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新工科需求 育材料创新人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协同育人巡礼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于 2020 年 6 月，学院现有“材料科学

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点，以及“功能

材料”、“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两个本科专业、“智能诊断与生命健

康”微专业，其中“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为省“十四五”重点

学科，功能材料专业为省一流专业。学院瞄准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

紧密结合国家材料领域重大需求，积极响应国家“双碳”、“面向人

民健康”、“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以及“科研率先融入苏州”等举措，

大力推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生化传感材料与医疗器件、生态环境材

料、半导体材料与光电器件等基础创新与应用相结合的前沿交叉研究，

培养新工科专业领域高素质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一、党的领导 

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深化“一融双高”建

设。学院坚持党委领导、支部带动、党员垂范三级联动，着力建设为

党育才的阵地。新能源教师党支部获批第二批“江苏省党建工作样板

支部”培育建设单位。学院积极落实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将价值塑造

和知识传授有机统一的理念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建立了“课程-科创

思政”模式，进一步将课程思政拓展到创新创业训练等科创第二课堂。

学院深化“三全育人”，落实“五育融通”，通过四个“强化”、四

个“引领”、三个“辅导”，实施本科生全员导师制，不断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学院先后获苏州市首届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提名奖、江苏省

十佳研究生导师团队提名奖、校先进基层党组织、校党建创新奖、校

样板党支部、 校优质党支部、“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苏州先锋 90 后、苏州好青年、苏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苏州五四青

年奖章提名奖等荣誉。 



 
二、强化质量保障 

2.1 学院构建完善的教学制度体系 

学院致力于构建完善的教学制度体系，确保教育教学工作的高效

开展。学院成立了由党政领导主导的教学委员会，制定政策、监督实

施以及教学评价；设立功能材料专业和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教研室，

推进各专业的教学工作；聘请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学督导团队，指导和

检查学院的教学工作，确保符合学校及学院的教学标准。同时，学院

还根据学校的相关文件，修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更新课程大纲、出

台了达成评价补充文件，从而确保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系统性、规范

性和前瞻性。 



 
学院质量管理和育人制度完善 

2.2 学院质量管理 

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将质量管理贯穿于整个人才

培养过程。学院以工程认证标准为导向，定期召开认证培训、学业预

警、教学管理、质量评价等各类教研会，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

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而且关注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反馈与教学成

果，不断优化和调整教学方案。 

 



学院建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目标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通过

定期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反馈，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针对

性的改进；严格按照工程认证标准，建立了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机制，

确保每一门课程都能有效进行质量管理、支撑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

系统提升学院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以学生为中心的目标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 

2.3 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学院一贯强调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保障人才培养水平。现有专

任教师 70 人，博士学位率达 100%，拥有中科院院士 1 名，外籍院士

1 名，国家海外引才计划 2 人，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1 人，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1 人，省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省

双创人才等省级人才 30 余人次。2 位教师入选爱斯维尔中国高被引

学者，6 位教师入选“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3 位教师入选科

睿唯安“2023 全球学者学术影响力排名”榜单，显著提升了学院的在

材料科学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学院积极鼓励青年教师参加海外交流进

修、担任企业科技副总、科技镇长等职务，不断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和

教学能力提升。学院目前建设多个服务教学科研平台：江苏省环境功

能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生化传感与芯片技术工程实验室中心、江

苏高校水处理技术与材料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教育厅新材料学科综

合训练中心、苏州市低碳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以及苏州市微纳光电



材料与传感器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承担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项目等 100 余项，科研经费近亿元。 

 
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服务创新育人 

学院通过培养目标调研、专家论证、达成分析反馈以及系列教学

会议，综合国家战略、产业需求和地方发展等因素，以“育追求恒久

之人”为理念，各专业修订了 2023 版培养方案。功能材料专业形成

3 个特色方向，突出产教融合和五育融通的特色。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专业瞄准国家能源和材料重点发展领域，突出二次电池、氢能方向，

重视科教融汇和创新育人。 



 
学院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教材工作委员会，审核教材使

用、指导教材建设。以《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课程为基础，已经出

版一部《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中英文教材、《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

实验》教材；正在筹备的《生物化传感前沿与应用材料》专著已完成

编著，即将出版。目前，《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课程为省级产教融

合课程、校一流课程；《半导体材料学》、《材料科学基础》为校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和《材料科学基础》为校

品牌课程。 

     
产教融合教材建设支撑一流专业发展 

学院扎实推进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学院除了

专业教研室组外，还成立了“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半导体材料

与器件”、“材料科学与工程”等教学团队。其中“有机光电材料与

器件”和“新能源课程群”为校级示范教学组织、“光电功能材料教

学团队”获 2022 年第三批苏州市本科院校优秀教学团队。近年来，

获批省级教改项目 1 项、校级教改项目 5 项；参与完成省级重点教研



项目 1 项。“以工程教育为导向的本科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与优

化”项目获得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 

学院重视教学实践平台的建设。通过科教融汇的思路，将教师的

科研项目与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和实验实践项目。将基础实验与创新

性实验内容更新，体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学院秉承“价值塑

造、专创互促、产教融合”的教育理念，通过科研思政相结合尊师重

教，自 2020 年成立以来先后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双创导师制”、

“芯青年”菁材计划等多项制度，逐步建立起系统完善的第一第二课

堂协同育人体系，利用产教融合多元化搭建创新训练平台，建立创新

激励机制，全面提升教师和学生参与积极性。 

 
先进科研设备服务实践教学和创新育人 

三、人才培养成效 

3.1 创新育人模式 

学院“以本为本”，以“育追求恒久之人”的培养理念，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以党建引领三全育人模式创新，打造“一中心两课堂三融

合”的材料工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以第一第二课堂协同育人体

系，为实现三全育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学院为每位学生配备本科生

导师、双创导师，指导学生品德、学业、学术生涯和生活健康发展。 



 
材料工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3.2 增强人才培养成效 

学院现有本科生 462 人，研究生 118 人，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

构建了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近三年，本科生初次就业率高达 90%，

年终就业率达 96.88%。功能材料专业近五年培养了约 170 名本科毕

业生，平均就业率达 95%，部分已成为行业佼佼者。毕业生大多进入

苏州及周边高新技术企业，调查显示他们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

综合素质好，多数已成为业务骨干，毕业生事业发展前景广阔。学院

高质量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服务工作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学科建

设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历届毕业生年终就业率和升学深造逐年提升 

3.3 培养创新能力突出 

学院学科竞赛获得“互联网+”国赛银奖、“挑战杯”黑科技国

赛特等奖等一系列奖项。近年来，本科考研升学率不断提升，2023 届



升学深造率超过 53%，培养的学生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功能材料

1811、1911 班分别获省“先进班集体”。 

 
毕业生获得省级“先进班集体”荣誉 

学院坚持先进科研成果转化育人素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近

年来获批大学生创新项目 92 项、创业项目 10 项，获得省级以上成果

41 项、国家级奖项 14 项，生均获奖比例稳居全校前列。2017 级本科

生俞朱敏和团队成员在教师的指导下不怕艰辛、克服困难，历时三年

最终研制出“3I”时间-温度智能标签，获得 2021 年“互联网+”创新

创业大赛全国铜奖、“挑战杯”黑科技专项赛全国特等奖等 8 项奖项，

并获得 2021 年江苏省优秀毕业生。 

 
新工科创新创业人才成果突出 

3.4 坚持持续改进 



为了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内涵

式发展，提高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学院将继续加强党建引领、科研

思政，培养“奋进创新”的双创人才；制定教师培养计划、培育教学

团队及建立激励机制等措施；加大投入实验室建设、强化校企合作、

共建实验室中心；在教学内容、育人模式等方面深入探索，切实提升

立德树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