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力提升教育质量，培养拔尖物理人才

一、聚焦“一融双高”党建工作思路，推动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学院聚焦“一融双高”的党建工作思路，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学院党委被评为山东省教育系统先进

基层党组织，现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1 个、山东省高校“双带头

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1 个，学院党委获评鲁东大学党建工作标

杆院系，学院泰山学者团队党支部被评为山东省高校“双带头人”教

师党支部书记“强国”专项行动团队，学院教师党员杨传路教授 2023

年获评“山东省先进工作者”。依托全国首批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和全

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等国家级育人平台，培养了一大批德才

兼备、志存高远的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家科技领军人才。

图 1 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二、赋能教师队伍及教学平台提质，聚焦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65 人，其中教授 18 人，副教授 24 人，具有博

士学位教师 57 人，兼职/合作博士生导师 9 人，硕士生导师 21 人，其

中国家级人才 2 人、泰山学者 5 人、全国优秀教师 2 人，山东省先进

工作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 人，建成了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物理学专业是烟威地区唯一的物理学国家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唯

一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上榜学科，物理学专业通过国家师范专业二级认

证，《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课程为省一流本科课程，《高等量子力

学》课程为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物理实验教学中心于 2024 年 1

月获批首批山东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示范性基层教学组织，学院申报

的“神舟悟理”科普工作室被认定为山东省科普专家工作室，近三年

获批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3 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5 项，

出版教材 5 部。

图 2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对接社会需求，畅通就业渠道，建立“招生、培养、实践、就业”

一体化就业模式。建立专业的就业指导团队，定期举办就业指导讲座，

职场分享会等活动，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约 50%的本科生被选

拔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大、中科院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继续

深造，连续多年在省从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毕业生在科学研

究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图 3 第十二届从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三、强化思政育人,坚持启人以志

物理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区域特色，

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引领科研实践反哺教学的“四维两精神”思政新模

式。通过对课程思政核心要素与混合式教学要素、红色胶东典型事迹



进行有效融合，借助知识图谱等数字化教学手段，引入物理科技的故

事、物理学发展的故事、物理学家的故事、中国的物理故事等，让学

生近距离感受新时代的物理精神。一是构建专业思政图谱，根据学情

分析图谱、作业分析图谱、综合评价图谱等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

为特征，在不断创新教学方式的过程中提升思政育人效能。二是筑牢

专业思政主阵地，坚持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激励教师主

动打破传统的授课方式，广泛引入任务驱动、翻转课堂、课程沙龙等

形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发挥教师引导作用，

在项目教学过程中增加价值导向，在专业主题中融入思政元素，使课

堂思政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三是发掘专业思政新途径，探索课程思

政视频的合理使用，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借助视频、慕课等多种形式

实现多维度育人，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四是建设案例教学新资源，

加强案例库等教学资源建设是科研反哺教学实践的基础，任课教师充

分发挥自身科研优势，将前沿发展动态和个人研究成果进行优化整合，

结合专业培养计划，开展编写案例库建设工作，弥补课程知识与新的

科学研究之间的断层，进一步丰富教材及教辅资源，培养学生的科学

精神，提升思政育人效果。《高等量子力学》课程获批 2024 年的省级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我院 2004 级优秀校友王鹏，毕业后参加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抗震救灾专项行动项目，其先进事迹被 2025 年 3 月

24 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报道。



图 4 思政育人成果

四、增强数智赋能,为专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以课程知识图谱的构建为抓手，通过对标行

业产业需求，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建设完成物理学专业数字化

创新中心。中心借助 AI 平台的智慧能力，自动构建专业知识大图谱，

根据课程内知识点的关联，动态呈现专业课程的知识体系结构，将人

才培养目标、知识矩阵、毕业要求有机统一。内容既涵盖物理学的基

本理论、核心技能训练和后期应用，又在课程内容中融入了学术前沿

和行业动态，实现了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建设，确保了教学内容的

时效性和实用性。同时该中心还展现了课程路径及课程关系，无限扩

展知识体系，给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系统的学习资源与更加多元的学



习路径。物理学专业数字化创新中心构建了全方位的专业建设生态体

系，将“教”与“学”有机融合，通过精准定位行业需求、优化课程

体系、强化实践教学，打破产业与教学壁垒，确保学生能力与市场需

求对接。基于数智化赋能人才培养新模式，借助中心平台，建设“AI

物理”专业建设新形态，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数字化改革，促进智能技

术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深度融合。

将课程知识图谱建设进一步扩展到专业图谱建设，构建了 55 门专

业课程知识图谱，形成了完整的专业课程画像，划分了各种课程内容

类型，优化了教学内容设计，将“知识+问题+能力”深度融合，整合

了多模态资源建设，完善了资源与知识的动态更新机制，助力学生个

性化自主学习拓展，最终构建了“思政引领、五谱融通、双向反馈、

五位一体”的物理学专业图谱，实现了培养体系重塑。在教育教学改

革上构建“四大数智赋能”、落实“四大改革理念”、实现“四大模

式创新”，建设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知识图谱技术，赋能课程教学，

通过建设慕课，开展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教学，实现数智赋能专业教学、

专业教育治理体系、多元化多维度全过程的教育评价体系，落实可持

续发展理念，实现敏捷教育模式、智慧教育模式、服务型教育模式、

元宇宙教育模式四种教育模式的创新。物理专业图谱包括了思想政治、

知识、素质、能力、技能“五位一体”专业图谱体系及运行平台。构

建的物理学专业图谱资源库，是一个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问题解决

为核心、以知识体系为基础、以教学资源为支撑的教学智能体系，可

以被广泛地共用共享，开发智能学伴、实施智能辅导，支撑教师备授



课，实现减负增效，更好地帮助师生实现个性化教与学，为物理学专

业的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图 5 物理学专业数字化创新中心

五、加强科学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学院是维护国家原子与分子数据库的重要单位之一。原子与分子

物理和理论物理方向服务量子科学与技术领域，发展出新方法模拟量

子体系耗散动力学及退相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光学和凝聚态物理

方向服务光电子材料与元器件、新能源存储与转化技术领域，围绕微

光成像、微纳光刻和钙钛矿光伏等技术领域开展原始理论创新研究。

学院开发的无掩膜紫外光刻关键技术，已服务多家微纳制造和半导体

光电等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无掩膜光刻设备的国产替代；开发的

NVT-7 型微光像增强器已应用于新一代隐身舰载战斗机歼-35 上，推



动了微光夜视武器装备现代化和国产化，学科现已成为国防建设中微

光像增强器测试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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