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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强国建设的

引擎，在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方面具有既直接又基础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研究生培

养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加快国家急

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促进科教融合，加强国际合作，着力增强研

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科一直坚持“基

础创新引领+内生要素协同+国际资源赋能”的人才培养理念，通

过研究型教学改革、需求导向教学资源优化和国际化平台协同三

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构建，以及内生要素深度协同的育人体系实践，

提升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培养物理学科基

础拔尖人才。人才培养过程中实现了教学和科研两大支撑因素的

全面融合，在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服务国家发展等方面作出

了突出贡献。

图 1. 三位一体、深度协同的科教融合育人体系示意图



成果针对高校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矛盾”、研究生课程内容

与科技发展脱节、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的问题，探索出了一条

集“研究型教学”、“科技前沿引领”和“国际化育人”三位一体，内

生要素深度协同的科教融合育人路径。

一、标志性成果

依托中俄等离子体物理应用技术联合中心、中白科研创新中

心、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工信部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构建

了一体化的研究生学科交叉实训平台；引进包括荣获“中国政府

友谊奖”获得者 A. A. Kudryavtesv在内的 7名全职外籍教师，20

名短期外籍教师；举办 7届中俄双边学术研讨会，1次中俄物理

教学研讨会，建设 20门高水平共建国际化研究生课程；将科研

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开设 5门研究生学科前沿课程、5门一流

精品课程、2门思政示范课程，出版 13部中英文教材。开发 20

余个系列的研究生实验教学仪器，获授权专利 15项，获全国高

等学校教师自制实验教学设备创新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

238台套仪器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 60 个

高校和研究所使用，受益研究生超过 8万人。

在国际顶级教学 SCI期刊发表论文 2篇、核心期刊教学研究

论文 16篇；团队成员获得 2017年度国防科技工业十大创新人物

1人、获得 CCTV 科技盛典“2017年度科技创新人物” 1人、

获得“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1人、获得省级青年教学名师 1人、

获得省课程思政教学竞赛特等奖 1人、获得百强导师称号 2人；



完成省部级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29项，获黑龙江省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获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 2项、二等奖 2项；获哈工大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团队创新

科研成果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国防技术

发明特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国防

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等。

举办 5次国际暑期学校，开展讲座 100余次；基于研究型教

学模式及项目学习，研究生在 Nature、Science、PRL及其子刊发

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89篇；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100余人次，省

部级以上科技竞赛奖励 26项，获国家优博提名、省优博提名及

校优秀博士论文 10余项。其中全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特等奖

2项、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一等奖 6项、大学生等离子体科

技创新竞赛奖特等奖 1项、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一等奖 1项、

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等一等奖 1项、王大珩光学奖 1项、全国光

学与光学工程博士生学术联赛二等奖 2项、工信创新奖学金 3项、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 26人次、博士 42人次。



图 2. 部分标志性成果

二、成果解决的问题

(1) 基于重点实验室平台和自研实验仪器，构建基础创新引领的

研究型教学模式，解决了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融合度低、缺乏与

课程内容匹配的研究型实验的问题。

传统的研究生课程在教学模式上多以教师讲授为主，主要承

担培养学生物理学素养和技能的基本任务，内容上侧重基本概念

和传统知识框架，教学内容与科技前沿成果融合不够；因缺少与

课程教学内容匹配的研究型实验，导致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实践能力培养不足。

成果以科技前沿知识教学和师生研讨合作为切入点，降低教

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区分度，改变教学内容与科技前沿成

果融合不够、授课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被动式学习的问题，强化学



习的自主性和师生交流的互动性，构建了研究型教学模式；以重

点实验室平台和自主研发的专业实验仪器为实践支撑，改变教学

中缺少与课程内容匹配的研究型实验的问题，构建一体化的研究

生学科交叉实训平台；以学生的研究能力提高为成效评价，构建

了三步并举、协同推进的研究型教学模式，改变传统教学仅对知

识进行考核的模式，实现学生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提升。

将科研项目和科研仪器项目进入典型教学案例，打造科教融

合高水平核心课程，强化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了学生的学科前

瞻性；以科研平台为实践支撑，根据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打通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信部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的资

源配置，建立一体化的研究生学科交叉实训平台，提升了学生的

实践能力，学生参研了 20余个系列科学仪器设计，获授权专利

15项；以研究生的自主研究能力提升为成效评价，引导学生通

过项目式学习产生并发表高水平论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学

术交流能力，例如学生在 Nature、Science、PRL及其子刊发表高

水平科研论文 89篇，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图 3. 科研模式和教学模式深度融合示意图

（2）坚持需求导向和前瞻引领，实现先进教学资源等内生要素

协同创新，解决教学内容和科技发展节奏脱节的问题，拓展学生

前瞻性国际化视野。

传统研究生核心课程侧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内容与科技前

沿成果的融合不够，更新慢，不能反映最新的科研进展和学科发

展动态，导致教学内容与科技发展节奏脱节。

成果构建了体现前沿性、学术性和国际化的课程资源，实现

需求导向和前瞻引领。通过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和研

究生教材，构建的高水平教学资源，出版中英文教材 13部。聚

焦学科前沿，开设学科前沿专题课程和研制研究生教学仪器，促

进学生把握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实现课程资源综合优化。通过引

进国内外高水平师资，构建国际化教学平台，建设了 20门高水

平国际化课程。成立中俄联合研究中心，承担留学基金委创新人



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联合培养研究生，鼓励学生发表创新性学习

成果，培养校际甚至国际合作意识，扩展学生的前瞻性国际化视

野。

图 4. 科研成果和教学资源深度融合示意图

(3) 国际资源赋能构造国际化科教融合育人平台，解决研究生培

养国际化程度低的问题、人才培养模式缺乏科学系统设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既

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贯彻教育方针的应有内涵。目前

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

程度普遍较低，不能充分满足为国家战略培养创新人才的需求，

培养国际化的创新人才还缺少科学的系统设计。



成果依托“中俄等离子体物理应用技术联合中心”，“中国-俄

罗斯先进能源动力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国际化平台，推

进师资力量国际化、教学体系国际化、实践平台国际化、学术交

流国际化，构建了高水平、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国际化科教融合育

人平台，多要素协同推进学生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国际化，提升育人质量。

图 5. 国际化科教融合育人平台构造框架

三、成果的创新点

成果针对高校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矛盾”、研究生课程内容

与科技发展脱节、理论与实践结合脱节的问题，探索出了一条集

“研究型教学”、“科技前沿引领”和“国际化育人”三位一体，内生

要素深度协同的科教融合育人路径。

创新点 1：



基础创新引领的研究型教学模式创新：成果以科技前沿知识

教学和师生研讨合作为切入点，以重点实验室平台和自研的实验

仪器为实践支撑，以学生研究能力提高为成效评价。构建了三步

并举、协同推进的研究型教学模式，提升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

创新点 2：

内生要素协同、前瞻引领的教学资源创新：成果注重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材、开设学科前沿专题课程、构建国际化

教学平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前沿性、学术性和国际化教学资源。

提供了高水平学科前沿教学资源，扩展了学生的前瞻性国际化视

野。

创新点 3：

国际资源赋能的科教融合育人平台创新：成果通过师资力量

国际化、教学体系国际化、实践平台国际化、学术交流国际化，

构建了高水平、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国际化科教融合育人平台，多

要素协同推进学生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国际化，提

升育人质量。

四、成果的推广

（1）研究型教学模式推广应用突出

研究型教学改革论文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在国内外发表教研

论文 33篇，在国际顶级教学 SCI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发表教研论文，并受邀在美国物理教师协会冬季会议做报告。举



办首届中俄教学研讨会，被工信部网站、中国教育网等报道。2019

年陪同省长王文涛访问俄罗斯，参加黑龙江省教育交流日（圣彼

得堡）系列活动，成果在国际上推广。

图 6. 首届中俄教学研讨会及圣彼得堡教育交流日

自制研究生教学仪器在国内外应用广泛：学生参研的 20余

个系列科教仪器，获授权专利 15项，并在哈尔滨巨浪科技有限

公司等公司转化。获全国高校教师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大赛一

等奖、二等奖等。238台套仪器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清华大

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天津

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东北大学等国内外 60个高校和研究所使用，受

益研究生超过 8万人。



表 1. 自制研究生科教仪器（部分）

表 2. 自制科研仪器推广情况



图 7. 自制科研仪器推广应用证明（部分）

（2）内生要素协同的教学资源建设育人成效突出

科研成果转化为研究生教材：在 IOP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中英文研究生教材

13部，并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使用。

图 8. 研究成果转化中英文研究生教材



表 3. 中英文研究生教材出版情况

前沿引领课程资源建设育人成效：引进全职外籍教师开设国

际化课程 20门，开设学科前沿课程 5门。在此育人条件下， 研

究生在 Nature、Science、PRL及其子刊发表论文 89篇，获王大

珩光学奖、中国光学学会光学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奖励，在双

一流高校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图 9. 师资队伍国际化队伍

（3）国际化科教融合育人平台建设示范效应显著

a. 引进外籍全职教师 7人，其中 5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安纳托利教授因在中俄联合办学、中俄科技合作等方面的突出贡

献，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图 10 中国政府友谊奖



b. 打造共建课程体系。外籍教师团队开设“The brief introdu-

ction of gas discharge”等 20门全英文课程，举办 5届暑期学校，

来自德国波茨坦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

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山东大学等 9 所高校的受益学生超 1000

人。

表 4. 全英文课程开展情况



c. 建成“中俄等离子体物理应用技术联合中心”、“中国-俄罗

斯先进能源动力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合作平台，并

举办 7届中俄双边学术研讨会。双方互访超过 100次，开设讲座

100余场，联合指导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获批国际合

作和外专人才项目 10项以及 CSC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促进哈工大圣彼得堡中俄联合校园建设。

因多层次、多要素协同的国际化科教融合育人平台的示范效

应显著，获批教育部“一带一路”教育援外项目，在国际上推广（哈

工大唯一），为促进中俄教育合作，加强龙江国际文化交流做出

了突出贡献。

图 11 双边学术研讨会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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