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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校史校情

1.学校历史沿革

学校始建于 1930 年，历经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胶东公

学、胶东师范学校、莱阳师范学校、莱阳师范专科学校、烟台师范专

科学校、烟台师范学院等历史发展阶段，2001 年，原山东省交通学

校并入。2006 年，学校更名为鲁东大学。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工农理

文兼备、应用学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

2.学校的校训、校风等校园文化符号

校训：厚德 博学 日新 笃行

校风：求是至善 尚实致用

质量文化：严谨 精益 卓越

办学特色：多学科交叉融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引领支撑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

校徽：

3.学校的办学定位

学校坚持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出自《鲁东大学章程(修改草案)》）。

4.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服务面向

培养目标：学校坚持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

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牢固确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统筹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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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立德树人与高质量育才，推进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和新师范建

设，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

创新型人才（出自《鲁东大学章程(修改草案)》）。

服务面向：依据我校优势和特色学科专业领域，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立足烟台、扎根胶东、服务山东、面向

全国。

5.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与目标发展定位

坚持“综合性、应用型、国际化”发展定位和“党建引领、学科

筑峰、育人为本”办学思路，进一步稳定规模、优化结构，着力提升

发展层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

家为最高追求，以学科建设为发展根基，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

党的建设为坚强保证，推动办学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致力于建

成人才培养质量高、科研创新能力强、服务地方成效好、省内一流、

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新时代特色鲜明高水平大学。

6.学校现任领导及分工

王 庆 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分管党委办公室，联系马

克思主义学院。

李合亮 党委副书记、校长：主持行政全面工作，负责人事、财

务、审计工作，分管学校办公室、人事处（教师工作部、人才工作办

公室）、财经处、审计处，联系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张炜文

学研究院。

马东太 党委副书记：负责党的建设、组织、督查、离退休工作，

分管党委组织部（党校、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党委（学校）

督查室、离退休工作处，联系外国语学院、园艺学院、水产学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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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王庆同志分管党委办公室。

刘宏涛 党委副书记：协助王庆同志联系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

宣传思想、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工会、妇委会工作，分管党委宣传

部（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党委统战部（台湾工作办公室）、工会（妇

委会）、校报、校电视台，联系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资源与环境工

程学院、滨海生态高等研究院。

钱国旗 党委常委、副校长：协助李合亮同志分管人事处（教师

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考核、学科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规划与计划、教师教育、继续教育、依法治校、教授委员会

工作，分管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学术委员会办公室、教授

委员会办公室）、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继续教育学院、法律事

务室、水利环境海洋学部、教师教育学部、盈科法学院理事会，联系

盈科法学院、教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

尹 鹏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山东省监察委员会驻鲁东大学监察

专员：主持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全面工作，负责纪检监察工作，

分管纪委机关。

岳远彬 党委常委、副校长：协助李合亮同志分管财经处、审计

处，负责校园规划与建设、后勤保障、安全保卫、公共卫生和东校区

工作，分管后勤处、基建处、保卫处（武装部），联系商学院、数学

与统计科学学院、交通学院。

陈 厚 党委常委、副校长：负责科技社科研究、产学研结合、实

验室建设与安全管理、国有资产与招投标管理、基金会、校友会工作，

分管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处、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办公室（服务地方

办公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资产处、实验室管理处、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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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金会、校友工作办公室、汽车技术实习中心、文科学报、理科学

报、烟台鲁大基础教育集团、绿叶生命与健康产业学院理事会，联系

烟台新旧动能转换研究院、烟台海洋工程安全保障技术创新中心、生

命科学学院（绿叶生命与健康产业学院）、水利土木学院。

向 平 党委常委、副校长：负责本科教学、专业建设、招生、语

言文字、体育、图书教材工作，分管教务处、图书馆、校体委和高水

平运动队，联系区域国别学院、体育学院。

毕研强 党委常委、副校长：负责本科学生管理、就业、共青团、

创新创业工作，分管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部）、团委、创新创业学

院，联系艺术学院、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纪洪芳 副校长：负责校园信息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来华留学

生教育和档案工作，分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事务办公室）、教

育信息技术部（信息化办公室、网络中心）、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博物馆（档案馆），联系物理与光电工程

学院、食品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

吴旺宗 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副校长、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主持党委组织部、党校、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

作，协助马东太同志做好党的建设、组织、督查工作，协助钱国旗同

志做好考核工作。

丛 涛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党校副校长：主持党委宣传部（意

识形态工作办公室）工作，协助刘宏涛同志做好宣传思想、意识形态

工作。

王业兵 党委常委、统战部（台湾工作办公室）部长（主任）：主

持党委统战部（台湾工作办公室）工作，协助刘宏涛同志做好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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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工作。

7.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学校坐落在中国现代海洋工程发源地——烟台，学校依山傍海，

环境优雅，是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山东省绿色学校、山东省智慧教育

示范校创建单位。校园占地 3450 亩，校舍建筑面积 76.18 万平方米，

固定资产总值 26.38 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6.75 亿元，

建有超算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绿色海工中心等大型公共教学科研平

台。图书馆藏书 266.8 万册、电子图书 120.3 万种。

8.学校办学成效

2007 年，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被教育部评为“优秀”。

2012 年，成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单位、首批

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首批山东省教师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和省级教师教育基地。

2014 年，获批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16 年，入选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2017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2017 年，获评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高校实践育人

创新创业基地。

2019 年，通过山东省美育评估和体育评估。

2020 年，被确定为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建设高校。

2021 年，入选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

2022 年，入选山东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培育创建单位，获批山东

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学校现拥有 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大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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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育基地，6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 个省级示范性教学实践

基地，14 个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17 个省一流专业建设点，8 个省

级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群），获批省级现代产业学院 4 个、

省级专业特色学院 3 个，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4门、省级一流

本科课程 71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4门、省级思政课“金课”

2 门和省级一流教材 10 部。在近四届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评审中共

获奖 71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 项、省级一等奖 16项。

9.学校的学院设置情况

学校现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区域国

别学院、外国语学院、盈科法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商学院、

数学与统计科学学院、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交通学院、蔚山船舶与海洋学

院、水利土木学院、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食品工程

学院、园艺学院、水产学院、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24 个学院和

能源动力与电气工程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2个校直属系以及张炜文

学研究院、滨海生态高等研究院 2 个研究院。

10.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情况和一流专业情况

学校现设 57个本科招生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4

个、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7个、省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群）

8个、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 2个，通过工程教

育认证专业 5 个、师范类专业第二级认证专业 9 个。

11.学校的师资队伍情况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近 2000 人，其中，正高 269 人、副高 653 人，

具有国家级人才称号专家 62 人次、省级人才称号专家 131 人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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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1个省级教学团队、5 个省级高层次人才团

队、1个省高校优势学科人才团队、1 个省高校优秀科研创新团队、

49个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

12.学校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3万余人，其中博士生 38人、硕士生 3230 人、

本科生 26520 人、专科生 74 人、留学生 349 人（截至 2025 年 4 月

18 日）

13.学校教学科研平台情况

学校建有科学与工程研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基础支撑与条

件保障 3 类衔接配套、布局合理的创新平台体系，拥有国家草品种区

域试验站、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国家语委科研机构汉语辞书研究

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山东省海上航天装备技术创

新中心、滨海核电冷源安全与绿色海工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等各类省部级以上科研创新平台

2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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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家组访谈学院可能涉及的内容

1.专家组访谈学院领导可能涉及的内容

（1）学院如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学院“十三五”期间的工作主线目标达成情况和“十四五”

工作计划、任务推进情况?

（3）学院党建育人情况、文化建设情况?

（4）学院教师、学生、专业、课程、实验实习等方面的基本数

据?

（5）学院现有专业情况，各专业教师结构、重点或特色专业、

学科平台情况等?

（6）学院人才培养工作基本思路、特色、举措、效果?

（7）学院在教学成果、优势专业、教学研究与改革、学生竞赛、

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主要做法和成绩?

（8）学院人才培养如何与国家需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

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进行契合?

（9）学院人才培养工作与地方、产业、企业的合作情况、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情况、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

（10）学院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相关性?

（11）学院加强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方面的举措与成效?

（12）学院科研教学互促情况?

（13）学院教学工作的主要亮点?

（14）学院本科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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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学院财务预算中用于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资金比例、资金

的主要流向、学生实习和实践资金主要用途等资金使用情况?

（16）学院现有的教学组织机构体系?

（17）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及质量监控措施?

（18）本人在学院教学组织机构体系、质量保障体系中的职责以

及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发现的问题与对策?

2.专家组访谈专业教师可能涉及的内容

（1）本专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专业的建立与发展、专业特色、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学分要求、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联、与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符合度、招生与毕业生就业情况。)

（2）本专业教师结构、教师的课程承担情况?

（3）本专业教师对专业发展的支持度?

（4）了解所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承担课程(内容、教学方式、

考核方式、学业指导等方面 )如何支撑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

（5）本专业开设的特色课程如何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

发展需求?

（6）本专业课程建设与发展情况?

（7）本专业实验室、实习基地及使用情况?

（8）本专业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的主要内容、形式与效果以

及同行听课评课等情况?

（9）本专业学生的学业情况?

（10）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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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专业校企合作单位名称及合作情况?

（12）本专业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情况?

（13）本专业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14）本专业学科在青年教师培养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15）本人对本专业课程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16）师德师风建设与教书育人方面的表现。

（17）上课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进行的探索与创新，实

施教学改革的成效与问题。

（18）学校教学发展中心和学院支持教学发展与培训的相关情

况。

（19）对学校、学院的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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