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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总体情况

1. 历史沿革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于 2019年 8月由理学院更名成立，肇端于 1951年原湖南

农学院设置的基础课部普化教研室、有机教研室和物理教研室，发展于 1997年原理

学院化学系和应用物理系（如图 1所示）。学院现有化学系、应用物理系（含实验）、

材料科学系及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个基层教学组织，拥有化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和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授权点，其所属的化学和材料科学学科 ESI排名均进入全球

前 1%。拥有应用化学和材料化学 2个本科专业，均获批湖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图 1 化材院发展历史脉络

2. 建设现状

化材学院近五十载薪火相传，发展定位不断升级跃迁：从创建初期专注全校公

共基础课教学，到理学院时期确立“基础学科、学科基础”的办学宗旨，再到化材学

院新阶段打造“融合学校优势农科，服务地方新质行业”的特色发展之路。在此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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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与清晰导向引领下，学院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

服务等核心领域均实现了高质量的发展与提升。

学院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41人，湖南省教育系统“芙蓉百岗明星”荣誉

称号教师 1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5人，博士生导师 8人、硕士生导师 32人；全

日制在校本科生 938人，研究生 153人。

教学科研用房 6166 m2，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值 3549余万元；湖南省化学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湖南省化学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1个、湖南省化

学类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1个、校外实验教学实习基地 13个；湖南省光

学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湖南省生物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科研平台 2个。

二、目标与思路

1. 办学定位与目标

立足湖南省“4*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需求，依托学校以农学为主体、多

学科协调协同发展的办学定位，化材院秉承“融合学校优势农科，服务地方新质行业”

的办学导向，旨在培养扎根地方、面向新质产业发展需求，兼具大农学交叉融合能

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 “双融合、四育人”的建设体系

基于上述办学定位，学院聚焦“学科交叉融合”与“地方产业融合”两大特色，系统

构建“教学育人”、“科创育人”、“竞赛育人”以及“服务育人”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体系

（如图 2所示）。

（1）教学育人

教学育人是立德树人的核心路径，学院始终坚守课堂教学主阵地。通过打造思

政教学团队与凝练示范课程，深度推动课程思政与教学融合，强化价值引领；依据

学科分类精选师资承担《基础化学实验》、《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大学

物理》等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并依托学科交叉融合教研模式，持续革新教学内容与

方法，夯实学生基础素养；紧扣学科特色与发展前沿，系统构建“基础课--核心课--

选修拓展课”梯次递进、有机衔接的专业课程群，着力强化专业特色与实践性，全面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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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化材院“教学 科创 竞赛 服务”四维联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2）科创育人

学院通过顶层设计学院科技创新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协同完善课题组学生管理

制度，系统规范“项目制”和“导师制”运行机制；重点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兴趣小组与创

新性实验室，深度推进本科生融入本院或大农学类课题组开展科研实践；同时开展

丰富多彩的科技创新活动，持续营造浓厚科创文化，着力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探

索精神与实践能力。

（3）竞赛育人

学院系统组织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积极组建参赛队伍参加全国/华南地区/省级大

学生化学化工学科竞赛、大学生金相技能竞赛等化学/材料类专业学科竞赛；踊跃参

加生命科学、节能减排等交叉融合学科竞赛；以及互联网+、挑战杯等高水平创新创

业竞赛。同步构建完善的竞赛支撑体系：通过组织院/校级比赛选拔夯实基础、培育

种子；持续强化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并不断加大竞赛培训硬件投入，为竞赛的全面

提升提供坚实保障。

（4）服务育人

学院紧密围绕服务育人宗旨，深度整合社会资源，协同产、学、研、政四方专

家论证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源头深化产教融合，确保教

育供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积极建立专任教师与行业技术骨干的深度联动机制，推

动课程内容与行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着力拓展校企合作，在湖南省新能源、



4

新材料、生物医药、日用化工等优势特色产业领域，与数家头部上市公司共建实习

实训基地；并广泛吸纳行业专业专家深度参与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全过程，构建紧密

联结产业前沿的实践培养闭环。

三、评价与成效

1. 教学育人成效

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显著。我院成功打造了王锦、桂清文、张纯等为代表的高水

平教学团队，王锦老师团队《有机化学》（公共基础课），桂清文老师团队的《有机

化学（理科）》（专业核心课）双双入选校级思政示范课程；张纯老师团队主持的《材

料科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教改项目获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立项，并积极探索思

政教育评价，产出高质量教改论文；王锦老师连续斩获 2023年、2024年学校思政教

学比赛一等奖，并荣获 2024第四届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三等奖，

2025年湖南省教学创新比赛新农科副高组一等奖且入围国赛；桂清文老师获学校教

学创新大赛思政组二等奖。

图 3 教师获省级教学比赛奖项

基础课程建设扎实，成果丰硕。李辉勇教授负责的《无机及分析化学》获评省

级一流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教材获评 2020年全国农业教育优秀教材奖；《基础

化学实验》课程针对疫情期间教学痛点实施规范化建设，录制高质量教学视频 35个

保障在线教学，惠及选课学生两万余人次，其核心教材立项为 2023年学校本科重点

教材；此外，两本《大学物理》教材入选 2023年全国农业教育优秀教材资助。

特色专业课程建设成效显著。构建了生物质能源材料、生物质环境检测材料、

天然功能性产物等特色课程群。《化工原理》（蒋红梅教授负责）作为天然功能性产

物课程群的核心课程，于 2024年强势入选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并成功牵头建设学校

首批虚拟教研室——《化工原理》虚拟教研室；依托生物质能源材料课程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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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材料》课程创新应用刘辉副教授团队开发的《生物质热解机理及洁净生产》虚拟

仿真实验，该仿真实验成果更于 2023年获得“化工类创新应用赛道化学工程仿真创

新”本科组全国一等奖，刘辉老师教学团队荣获湖南省数字化教学竞赛二等奖。

2. 科创育人成效

近五年，本科生进入创新实验室进行课外科研后，科研和创新素养得到提升。

本科生承担 10余项国家级、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项目；2020年参与发表论文 12

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 9篇；2021年参与发表论文 17篇，其中 SCI收录 16篇；2022

年参与发表论文 5篇，其中 SCI收录 4篇；2023年参与发表论文 6篇，其中 SCI收

录 6篇。

3. 竞赛育人成效

图 4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总

决赛二等奖

近三年来，学生在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化学化工虚拟仿真赛等学术

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 23 项，省级奖项 44 项；学生获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第十四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一等奖，第十五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获

互联网+创业大赛国家级金奖 1项。

4. 服务育人成效

学院构建“工业园区—行业协会—企业—学校”四方联动机制，全链条贯通“人

才培养方案制定→认识实习→课程共建→定岗实习”实践育人路径，精准培养应用

型与技术技能型人才。成效显著体现为：近两年成功拓展四大上市企业作为高质量

校外实习基地（如图 5）；基地企业人才输送成效喜人，数十名毕业生直接留企发展，

如 2024 届陈鑫宏、黄晓阳、李顺等入职湖南永杉锂业，陈金元、符光冲等入职中伟

新能源科技。更有多名高素质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企事业单位骨干力量——例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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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湘江关西深圳区技术总监）、李雁来（九鼎集团上海区经理）、李要会（九鼎

集团河北区域经理）、阳杰（湖南雪天盐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研发部部长）、凌

秀余（丽臣上海奥威公司品质技术主管）、李勇（湘江关西中层干部）、华伟（自主

创办湖南新雁科技有限公司）、付衍标（九鼎集团北京办事处采购部经理）、张汝权

（湖南大北农集团分厂经理），充分彰显了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高度契合。

图 5 近两年增加的上市企业实习实践基地

四、特色与经验

1.突出党建引领，严守为党育人目标

学院党委紧扣“六个结合”特色机制，系统推进党建工作。通过结合育人能力

培养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结合学生教育管理落实党委委员联系团支部制度引领团建，

结合就业创业教育融入奋斗精神培养，结合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结合

实践基地建设拓展产学研育人平台，结合学院中心工作聚力发展规划落实。在思政

工作中，构建全员育人格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全过程。扎实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组织赴怀化溆浦、辰溪等地

开展志愿服务，相关工作获《中国教育报》《湖南日报》报道，学院获评校级“求真”、

“求实”先进单位和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2.引培优秀师资，优化人才培养条件

近五年来，学院从国内外高校引进了 11名青年博士；引育并举，从资源配置、

成长体系、绩效激励等多方式打造高素质师资队伍，强化教师对学生的精准培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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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师获得省厅级人才称号（如表 1所示），8名教师获学校优秀教师，3名同志获

学校优秀教育工作者，蒋红梅老师获学校教学卓越奖，多名教师获得竞赛优秀指导

教师。

表 1 化材院省厅级人才称号获得者列表

序号 姓名 人才称号

1 周智 农业农村部神农青年英才

2 周南 湖湘青年英才

3 吴雄伟 湖南省杰出青年

4 苏招红 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5 刘辉 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6 李位 湖湘青年英才；青年芙蓉学者

7 曾宪祥 湖南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湖湘青年英才

3. 坚持四维联动，突出应用能力培养

学院系统构建并深入实施“教学-科创-竞赛-服务”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以

教学育人为根基，夯实学生基础素养与专业特色；以科创育人为引擎，激发创新思

维与实践能力；以竞赛育人为平台，锤炼专业技能与团队协作；以服务育人为导向，

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并深化产教融合，形成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协同赋能机制。

4. 狠抓学产融合，精准对接区域发展

学院办学紧密围绕“学科交叉融合”与“地方产业融合”双核驱动。一方面深

度融合学校优势农学资源，打造特色课程群（如生物质能源材料、天然功能性产物

等），强化交叉复合能力；另一方面精准对接湖南省“4*4”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

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日用化工等优势特色领域，深化校企合作共建实践

基地，协同制定培养方案与课程内容，确保人才培养精准契合区域新质行业发展需

求。

五、下一步改革举措

1. 课程改革与创新

定期审查和更新课程内容，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发展趋势和学术研究前沿保持

同步；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以提高学生的

主动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开发跨学科课程，促进不同学科间的知识和技能融合，

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知识视野。

2. 科技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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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为学生提供更多参与科研项目的机会，增强其科研实践能

力；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通过参与创新创业项目，提高其成果转

化能力。

3. 竞赛驱动的学习

建立和完善学科竞赛体系，将竞赛内容融入课程教学，使学生在课堂上就能接

触到竞赛级别的挑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定期举办竞赛成果展示活

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同时吸引更多学生参与竞赛。

4. 服务社会与产业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更多的课程和实习项目，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

产业需求，提高就业竞争力；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如社区服务、环境保护

等，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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