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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标准 

(一)培养目标 

本工程领域旨在为企业培养高层次工程型、应用型、复合型工程技术人

才。以应用基础理论为指导，与材料的开发、工艺流程及放大等工程实际相

结合，实现材料制备、加工、性能测试和评价、控制和调优一体化与开发。

侧重新材料应用型人才，能够掌握材料工程技术领域的坚实理论和宽广的

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和分析技术，为企业输送应用型、复合

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

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

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材料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行业领域

的相关规范，在行业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

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好

的职业素养。 

3.作为新时代研究生，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在专业知识领域当先锋作

表率，更要做到全面发展，达到“五育并举”的育人要求，在“德智体美劳”

各个方面做社会的标兵与示范。努力成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研究

生，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 

4.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进行专业阅读和写作。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较强的心理素质。 

(二)学位标准 

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

准后，授予相应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未达



到学位授予条件而达到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获得毕业证书。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特色 

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2000 年依托该学科的应用化学专业获批二级学

科硕士授权点，2010 年获得工程硕士（化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019 年调整为材料与化工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21 年获批河南省博士专

业学位授权重点立项建设点，已积累近 20 年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和具有近 10

年的化学工程等相关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经历。学科应用特色

鲜明，在废旧电池再资源化方面的研究工作被中央电视台报道。本学位授权

点现设有光电材料与工程、绿色能源材料与技术 2 个研究方向。 

(二)师资队伍 

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以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原千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

原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特聘教授等高层

次人才为主要学术骨干的年轻师资队伍。本年度，学位点新增 2 名专业硕

士校外兼职导师，使得本学位点校外兼职导师人数达到 9 人，能够满足本

学位点实践实训需求。另外 20 余名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博士可以作为导师

队伍的后备人才。 

牢固树立人才是学位点发展的第一源动力理念，疫情防控和常态化的

后疫情防控期间，通过“腾讯会议”建立人才招聘平台，线上招聘与线下面

试、主动联系与重点跟踪相结合，聚焦专业方向，关注未来成长，择优引进

应届博士 5 人，一批优秀青年博士的加盟，为学位点发展注入了新活力。目

前学位点专任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学缘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合理。 

(三)科学研究 

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出台激励政策，支持学位点教师加强与国内外专家



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高质量学术成果产出。学位点教师本年度获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其中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1 项，面上

基金项目 1 项，青年基金项目 2 项；获省部级项目立项 8 项，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 项、科技攻关项目 6 项，市厅级项目 2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42

篇，其中 SCI 一区论文 13 篇，二区论文 20 篇。 

本年度学位点成员发表的 SCI 二区及以上 20 篇代表性论文列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年卷期页 SCI 论文分区 

1 

High efficiency ternary organic 
solar cells via morphology 
regulation with asymmetric 

nonfused ring electron acceptor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2, 438, 
135384 一区 

2 
Semi-planar non-fullerene 

molecules enhance the durability 
of flexible perovskite solar cells 

ADVANCED 
SCIENCE 

2022, 
9(2105739), 

1-8 
一区 

3 

Flower-like open-structured 
polycrystalline copper with 

synergistic multi-crystal plane for 
efficient electrocatalytic reduction 

of nitrate to ammonia 

NANO ENERGY 2022, 97, 
107124 一区 

4 

Ammonium cobalt phosphate with 
asymmetric coordination sites for 
enhanced electrocatalytic water 

oxid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2022, 43(7), 
1955-1962 一区 

5 

Novel 3D printed vortex-like 
flexible roller-compacted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 for 
self-powered electrochemical 

degradation of organic 
contaminants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2, 14(15), 
17426-17433 一区 

6 
Improvements in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f perovskite solar cells 
using a cesium chloride additive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2, 14 
(23), 26866-

26872 
一区 

7 

Interfacial engineering of 
heterostructured Co(OH)2/NiPx   
nanosheets for enhanced 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22, 32(40), 
2206407 一区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年卷期页 SCI 论文分区 

8 

Recycling of zinc-carbon batteries 
into MnO/ZnO/C to fabricate 

sustainable cathodes for 
rechargeable zinc-ion batteries 

CHEMSUSCHEM 
2022, 15
（15）, 

e202200720 
一区 

9 

A corrosion-etching strategy for 
fabricating RuO2 coupled with 
defective NiFeZn(OH)x for a 

highly efficient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22, 10(38), 
20453-20463 一区 

10 

Cotton-assisted dual rotor-stator 
triboelectric nanogenerator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crop 

growth environment 

NANO ENERGY 2022, 101, 
107578 一区 

11 

Mesoporous N-rich carbon with 
single-Ni atoms as a 

multifunctional sulfur host for Li-
S batterie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22, 61(47), 
202212680 一区 

12 
π-Conjugated carbazole cations 

enable wet-stable quasi-2D 
perovskite photovoltaics 

ACS ENERGY 
LETTERS 

2022, 7(12), 
4451–4458 一区 

13 

Self-sacrificial template synthesis 
of Fe, N co-doped porous carbon 

as efficient oxygen reduction 
electrocatalysts towards Zn-air 

battery application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2022, 33(4), 
2171-2177 一区 

14 

Organic compound passivation for 
perovskite solar cells with 

improving stability and 
photoelectric performance 

SOLAR ENERGY 2022, 1(231), 
414-419 二区 

15 

Using fullerene as the third 
component to boosting the 

photovoltaic performances of 
pyran acceptor 

DYES AND 
PIGMENTS 

2022, 197, 
109933 二区 

16 

Insight the difference of free 
charge generation in two small 

molecular accepter organic solar 
cells 

SOLAR ENERGY 2022, 235, 
163–169 二区 

17 

Fe3S4@reduced graphene oxide 
composites as novel anode 

materials for high performance 
alkaline secondary batteries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22, 895(1), 
162593 二区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年卷期页 SCI 论文分区 

18 

Gradient dynamic cross-linked 
photochromic multifunctional 
polyelectrolyte hydrogels for 

visual display and information 
storage application 

POLYMER 2022, 243, 
124642 二区 

19 
Two strategies to achieve color 

adjustment of Eu2+ doped garnet 
Lu2Mg2Al2Si2O12 phosphors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2022, 243, 
118651 二区 

20 

Favorable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biomass-derived N, S dual-doped 

carbon materials for advanced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22, 47(26), 
12964-12974 二区 

学位点主动深入企业调研，组织引导教师从行业产业实际需求中凝练

科学问题，开展走访调研 13 次，主动对接企业技术难点痛点，已与 3 家规

上企业达成共建研发中心合作意向，推动自主创新成果加速转化，社会服务

能力显著提升。本年度企业横向合作到账资金 150 万元，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完成两件发明专利的转化，成功获批河南省先进电化学储能材料设计及

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年度学位点成员申请获批的 10 件代表性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列表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1 
一种碱性二次电池铁基负极板

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该铁基负

极板的碱性二次电池 
专利授权 ZL201811465403.8 2022-04-12 

2 
一种碱性二次电池铁基负极添

加剂，制备方法和使用该添加

剂的铁基负极板及其应用 
专利授权 ZL201811466224.6 2022-04-19 

3 
一种碱性二次电池铁电极添加

剂，制备方法和使用该添加剂

的铁基负极板和应用 
专利授权 ZL201811467449.3 2022-11-22 

4 
一种铁镍二次电池负极添加

剂，制备方法及使用该添加剂

的铁基负极板和应用 
专利授权 ZL201811466794.5 2022-11-22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5 
一种碳/硫共掺杂介孔 g-C3N4

复合光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 专利授权 ZL201910417006.1 2022-03-18 

6 
一种一维二硫化钼纳米棒复合

光催化剂的制备方法 专利授权 ZL201910366323.5 2022-02-08 

7 
一种 Fe/Fe3C 纳米颗粒负载多

孔氮掺杂碳基氧还原催化剂的

制备方法 
专利授权 ZL202011482580.4 2022-11-11 

8 
一种 Fe3C 纳米颗粒负载多孔

氮掺杂石墨烯氧化还原催化剂

的制备方法 
专利授权 ZL202011502358.6 2022-07-29 

9 
一种 3D 打印的柔性涡旋状摩

擦纳米发电机 专利授权 ZL202011477194.6 2022-06-27 

10 
一种锂硫电池硫/碳复合正极

材料的普适性制备方法 专利授权 ZL201810226733.5 2021-03-23 

 

本年度学位点成员完成的 2 件国家授权发明专利转化列表 

序号 专利名称 授权号 受让单位 转让费金额

（万元） 

1 
废旧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在铁镍

电池中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 
ZL201610041754.0 

河南省恒明

新能源有限

公司 
5 

2 
一种碱性二次电池铁基负极添

加剂，制备方法和使用该添加

剂的铁基负极板及其应用 
ZL201610053510.4 

河南省恒明

新能源有限

公司 
5 

 

突出学位点建设“龙头”地位，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

面科学布局、系统推进，完成材料重点学科（第三批）基础科研条件建设项

目和 21 专项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的论证、招标采购、安装验收等工作。2022

年 11 月，材料科学与工程 ESI 学科位居全球 481，中国内地高校第 100 位、

全国地方师范大学第 4 位、河南省高校第 3 位，学位点影响力和竞争力持

续提升。 



(四)教学科研支撑 

学位点建有规范的研究生培养管理和运行机制，根据学校相关文件，在

先前出台一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先后修订完善《河南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管理办法（试行）》、《河南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遴选与招生资格审核实施

细则》等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和运行机制。设有专职人员

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建有专用的研究生创新训练实验室、实践基地，行

业导师定期与依托的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

室等 8 个省部级教学和科研平台仪器设备条件先进，开放共享，能够确保

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的需要。 

(五)奖助体系 

认真落实《河南师范大学国家奖学金管理实施办法》（校学字〔2017

2017(�D0�

2017�Ð�



学校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建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制度，奖励表现优

异的全日制研究生，每年评审一次。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

２万元。具体管理按《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执行。 

(2)学业奖学金 

用于奖励有明确学习目标，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勤奋学习、潜心科研、

勇于创新、积极进取、有一定科研成果或实践成果的全日制（全脱产学习）

研究生，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每年评审一次。 

硕士研究生设立一、二、三等奖学金，其中一等奖占 40%，每生每年

10000 元；二等奖占 30%，每生每年 7000 元；三等奖占 30%，每生每年 5000

元。对于一年级硕士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者享受一等奖学金；从外校调剂

录取入学者，享受三等奖学金。 

(3)国家助学金 

用于资助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

收入的除外），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研究生档案和工资关系不转入学

校者，不享受助学金。 

硕士研究生助学金 全日制非在职硕士研究生助学金发放比例为 100%，

6000 元/生/年，分为 10 个月发放，600 元/生/月。 

(4)“三助”岗位津贴 

“三助”包括助教、助研和助管。从 2014 年开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从研究生学费中提取 4%－6%的经费设立研究生“三助”专项资金，主要用

于研究生“三助”岗位中助管津贴、助教津贴、勤工助学补助、家庭经济特

困补助以及研究生活动等工作。“三助”工作岗位的设置原则、申请条件、

聘用程序、考核方法和津贴标准等按《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三助”工作管

理办法》执行。 

(5)其他奖助项目 

(a)研究生科研项目资助 



为加强研究生应用研究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学校每年开展研究生

科研创新项目评选与资助工作，资助项目约 50 项，根据项目性质和级别，

每项资助 1000～10000 元。 

(b)研究生科研成果奖励 

为鼓励研究生多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提高创新能力与就业竞争力，学校

每年根据《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励管理办法》对当年毕业研究生在学期间

发表的科研成果及获得的省级以上各种奖项进行审核，凡符合奖励条件的

均给予奖励，每项 200～1000 元。 

(c)优秀学位论文奖励 

为鼓励研究生学术创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河南省和学校每年进行优

秀学位论文评选，对省级优秀学位论文学校按 1:1 比例配套奖励，硕士研究

生每人奖励 1000 元；校级优秀学位论文数不超过当年全日制毕业研究生人

数的 10%，其中硕士研究生每人奖励 500 元。 

(d)特殊困难补助 

为缓解经济特别困难的研究生的生活压力，学校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

研究生的资助力度，每人每次资助最高不超过 2000 元。根据国家有关政策，

为研究生开辟入学“绿色通道”，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资助力度。 

(e)国家助学贷款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自愿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原则

上不超过国家助学贷款标准的最高限额。 

(f)学术交流资助 

为鼓励研究生参加访学、短期交流、国际学术会议、学科竞赛、硕博论

坛和研究生暑期学校，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学校解决研究生的往返差旅费，

对于公派国际交流超过一个月者补助 3000 元生活费。 

以上奖助项目在校全日制研究生均可享受。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提早布局、通力协作，率先完成 2022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针对工科专

业一志愿生源不足、调剂需求量大的现状，学位点在主管领导带领下，于调

剂系统开通前，多途径征集优质生源，在全校范围内率先开展研究生复试工

作，圆满完成学校分配的指标任务。 

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招生宣讲模式。针对 2022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存在的

难题，主动出击，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宣讲模式，扩大了学院知名度，为 2023

年度研究生招生一志愿考生的报名，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思政教育 

持续推进“党建+课程”建设。定期组织开展“我的课程思政和思政故

事”研讨交流会，结合课程特点和典型案例，将思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

发挥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主战场”“主渠道”的育人作用，重点围绕如

何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推动价值塑造、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促进学位点新工科课程思政建

设能力与立德树人成效的“双提升”。学位点导师主持申报的河南省本科

高校课程思政样板课程项目顺利实施。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政教育和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逐步完善《河南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外出

学习实践管理办法（试行）》、《河南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遴选与招生资格审核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

有力促进了学位点的制度建设。 

(三)课程教学 

课程学习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构



建知识结构的主要途径。课程学习须按照培养计划严格执行，其中公共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主要在培养单位集中学习，校企联合课程、案例课

程以及职业素养课程可在培养单位或企业开展。 

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服务产业为抓手，修订 2022 级研究生培养方案，

着眼于引导研究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优化课程结构，积极探索研究生培养模

式。课程体系合理，能够有力支撑博士一级学科人才培养需求。 

材料与化工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表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 考核

方式 备 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09_002012 政治理论 36 2 第一学期 考试 

修 10 学分 

09_002011 英语 72 4 第一学期 考试 

20_255001 工程伦理 36 2 第一学期 考试 

21_000001 科研伦理与学术道德 32 1 第一学期 考试 

21_00000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 14 1 第一学期 考试 

专

业

基

础

课 

21_250001 论文写作指导 18 1 第一学期 考试 修 1 学分 

21_250002 安全教育 18 1 第一学期 考试 修 1 学分 

20_250001 材料科学新进展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至少修 12
学分 

20_250002 现代材料分析测试技术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20_250003 材料表面与界面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20_250004 半导体理论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20_250005 材料电化学原理与技术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20_250006 光电材料与器件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选 
修 
课 

20_250007 材料物理化学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考查 

至少修 6
学分 

20_250008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09 材料合成与技术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10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11 薄膜材料与技术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12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13 高等有机化学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14 太阳能光伏材料与技术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15 传感器原理与技术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16 智能材料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考查 

20_250017 3D 打印与增材制造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考查 

 

(四)导师指导 

导师指导是保证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建

立以工程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导师组指导制，加强对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全过程的指导。实行“双导师制”，建立产学研用深度合作的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平台，切实提升研究生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邀请优

秀行业、产业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和课程讲授，主动融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

系，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工程师培养模式。 

为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规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全面落实研究

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本学位点制定了规范和详尽的导师遴选条件和招生

资格审核条件、积极鼓励导师参加业务培训和学术交流。2022 年度组织 3

名新晋研究生导师参加学校组织的新晋研究生导师专题培训，并全部圆满

完成相关培训工作。新遴选出 8 名校外实践基地兼职导师，为本学位点研

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实践教学 

专业实践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

的重要环节。本学位点为加强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效果，采用集

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有 2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

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6 个月，不具有 2 年企业工

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 年。本年度，



本学位点在读研究生以一作或除导师外一作发表 SCI 一区论文 5 篇；以第

一或除导师外第一发明人申请受理发明专利 20 件，使学生在实践中践行创

新思维的培养。 

(六)学术交流 

加强与本领域国内外高水平科研团队合作，建立密切的对标伙伴，努力

推动学位点国际影响力提升。积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高端学术交流，学位点

组织举办百年校庆之“材料牛·New Materials”名家讲坛，共邀请包括中国科

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在内的 20 位知名专家作专题报

告，扩大学位点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研究生在学术会议中的参与度。 

(七)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掌握对工程实际问题研究能力的重

要手段。为此，学位点制定了详细的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等管理条例，培养

良好学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强调论文的原创性，注重理论与实践应用

相结合，重视学科方法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定期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

教育，学位论文各环节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鼓励研究生选题应来源于工

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

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 1 年。本学位点在本年度论文抽检中，抽检结果均合

格。 

(八)质量保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

质量，学位点重调研明情况、学文件悟精神、抓落实获实效，针对影响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各个培养环节进行深入调查研究，适时修订完善相关研究生

管理文件，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监控和质量提升。 

强化学位点在研究生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责任，增强质量意



识，定期检查质量标准与本单位办学目标和定位是否一致，争创高水平研究

生教育。推进信息公开，增强研究生培养的透明度。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自

我评估制度，定期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诊断式评估。校企联合培养是提高

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方式。积极开展校企联合培养，

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吸收企业优质教育资源参与研究生教育体系，发挥企

业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产学结合、协同育人，提高校企联合培养

质量。与企业共建联合培养基地，探索合作共赢的长效保障机制和高效的运

行管理制度。 

依据特定学科背景和职业领域的任职资格要求，分类改革课程体系、教

学方式、实践教学，强化与职业相关的实践能力培养。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和

专业组织的作用，健全分类评价体系，促进专业学位与专业技术岗位任职资



5.按照学校《关于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及处理办法》，加强对研

究生学术诚信的教育和约束； 

6.营造良好学习风气，制定处罚标准，加大惩治研究生及导师学术不端

行为的力度，从源头上杜绝有违学术道德的事件发生，逐步完善学风监管与

学术不端惩戒机制。 

(十)管理服务 

为加强研究生管理，提升研究生服务水平，学院有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

书记和副院长，配备有研究生工作秘书，学院根据教育部对于研究生辅导员

工作量要求，共设置 2 名专职辅导员，1 名兼职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

工作。加强研究生招生、入学、在校学习、毕业、出国和发表学术成果的过

程环节服务和支持力度。严格落实辅导员宿舍值班制度，确保遇到突发状况

辅导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理。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形成了研究生院官网、

研究生管理系统、学院官网、学院官方公众号四位一体的信息服务体系。同

时，对学生毕业、出国、成果统计等日常提供了管理服务，切实保障了学生

的各项权益，在学研究生满意度 98%。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95%。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为新材

料、新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其中企业主要有：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河南科隆基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宇通客车、新乡拓

新等。40%左右的毕业生进入本行业及相关领域进行研究工作，从用人单位

反馈的信息看，本学位点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实践能力较强，具备良好的专业学习和技术

拓展能力，绝大部分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部门负责人和技术骨干。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以应用基础理论为指导，与材料的开发、工艺流程及放大等工程实际相

结合，实现材料制备、加工、性能测试和评价、调控一体化与开发。侧重新

能源材料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够掌握材料工程技术领域的坚实理论和宽广

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和分析技术，为企业输送应用型、复

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加强宏观管理，逐步建立学位点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布局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发挥政策引导和调控作用，主动对接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为解决目前相关领域中的实际应用问题储备人才。 

(二)经济发展 

立足国家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围

绕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的关键科学问题，聚焦废旧电子、电池产品资源化、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低值工业副产品高效利用等领域研究，致力于高价值的

资源化利用新技术研发，为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三)文化建设 

文化培根铸魂，促进繁荣发展。一年来，本学位点始终坚持以建设一流

学科、培养精英人才为己任，走强化特色之路、人才强学位点之路、开放创

新之路、文化引领之路，并朝着把学位点建成国内外有影响的方向迈进。聚

焦宏伟目标蓝图，着眼文化引领作用，逐渐从历史层面、现实层面和发展层

面，凝练了“大气、奉献、求实、创新”的学位点建设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