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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 

本学科结合广西自然资源、新材料、新能源、绿色化工技术等特色优势，确

立了四个学科培养方向：化学工艺、工业催化、材料化工、工业分析与传感测试

技术。 

2.学科特色 

本学科围绕广西丰富的生物质及有色金属资源在化学工艺、工业催化、材料

化工和工业分析与传感测试技术四个方向上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在木薯淀粉、剑麻纤维衍生物等特色生物质精细化学品、动力锂离子电池、稀土

磁性材料、微波介质陶瓷、化学与生物传感器等领域形成特色和优势，其生物质

资源和能源化工研究特色与已有授权点形成互补。 

本学科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具有坚定的政治素质、掌握扎实的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二）学科队伍 

1.人员规模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成果突出的师资队伍。本学位点

现有研究生导师 40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2 人。本学位点有学术型研究生导师

36 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 10 人，具备学术型兼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 30

人。   

学位点积极开展人才引进工作，通过面试等程序完成引进博士两名。 

为了提高科研和创新能力，继续推进科研团队的建设工作。2023 年 5 月，

对学院的 12 个科研团队进行了终期考评及动态调整，全部考核合格。2023 年 9

月，组织申请新一轮的创新科研团队。 

为了帮助和促进青年人才的成长，继续执行“英才计划”资助方案，2023 年

新增 1 名受资助人员。 

2.人员结构 

目前学位点拥有正高级职称人员 26 人，副高职称教师 13 人，38 人具有博

士学位；有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1 人，广西高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 3 人，

广西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2 人。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比例 97.9%。其中，35 岁及

以下 5 人，36 至 40 岁 12 人，41 至 50 岁 15 人，51 至 60 岁 8 人。 

（三）人才培养 

1.培养概况 

本学位点 2023 年共招收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 36 名，实际报到入

学 36 人，授予硕士学位 29 人次，学位论文盲审优良率 78.8%，就业率 100%。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学位全日制在校研究生 99 人。 

2.课程与教学 

本学位点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科学认识了课程学习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

地位和功能，并加强对课程建设的长远和系统规划；充分调动各教研室和科研团

队、教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进一步规范管理，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提供稳固

支撑；切实转变只重科研忽视课程的倾向，把课程建设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课程质量作为评价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和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指

标。学院目前拥有“分析化学”广西精品课程、“仪器分析”校级精品课程和“现代



仪器分析导论”校级研究生优质课程。2023 年全院共开设研究生课程 40 门，除

个别课程考试未结束外，其余全部按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无教学事故发生。 

课程建设实施方面，学位点老师获得 2023 年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改课题 1

项。  

本学位点在研究生课程和教学模式改革方面做了如下工作： 

（1）进一步规范硕士研究生毕业所需学分的要求，保证研究生投入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进行课程学习。科学调整研究生课程体系，适当减少必修课程，增加

专业选修课程。适度扩大研究生的课程选择范围，增加课程选择和学习方式的灵

活性。 

（2）积极推进课程设置模块化。优化课程内容，注重鼓励各教研室按照学

科专业或研究方向进行模块化课程设置，灵活设置课程学分。 

（3）增加实践案例类课程。鼓励和支持各专业与企业合作共建专业学位研

究生课程，增加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的实践案例类专题课程，进一步丰

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环节，注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能力训练，加强

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认证之间的衔接，提升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鼓励和开展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基于研究生健康成长与职

业发展的需要，增加开设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职业道德与伦理等方面相结合的

课程，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科学与人文素养，使之内化到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及未

来的职业发展中。 

（5）强化研究方法类课程设置。总结研究方法类课程建设的经验，完善相

关课程设置，帮助研究生掌握相关学科的前沿性研究方法。 

3.培养质量 

近年来，本学位点研究生报考率有所提升，生源分布较广。通过数据分析，

生源质量的改善除了常规的宣传工作外，还需要深入分析，发现生源结构的构成

和变化，制定出有针对性和目标性地保证生源质量的评估体系，同时提升自身的

办学水平和影响力，从而不断改善生源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较好，就业率高，

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基本对口。本学位点 2023 年就业率为 100%，其中继续攻读

国内外博士研究生的硕士毕业生 5 人。 

本学位点研究生 2023 年发表了学术论文 37 篇，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 28

篇，中文核心论文 9 篇；主持在研的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2 项；获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7 项（研究生作为第一、第二专利负责人）。 

（1）科学研究 

本年度学位点教师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广西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广西创新驱动重大专项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6 项，科研经费总计 470 余万元；

指导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82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68 篇，获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 14 项。本学位点研究生参与导师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达 48 人次。 

（2）学术交流 

2023 年本学位点邀请国内外 60 余名专家、学者到校进行学术交流。学位点

教师有 30 余人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交流会等。研究生参加校内、外交流人次达到

300 余次。 

2023 年 10 月 14 日，成功召开了 2023 年广西电磁化学功能物质重点实验室

学术交流会。北京理工大学杨国昱教授、中国科学院福建物构所陈忠宁教授、南

京大学左景林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崔勇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蒋尚达教授、中山大

学童明良教授等六位专家出席会议并作学术报告。学院学术骨干和研究生 12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2023 年 10 月 18 日至 22 日，我院成功举办“固体化学国

际研讨会”学术会议。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 J. Paul Attfield

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邢献然教授等国内

外 70 多位知名专家出席会议。 

（3）支撑条件 

本学位点以学科为基础，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科研

团队组织和管理模式，与中铝广西有色稀土开发有限公司、中恒集团设立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推动学位点教育向质量提升转变，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养

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本学位点的科研平台有：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广

西电磁化学功能物质重点实验室、自治区高校重点实验室--应用电化学新技术实

验室、自治区高校重点实验室--食品安全与检测重点实验室、自治区级科学实验

中心--广西矿冶与环境科学实验中心、自治区级协同创新中心--广西有色金属隐

伏矿床勘查及材料开发协同创新中心、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表界面电化学，以

上平台为本学位点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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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安全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研究生过于重视科研、实验和学术，还需强化学生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日

常管理、行为规范准则的遵守；另外学生因实验、节假日学习等高强度科研和毕

业要求的压力，使得研究生身心压力较大，存在一定风险。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有待健全 

随着研究生管理规模增加，研究生管理工作的要求日益增高，目前研究生 3

个年级配 1 个辅导员，工作压力较大，对于工作做精、做细具有难度。 

（三）课程建设欠规范 

近年来，尽管学院比较重视研究生课程建设并制定了一些措施，但在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课程建设上仍缺乏通盘考虑。另外，缺乏系统的教材，教学内容更新

上还需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缺乏实践培养 

学院研究生课程设置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培养环节，由于实际条件、课

程设置、毕业要求等因素的影响，较大部分的同学仍然在忙于发表学术论文，缺

少工程师专业技能的学习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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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安全责任意识，指导研究生全面发展，修订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

不能唯科研论，要综合指标，设置毕业条件；要增强研究生的课外活动和课外学

术，增强人文关怀。 

（二）增加研究生辅导员或者研究生助管岗位。 

（三）加强研究生教学管理的对策。研究生教学管理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关键。近年来，为提高研究生教学管理质量，学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相

应措施。 

首先，加强建设课程，逐步按照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说明的要求，建设标准

化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其次，落实实践教学制度，按研究生培养计划，落实实践

教学制度。把同学送到合作企业的“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保障工程师专业技能

学习与培训的学时。还要更新教学内容，研究生教学内容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领先学科发展前沿，及时向研究生传授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不断规范毕业

要求，按学校的毕业要求进行培养，不能任意加码毕业条件，用论文条件作为毕



业条件，而忽略了工程能力的培养。还要规范教学过程管理和监控，为加强教学

管理，学院建立一系列的教学管理制度，如“研究生教学管理办法”“研究生调停

课管理制度”“学生上课请假制度”“成绩管理制度”“考试规划”“监考规则”“论

文查重管理办法”等，以保证教学质量。教师在上课前应制定教学大纲，指定参

考用书，提交教学日历，并按教学安排进行课堂教学，调停课每门课不能超过两

次，学生非特殊情况不能请假，每门课程请假超过 4 学时应重新学习，学院根据

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不定期根据对课堂教学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学院统一安排研究生考试，并由学院统一调配监考教师，考试结束后教师应及时

向学院提交课程成绩以及成绩分析报告，一些调研报告类或研究进展类课程成绩

导师应认真负责，利用论文查重系统对学生提交论文进行分析查重，并对相似度

较高的论文要求学生整改，学院应在任课教师提交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抽查，避免

抄袭情况的出现。注重研究生心理问题的疏导和帮扶，加强研究生身心健康的培

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