如表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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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生在材料类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

图 12.本科生第一作者发表的部分论文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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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学生获得的部分国家级、省部级相关奖励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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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近年来培养的优秀人才

图 13. 材料专业学生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访学

（4）成果获得广泛应用推广

本成果提出的“厚基础、强实践、重创新”材料类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和相关教改举措先后在北京大学等 16所高校应用，效果良好，

部分应用证明如图 14所示。刘颖教授等多次在“全国知名高校材料学

院院长论坛”、“西部材料大会”和“四川省高校材料学院院长论坛”做材

料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重构和创新实践川大经验分享报告（图 15）。



27

图 14. 来自 3所高校的应用成果推广证明

图 15. 刘颖教授 2021年在西部材料大会上

就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重构和创新实践川大经验做报告

（5）成果的社会影响显著

川大材料学子的双创成果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四川大学材料专业

本科生在“一带一路”国家实习获《中国建材报》专题报道；四川省副

省长杨兴平等领导现场指导并高度肯定“挑战杯 揭榜挂帅”专项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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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成果，被四川电视台、四川省人民政府官网报道，社会影响显著，

如图 16。

图 16. 四川大学材料类专业本科生部分创新实践及其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