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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标准 

(一) 培养目标 

围绕中原经济区和河南省“双一流”学科建设，结合我校“世界知名、

全国著名、区域引领、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发展目标及地方师范类大学

特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高级专门人才。系统掌握物理学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了解

本学科国际、国内前沿研究课题的发展动态，掌握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的基

本方法和技能，具有独立、创造性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能够在研究

工作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具备从事高等学校本科、研究生教学工作的能力，

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 学位标准 

1.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在满足学校博士学位答辩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人在读博士期间必须以

第一作者（或除导师外第一作者）发表物理ESI二区文章一篇，并达到如下

要求之一者，方可申请答辩：  

A、1 篇SCI--1区文章及以上；  

B、2 篇SCI--2区文章及以上；  

C、3 篇SCI源期刊文章（其中1篇SCI期刊影响因子达到2区以上）； 

D、SCI影响因子累加达5.0及以上；  

E、国外SCI/EI源期刊文章4篇及以上（至少2篇SCI源期刊文章）；  

F、SCI/EI源期刊文章5篇及以上（至少2篇SCI源期刊文章）。 

注1: 论文第一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且通讯作者单位为

“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注2：1项国家发明专利相当1篇国外SCI源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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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论文影响因子、分区（物理大类或物理小类分区）情况参照论文

发表日期上一年度或者当年度的排序情况（分类来源于中国科学院 “期刊

印证报告”（JCR），本着就高原则处理）。所有论文要求均为SCI源期刊论

文，不计收录检索论文或会议论文。 

注4: 特殊学科按作者字母顺序排名的，需提供详实的证明材料（如通

讯作者或全体作者书面证明），以证明答辩申请人对该论文的实际贡献及其

所占权重。 

注 5: 特殊情况者，由导师提出书面申请，经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

通过，可申请答辩。 

2.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在满足学校硕士学位答辩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人在攻读硕士期间第一

作者或以除导师外第一作者至少在SCI、E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作者署名第

一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英文为“College of Physic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一篇(如果只有文章接收函，须导师签字确认)，方可申

请答辩。 

注1：1项国家发明专利相当1篇SCI、EI论文(申请人为第一发明人或除

导师外第一发明人)。 

注2: 特殊情况者，由导师提出书面申请，经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

通过，方可申请答辩。 

二、基本条件 

(一) 培养方向 

学科坚持“高水平、有特色、区域示范”的建设理念，既注重前沿物理

基础理论创新，又关注国家及区域发展重大需求，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卓

越教师和优秀创新人才。学位点共有 4 个研究方向，分别是理论物理、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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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核反应实验、凝聚态物理、原子分子物理与光学，具体如下： 

理论物理是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一级学科中的优势学科，1978 年开始

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1986 年获得硕士授予权，2006年获理论物理博士

学位授权点。1988 年以来已连续六届被评为河南省重点学科(重点资助)。

该学科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是国内最早从事动力学电弱对称性破缺研

究的研究组，也是最早加入北京电子谱仪国际合作组的地方院校，参与撰写

BESIII 发展规划黄皮书。经过长年的发展，该学科已形成新物理现象学、

重味物理现象学和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研究三个稳定的研究方向。目前在编

人员 13 人，其中教授 2 人（含省、校特聘教授 1 人），博士 13 人，2 人有

出国留学经历。在学科成员中，曹俊杰为河南省特聘教授，首届国家优秀青

年基金获得者，获评为“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高能物理与核反应实验是在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二级学科下凝练的

研究方向，紧密围绕国际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大科学装置，开展其上的实验和

相关理论研究。本学科已先后加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谱仪（BESIII）、B

介子工厂（Belle）、超级 B 工厂（Belle-II）和基于 HIRFL-RIBLL 放射性核

束实验等国际合作组等，发展成为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实验研究组。 目前在编人员 20人，均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3人(省特

聘教授 1 人)，4 人有较长时间的海外合作交流经历。学科成员中，常钦教

授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全国优秀

教师、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

队带头人、全国高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 

凝聚态物理学是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大学科，从

1992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1996 年成为第六批硕士授予权学科，2001 年

已开始联合招收博士研究生。2008 年成为河南省重点学科。凝聚态物理学

方向在表面界面物理与计算材料设计，功能材料的电、磁、光学特性，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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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及动力锂电池关键材料性能调控及其物理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目前

在编人员 34人，其中教授 6，博士 31人，6人有较长时间的海外博士、博

士后或合作交流经历。学科成员中，杨宗献为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省物理

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路战胜教授和安义鹏副教授入选中原

青年拔尖人才。 

原子分子物理与光学方向主要在新型光电转换材料的超快光谱、原子

分子体系精密光谱及动力学理论与计算、发射率精密测量、量子光学和量子

信息等方面开展研究，并进行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的研发。目前在编人员 33

人，其中教授 5 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该方向利用自主研发的飞秒时间分

辨瞬态吸收光谱系统开展新型光电转换材料的超快载流子转移和复合过程

研究，有多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均

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在简单原子分子体系精密光谱和氢分子的非波恩-奥

本海默近似下纯振动态研究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Physical Review A 等国际权威期刊。 

(二) 师资队伍 

围绕发展目标，坚持高端引领、统筹推进，学位点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

程，领军人才引培计划，青年教师尹培计划等人才引进和培养方式，取得显

著成效：(1)高层次人才取得突破。曹俊杰教授入选科技部中青年领军人才，

常钦教授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并授获河南省杰青，强化了科学领军人才对

学位点发展的引领作用。(2)师资队伍结构持续优化。2022 年学位点引进博

士 11人，其中高层次人才“平原学者”1 人、“A 类博士”2 人，有力支撑

起学位点的科研发展和人才培养活动。学位点的专任教师和导师队伍具体

情况如下： 

1.专任教师情况 

学位点担任核心课程教学的专任教师共计 100人，其中 56-60岁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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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5 岁 10人，36-45 岁 53人 ，35岁以下 34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

学位者 97 人，硕士学位 3 人；教授 16 人，副教授 30 人，讲师 54 人。教

师年龄结构合理，且多数专任教师毕业于国内 985 高校、211 高校或者中科

院科研院所。专任教师获博士学位占比 97%，获得外单位硕士及以上学位的

专任教师占比 72%。 

2.导师队伍情况  

学位点导师共计 61 人，其中 56-60 岁 3 人，46-55 岁 9 人，36-45 岁

34 人，35 岁以下 15 人；导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59 人；教授 16 人，副教

授 25人，讲师 20人。学位点拥有高质量的导师队伍：国家优青、全国优秀

教师、省特聘教授及省部级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22 人，有国外研究学习经

历 19人。带头人曹俊杰教授为首届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连续六

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入选“万人计划”。国家级人才 4 人，

省部级人才 10 人，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团队 5 个，在重要学术组织担任重要

职务 13 人 

专任教师数量和结构具体如下： 

表 1 专任教师年龄、学历、职称情况一览表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

位非本

单位授

予的人

数 

兼职博

导人数 

25 岁

及以

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6 0 0 6 10 0 15 1 13 16 11 3 

副高级 30 0 6 21 3 0 28 2 4 24 22 0 

中级 54 0 27 27 0 0 54 0 0 21 39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00 0 33 54 13 0 97 3 17 61 72 3 

(三) 科学研究 

1.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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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 2022 年共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21 项，总经费 566 万元，

其中国家级项目 13项，包括“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 项；省部级

项目 8 项，包括“河南省优秀青年”1 项。承担国家级科研平台 2 个(动力

电源及关键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大学生科级创新实验基

地)，省部级科研平台 5 个(河南省光伏材料重点实验室、光电子及先进制

造河南省工程实验室、量子芯片与精密测量技术河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培

育基地、河南省红外材料光谱测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纳米功能材料及应用

河南省系统创新中心)。 

表 2  年度新获批科研项目一览表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号 负责人 
批准经费

(万元) 
项目分类 

1 新 型 层 状 氧 化 物

Bi6Cu2Se4O6 的 n 型热电性

能调控研究 

12204156 王东洋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 二维 PtSe2 内无序结构对其电

子结构和输运性质的影响研

究 

62201202 马亚强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 新型 MA2Z4 型二维材料的电

子输运与超导性质研究 

12274117 安义鹏 
5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4 M-N-C 仿卟啉和酞菁纳米酶

单、双原子催化剂的多维调控

及其协同催化性能研究 

12274118 路战胜 
5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重味强子衰变及相关理论方

法研究 

12275067 常钦 
5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6 B 介子两体非轻弱衰变的唯

象学研究 

12275068 孙俊峰 
5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7 基于金刚石的中间带光电材

料 C1-x-y-zSixGeyVz 的第一

性原理研究 

12105080 董晓 
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8 基于贝叶斯机器学习对关键

锕系核裂变产额-能量关系的

评价研究 

62275074 乔春源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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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号 负责人 
批准经费

(万元) 
项目分类 

9 BESIII 实验上自旋 3/2 纠缠态

重子对的极化研究 

12247126 宋娇娇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专项 

10 超冷里德堡原子体系中弱光

孤子分子动力学研究 

12247146 秦璐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专项 

11 二维 A'AnBnX3n+1 结构理论

设计与光电性能调控 

12247166 张随财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专项 
12 光学腔内介质非线性可视化

的研究 

12247171 贾鹏博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专项 
13 “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 

纵
20220001 

曹俊杰 
80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万人计划 
14 新型光电转换材料的超快光

谱学 

22230042
0057 

秦朝朝 
25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河南省优青青年科

学基金 
15 B 介子非轻弱衰变的唯象研

究 

22230042
0479 孙俊峰 10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河南省面上科学基

金 
16 二维钙钛矿材料调控及光伏

电池性能研究 
22230042

0211 

张随财 
5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河南省青年科学基

金 
17 双过渡金属 MXene 磁性材料

掺杂改性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22230042
0214 

孙倩 
5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河南省青年科学基

金 
18 高效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22210224
0011 

刘志勇 
10 

省级一般项目-河南

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19 光晶格中超冷量子气体的磁

光调控研究 

23A1400
01 

赵兴东 
3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

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

项目 
20 PT 对称菱形光子微结构中高

阶奇异点及其动力学特性研

究 

23A1400
03 

夏世强 
3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

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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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号 负责人 
批准经费

(万元) 
项目分类 

21 重味矢量介子遍举衰变唯象

研究 

23A1400
12 

王晓琳 
3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

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

项目 

2.科研成果 

本年度学位点共发表 SCI、EI 学术论文 103 篇，其中物理类顶级期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 

表 3  年度部分科研成果一览表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

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及卷

（期）数 

期刊收录

情况 

1 

Study of Buds → 
K0*(1430)P and  

K0*(1430)V decays 
within QCD 
factorization 

陈丽丽 第一作者 Physical 
Review D 

2022,105
（1）：
016002 

SCI 

2 

Determination of 
neutron-skin thickness 
using configurational 
information entropy 

马春旺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

s 

2022,33(1
)6 SCI 

3 

A type-II PtS2/MoTe2 
van der Waals 

heterostructure with 
adjustable electronic 
and optical properties 

尹少骞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Results in 
Physics 

2022.33.1
05172 SCI 

4 

Near-infrared ITO-
based photonic 

hypercrystals with large 
angle-insensitive 

bandgaps 

沈克胜 第一作者 Optics 
Letters 

2022, 
47(4): 

917-920 
SCI 

5 

Impact of recent (g-2)μ 
measurement on the 
light CP-even Higgs 
scenario in general 
Next-to-Minimal 
Supersymmetric 
Standard Model 

曹俊杰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2022,203(
03):1-46 SCI 

6 

Feasibility study of Ds+ 
→ τ+ ντ decay and test 

of lepton flavor 
universality with 

leptonic Ds+ decays at 
STCF 

李惠静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 

2022 年，

82 卷

（4）：
310 

SCI 



9 
 

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

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及卷

（期）数 

期刊收录

情况 

7 

Photoionization of the 
formyl radical using the 

B-spline R-matrix 
method 

王克栋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Physical 
Review A 

2022,105(
4):042811 SCI 

8 

NdAlSi: A magnetic 
Weyl semimetal 

candidate with rich 
magnetic phases and 

atypical transport 
properties 

王金凤 第一作者 Physical 
Review B 

2022,105(
14):14443

5 
SCI 

9 

Single vectorlike top 
quark production in the 

tZ channel at high 
energy pp colliders 

杨炳方 第一作者 Physical 
Review D 

2022,105, 
096010 SCI 

10 

Search for new 
hadronic decays of h(c) 

and observation of 
h(c)→ p(p) over-bar eta 

姬清平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2022 
05(2022)1

08 
SCI 

11 

Form factors of P → T 
transition within the 

light-front quark 
models 

陈丽丽 第一作者 
European 
physical 
hournal c 

2022,82
（5）:451 SCI 

12 

Observation of Hole 
Transfer in MoS2/WS2 

Van der Waals 
Heterostructures 

焦照勇 通讯作者 ACS 
Photonics 

2022, 
9(5): 

1709-1716 
SCI 

13 

Kinetics of Hawking-
Page phase transition 

with the non-Markovian 
effects 

李然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2022,(05): 
128 SCI 

14 
Feasi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Ds* -> phi pi 

杨悦玲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 

2022, 
82(6): 555 SCI 

15 

Observation of J/psi 
Electromagnetic Dalitz 

Decays to X(1835), 
X(2120), and X(2370) 

李惠静 通讯作者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22
年,129
（2）：
022002-1 

至
022002-8

页 

SCI 

16 

Self-hybridized exciton-
polaritons in 

perovskite-based 
subwavelength photonic 

crystals 

李丽霞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New 
Journal of 
Physics 

2022，24
（8）：
083042 

SCI 

17 

Ultrafast dynamics of 
dual fluorescence of 2-

(2′-hydroxyphenyl) 
benzothiazole and its 

杨勇刚 第一作者 
Journal of 

lumine 
scence 

2022, 248, 
118922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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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

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及卷

（期）数 

期刊收录

情况 

derivatives by 
femtosecond transient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18 

The mass-degenerate 
SM-like Higgs and 

anomaly of (g ? 2)μ in 
μ-term extended 

NMSSM 

尚亮亮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2022,147(
8):1-33 SCI 

19 

Hayden-Preskill 
protocol and decoding 
Hawking radiation at 

finite temperature 

李然 第一作者 Physical 
Review D 

2022, 106: 
046011 SCI 

20 
Isospin blocking and its 

effects in heavy-ion 
collisions 

郭亚飞 第一作者 Physical 
Review C 

2022, 
106(L021
601):1-4 

SCI 

21 

Electronic and catalytic 
properties of Ti single 
atoms@SnO2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sensing 
mechanism for CO 

路战胜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22，
594：

153500 
SCI 

22 

Feasibility of searching 
for the Cabibbo-favored 
D* -> K pi+, K* pi+, K 

rho+ decays 
杨悦玲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Physical 
Review D 

2022, 106: 
036029 SCI 

23 

Impact of LHC probes 
of SUSY and recent 

measurement of (g-2)μ 
on Z3-NMSSM 

曹俊杰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
y 

2022,65(9
):1-13 SCI 

24 

Electronic Transport 
Properties and 

Nanodevice Designs for 
Monolayer MoSi2P4 

安义鹏 通讯作者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2022,18:0
34033 SCI 

25 

Mechanism of Efficient 
Adsorption of Na 

Atoms on Electron-
Deficient Doped MoS2 
for Battery Electrodes 

杨宗献 通讯作者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2022,18,0
34061 SCI 

26 

Low amplified 
spontaneous emission 

threshold from 2-
thiophenemethylammon

ium quasi-2D 
perovskites via phase 

engineering 

周忠坡 通讯作者 Optics 
Expres 

2022, 
30(20): 
36541-
36551 

SCI 

27 
Interpreting the W-mass 
anomaly in vectorlike 

quark models 
曹俊杰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Physical 
Review D 

2022,106(
5):1-18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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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

名 
作者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及卷

（期）数 

期刊收录

情况 

28 

Non-frozen process of 
heavy-ion fusion 

reactions at deep sub-
barrier energies 

程凯旋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

s 

2022,33:1
32 SCI 

29 

Imprint of primordial 
gravitational wave with 

extremely low 
frequency on 

gravitational lens 
system 

刘文帅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Monthly 
notices of 

the 
astronomi
cal society 

2022, 
517(2):27
69-2773 

SCI 

30 

Observation of the 
hindered 

electromagnetic Dalitz 
decay psi(3686)->e+ e- 

eta_c 

李惠静 第一作者 Physical 
Review D 

2022, 106: 
112002 SCI 

3.成果奖励 

曹俊杰教授主持的“超出标准模型的希格斯物理研究”获得河南省自然

科学二等奖；马春旺教授主持的“香农信息熵在重离子核反应中的应用及余

核信息熵不确定度标度规律”获得河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路战胜教授主持

的“单原子基新型燃料电池电极材料的模拟与设计项目”获得河南省博士后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河南赛区优秀创新项目”，并入围第一届全国博

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执委会总决赛；李惠静和宋娇娇老师的成果获得“中国物

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第十二届晨光杯青年优秀论文”。 

4.整体水平和国际合作 

第四轮学科评估获 B 档评价，居河南省高校首位及全国地方师范院校

第二位。物理学科入选河南省“双一流”创建学科，有力支撑学院各个实验

室的建设工作。作为地方院校，物理学科的理论物理研究组加入北京电子谱

仪国际合作组，成为最早加入该组织的地方院校，参与制定 BESSII 发展规

划黄皮书，有力的拓宽了学科与外单位的交流合作水平。 

(四) 教学科研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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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仪器设备及实验室情况 

表 4 仪器设备及实验视情况一览表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4199.51 

代表性仪器设备名称（限填 5 项） 

高性能计算集群系统、完全无液氦综合物性测量系

统（PPMS）、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脉冲激光

沉积薄膜系统、X 射线薄膜衍射仪 

实验室总面积（M2） 2500 

2. 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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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职称作用一览表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 字内） 

动力电源及关键材

料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河南) 

 国家级 

支持成员在职攻读博士后 1 人，在职攻读博

士学位 4 人。新增省评副教授 3 人。培养河

南省科技创新杰出青年 1 人、河南省高校科

技创新人才 1 人。培养“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专业”本科生 250 余名；指导“大学生创新

计划”项目，培养本科生实验创新能力，每

年近 20 名本科生在实验室学习和实验。协

同企业，每年接收本科生见习、实习等 100

余人。同时，“中心”分期分批择优派遣 40

岁以下青年人员到相关企业驻点实践锻炼

28 人次，同时为企业培训培养行业急需的高

质量工程技术人员 180 余名。联合培养硕士

研究生 4 人 

国家级大学生科技

创新实验基地 
国家级 

依托平台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参加各

级各类专业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3 项；引

导大学生学研融合，授权发明专利 4 项，发

表研究论文 5 篇。 

河南省光伏材料重

点实验室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依托该平台在 2022 年发表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ACS Nano 等高水平论

文 17 篇，其中一区论文 4 篇，二区论文 13

篇；专利授权 3 项；国家基金增加 3 项，其

中面上项目 2 项，应急管理项目 1 项；博士

生研究生增加了 3 个，培养本科生毕业设计

150 人。 

光电子及先进制造

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省部级 

依托该平台在 2022 年发表等高水平论文 7

篇，承担国家级项目 1 项，获批授权发明专

利 2 项，培养硕士生 2 名。 

量子芯片与精密探

测技术河南省高校

（省级）重点实验

室培育基地 

 省部级 

依托该平台在 Laser&Photonics Review, 

Photonics Research , Physical Review A

等高水平论文 10 余篇，新增获批国家基金

2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厅级项目 2 项，培

养硕士研究生 2 名。 

(五) 奖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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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调动研究生学习积极性，学位点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生奖助

体系，如下表所述。 

表 6 研究生奖助体系一览表 

奖学金体系 助学金体系 

国家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学业奖学金 易思教育奖学金 

卢锦梭奖学金 科研成果奖励 

岗位助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 

学院和学科奖学金 导师科研补贴 

表 7 研究生年度获奖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

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18 8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400 455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2 317.1 455 

张俊锋励志奖

学金 

奖学金 2022 0.2 1 

卢锦梭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0.2 1 

三、人才培养 

(一) 招生选拔 

2022 年招生学术型学历硕士 86 人，博士 10 人，从招生情况看，报考

人数和招生人数均呈现递增态势。另，近年的生源有逐步由省内其他高校向

本校应届生转移趋势，生源质量在逐步提高。同时，学院开展优秀生源计划、

直博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生源质量。 

(二) 思政教育 

1.强化思想引领，夯实基层战斗堡垒。以支部为核心，逐步实现“支部

+研究所”基层架构；扎实推进“一核两翼三融合”和“七抓七重”党建工

作方法，吸纳精英人才入党；培育创建并申报河南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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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基层党组织统战工作示范单位。 

2.深化党建创新，筑牢思政育人合力。全面实施“三优化三提升”，探

索“党建+公寓”育人模式，选聘科研骨干担任宿舍导师，凝聚育人合力。

全职引进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杨亚东教授来校工作；完成与中科院半

导体所“黄昆英才班”合作协议签订。 

3.聚焦融合发展，抓稳事业发展方向。加强党建融合，做好顶层设计，

主动破解发展难题；组建科研创新团队，重视人才战略，推动事业高质量发

展。持续加强“双一流”学科创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2 项。 

 (三) 课程教学 

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情况如下： 

表 8 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类

型 

学

分 

授

课

教

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授

课

语

言 

面向

学生

层次 

1 

高

等

量

子

力

学 

必

修

课 

4 

徐

国

亮 

《高等量子力学》是物理专业研究生必修

重要课程之一。量子力学反映了微观粒子

的运动规律，它不仅是近代物理的重要支

柱之一，而且在核物理、固体物理、表面

物理、激光、生物学、化学等许多近代科

学和技术的分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汉

语 
硕士 

2 
群

论 

必

修

课 

3 

王

广

涛 

群论是现代教学中概括性最强，对教学的

各个领域影响最大的分支之一。由于它在

物理学中特别是对称性起重要作用的领

域，如基本粒子、原子核物理、原子分子

物理、凝聚态物理、天体物理等方面都有

着广泛的应用，所以它已成为从事物理科

研的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汉

语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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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类

型 

学

分 

授

课

教

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授

课

语

言 

面向

学生

层次 

3 

核

物

理

基

础 

必

修

课 

4 

王

玉

廷 

《核物理基础》是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

必修重要课程之一。它是原子核物理的基

本理论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研究

生充分掌握原子核物理的基础知识,包括

原子核的性质，它的内部结构、内部运动、

内部激发状态、衰变过程、裂变过程以及

它们之间的反应过程的学科。 

汉

语 
硕士 

4 

量

子

场

论 

必

修

课 

4 
常

钦 

本专业基础课程是使学生学习和掌握场

的正则量子化方法，量子场论的微扰途径

和费曼图技术。进而提高利用量子场论的

理论体系和计算方法去解决物理实际问

题的能力。 

汉

语 
硕士 

5 

李

群

李

代

数 

必

修

课 

3 

曹

俊

杰 

《李群李代数》是理论物理专业和粒子物

理和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必修的重要课程

之一，它是现代量子场论的基础，对理解

和构建物理模型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

语 
硕士 

6 

规

范

理

论 

选

修

课 

3 

王

晓

川 

《规范理论》是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的一

门重要选修课。规范理论描述一类特殊的

量子场论系统，它在对自然界最基本相互

作用的研究以及各种应用物理的研究（如

许多凝聚态系统）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 

汉

语 
硕士 

7 

原

子

结

构

与

原

必

修

课 

3 

王

黎

明 

原子结构与原子光谱学作为一门学科。虽

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仍在不断发展中，

作为物质结构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它在物

理学、化学的许多分支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原子能

汉

语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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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类

型 

学

分 

授

课

教

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授

课

语

言 

面向

学生

层次 

子

光

谱

理

论 

级的能量及波到校收入计算方法，掌握原

子的精细结构、超精细结构、塞曼效应等

内容，学会利用量子跃迁理论计算原子的

跃迁几率包括光电离问题。 

8 

分

子

结

构

与

分

子

光

谱 

必

修

课 

3 

翟

红

生 

分子结构与分子光谱是原子与分子物理

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通过该课程的

教学，使研究生既掌握分子结构的基础理

论和知识，同时掌握分子光谱的理论和方

法，并掌握如何通过分子光谱获取分子结

构信息的方法，为进一步开展原子分子学

科和领域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汉

语 
硕士 

9 

固

体

理

论 

必

修

课 

4 

危

书

义 

固体理论是凝聚态各专业的基础课，是固

体物理学的后续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掌握固体量子理论的各种基

本模型，近似处理方法和各类元激发的物

理图象，为进一步学习本专业的各专业课

程和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汉

语 
硕士 

10 

凝

聚

态

物

理

中

的

实

验

必

修

课 

3 

张

克

磊 

凝聚态物理是 21 世纪科学研究领域最活

跃的分支之一。通过凝聚态物理中的实验

方法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材料科学研

究的基本方法，学会几种实验分析、测试

技术，为今后独立开展科学研究打下基

础。 

汉

语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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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类

型 

学

分 

授

课

教

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授

课

语

言 

面向

学生

层次 

方

法 

11 

高

等

激

光

物

理 

必

修

课 

4 
郑

耘 

激光是物质发光的一种形式，物质发光属

于物质内部的微观过程。1.了解辐射的基

本概念和性质；2.会利用经典的、半经典

的和量子的理论，研究激光过程；3.掌握

激光器的一般原理、光学谐振腔以及激光

的基本性质；4.熟悉在激光与物质相互作

用时出现的瞬态相干光学现象和非线性

光学效应。 

汉

语 
硕士 

12 

场

论

专

题

选

讲 

选

修

课 

2 
常

钦 

《场论专题选讲》是理论物理专业的一门

重要课程。它密切结合本学科研究生所从

事的具体研究，对理论物理中的一些重要

前沿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介绍。 

汉

语 
硕士 

13 

对

撞

机

物

理 

选

修

课 

2 

尚

亮

亮 

《对撞机物理》是从事高能物理唯象学研

究者所必须了解的一门课程，它是将场论

的相关知识应用于具体的高能物理过程，

同时结合粒子物理实验，来研究这些过程

在高能对撞机上的现象。 

汉

语 
硕士 

14 

核

技

术

应

用 

选

修

课 

3 

马

春

旺 

《核技术应用》是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

的选修课程之一,是原子核物理专业的提

高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研究生充

分掌握当核技术应用设计的技术基础和

相关学科知识,包括核能应用、核辐射与防

护、核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基础等方面的

汉

语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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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类

型 

学

分 

授

课

教

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授

课

语

言 

面向

学生

层次 

内容。 

15 

现

代

光

学

设

计 

选

修

课 

3 

李

丽

霞 

介绍光学设计的基础知识和像差理论，然

后以国外的光学设计软件 Zemax 作为基

础，详细介绍采用 Zemax 设计新型光学

系统的方法。光学设计是光学工程专业最

重要的一门课之一，要求学生能够利用光

学设计软件来设计一些简单的光学系统，

课程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并讲授典型光

学系统例子和演示操作。 

汉

语 
硕士 

16 

平

板

显

示

技

术 

选

修

课 

3 

李

小

芳 

平板显示技术的相关科研和工业生产是

现代国民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

到日常生活，国防科技等方方面面。掌握

相关知识对该专业学生有着切入实际，接

触前沿等重要意义。 

汉

语 
硕士 

17 

物

理

学

习

心

理

学 

选

修

课 

2 

靳

来

鹏 

(1)物理实验教学理论、物理实验方法。(2)

中学物理实验技能训练。(3)中学物理实验

设计与研究。(4)物理实验教学评价。 

汉

语 
硕士 

18 

物

理

学

发

展

史 

选

修

课 

2 

杜

爱

慧 

教学中着重阐述物理学基本概念、定律和

理论的发展, 物理学世界图景和物理学研

究方法的演变, 物理学历次重大突破的实

现过程、历史动因和重大意义；重点介绍

重要物理学家的科学创造过程，分析他们

的科学思想、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 给学

汉

语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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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类

型 

学

分 

授

课

教

师 

课程简介 

（限 100 字） 

授

课

语

言 

面向

学生

层次 

生以科学创造的启迪。 

19 

物

理

课

程

与

教

材

分

析 

必

修

课 

2 

陈

运

保 

课程设计的基本理论；关于课程的设计、

实施、评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当前研究

的热点问题及研究方法。我国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的基本思想；我国新课程改革中物

理课程的特点与设计思想。教材编写、教

材分析、教材使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思

想；我国新课程改革中物理教材的编写特

点。 

汉

语 
硕士 

20 

红

外

材

料

与

器

件

物

理 

选

修

课 

2 

赵

志

军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1.红外光学材料基础、

2.红外光学材料的光学性质 3. 红外光学

材料的力学与热学性质 4. 红外光学材料

的制备方法和工艺 5.光开关 6.光电调制

器 7. 红外光电探测器及应用 8. 光电耦

合器件及应用电路 9. 光电断路器、光电

开关及应用 

汉

语 
硕士 

(四)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选聘：在学校相关文件基础之上，基于本学科的特点和发展需

求，本学位点对相应的导师资格遴选和招生资格审核文件按照学科特点和

发展趋势进行补充，在学术成果、科研项目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具体如下： 

1. 物理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遴选基本条件补充

条例(2021 年 12 月) 

根据《河南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遴选与招

生资格审核实施办法》（校研〔2021〕17 号）及学院各学科、专业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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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及现有导师情况，申请学术型硕导任职资格的申请人在满足学校条例

的情况下，工作业绩尚需满足： 

1.近 3 年，申请人主持有在研的省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横向项目，

具体要求如下：主持有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不少于 5万元），或主持有省

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经费不少于 3万元），或主持有在研的横向项目，到

账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 

2.近 3 年，申请人公开发表过本专业学术论文或出版有学术专著，具

体要求如下：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 篇，

或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SCI 二区及以上)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 1 篇。 

2. 物理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实施办法补充

条例(2021 年 12 月) 

根据《河南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遴选与招

生资格审核实施办法》（校研〔2021〕17 号）及学院各学科、专业的研究生

规模及现有导师情况，申请学术型硕导任职资格的申请人在满足学校条例

的情况下，工作业绩尚需满足： 

（1）近 2 年，主持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经费不少于 5 万元），或

主持在研省厅级科研项目（经费不少于 3 万元），或主持有在研的横向项目

（到账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 

（2）近 3 年，申请人取得的科研成果须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中的 1 条： 

①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EI 源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不少

于 3 篇。（其中，物理学专业导师，ESI 物理类论文不少于 1 篇；特殊情况

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决定） 

②获得过教育厅一等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限

前 3 名、二等奖限前 2 名；教育厅科研成果一等奖限第一名）；或者省部级



22 
 

教学成果二等及以上奖励（限前 3名）。 

③以第一发明人获得过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家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2项。 

3. 物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资格审核实施办法 

按照学校文件“《河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修订）》

（师大研〔2019〕6号）”执行。 

4. 物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实施办法(2020 年 6 月) 

为加强物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博士生导师”）队

伍建设，提高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培养质量，结合学院物理

学专业实际，特制订本办法。博士生导师招生在满足学校条例的情况下，在

科研方面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项目及成果的截止时间为申请年度的 8 月

31 日）： 

1.主持有在研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不含国家各类小额资助项目）或省部

级重大项目或到账经费不少于 80万元的横向项目（含当年已下达的项目）。

首次申请招生者须主持有在研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2.侧重基础研究者近三年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E）

源期刊正式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不少于 3篇;侧重应用研究者近三年曾获得

本学科领域国家级或省部级二等以上科研成果奖励（国家级一等奖限前 15

名、二等奖限前 10名，省部级一等奖限前 3 名、二等奖限主持人），或 3 项

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 

3．侧重基础研究者科研项目经费账面余额所带博士（含拟招收的博士

生）生均不少于 10万元；侧重应用研究者科研项目经费账面余额所带博士

（含拟招收的博士生）生均不少于 20万元。 

兼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进行博士招生，需达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1.我校人事处对兼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 

2.近三年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一区发表本专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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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不少于 1 篇，或在 SCI二区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 

3.主持有在研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本人或科研团队在我校财务账户下

有一定的科研经费，能够按学校规定数额资助非定向博士研究生。 

为我院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兼职博士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科研成

果要求由学院决定。 

(五) 学术训练 

1.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情况 

学位点鼓励教、研结合，并鼓励学生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或世界科技前

沿的研究课题，让学生在科研的创新实践中，激发求知欲望和创造冲动，独

立自主地运用已有知识去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观点、新途径，取得

创新的成果。学位点制定了各种科研管理制度，包括科研实验记录或野外调

查情况记录和实验结果定期汇报制度等，以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研精神和

优良的科研作风。 

在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方面，学校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用于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培育，优秀学位论文奖励，研究生科研成果奖励，研究生科技创新

项目资助等，为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鼓励在校博士生和

部分硕士生申请各种科研项目，学校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课题研究在

经费上给予专项资助（见《河南师范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实

施办法（试行）》）。选择标准为遵循“好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

从第二次获得一等奖学金的博士生中选拔，培育对象名额不超过同级博士

生人数的 10%。每位培育对象学校资助科研经费 4 万元（人文社会科学为

2 万元），同时享受博士生特等奖学金。 

2.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取得的成效 

培育成果：所毕业硕士生 80%以上在国际 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以上，博士生毕业时均能发表国际 SCI 期刊文章 4 篇以上，部分博士生在

http://www.henannu.edu.cn/s/55/t/318/87/65/info34661.htm
http://www.henannu.edu.cn/s/55/t/318/87/65/info34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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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1 区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科研成果突出。 

表 9 年度学位点优秀学位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位论文名称 论文作者 指导教师 
获奖级

别 

博士/

硕士 
时间 

1 SiS, CsPbXnY3-n (X, Y=Cl, Br, I) 和
Sr3Ti2S7 材料光电性质的计算研究  刘雪莹 夏从新 校级 硕士 2022.7 

2 北京谱仪上首次观测到 psi(3770)→ eta 
J/\psi  何晶晶 焦照勇 校级 硕士 2022.7 

3 低能超对称模型中 sneutrino 暗物质的唯
象学研究  刘婉璐 焦照勇 校级 硕士 2022.7 

4 
标准和协变光前夸克模型下(P,V ) →V 跃

迁形状因子的研究 
王贺岩 安义鹏 校级 硕士 2022.7 

(六) 学术交流 

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学校和学位点分别制定了

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访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办法》和《学院研究生参

加学术会议报销办法》。2022 年以来，学位点研究生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如下表： 

表 10 年度研究生学术交流情况一览表 

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学生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
间 报告地点 

1 2022 申悦名 硕士生 

BESIII 
Workshop 
in Autum 
of 2022 

Search for 
chi_cJ to 
Lambda anti-
Lambda phi 

2020.9 线上 

2 2022 刘倩文 硕士研究
生 

“未教赛”
训练营专
题讲座 

《新课标背
景下的教师
教学行为改

进》 

2022.12
.21 线上 

3 2022 胡海洋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利用布洛赫
震荡对二维
力高精度量

子测量 

2022.12
.9 线上 

4 2022 胡海洋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超分辩光学
显微与定量
相位显微技

术 

2022.12
.9 线上 

5 2022 樊晓筝 硕师研究
生 

第十一届
全国高等
学校物理
实验教学
研讨会 

《全国大学
生物理实验
竞赛之讲课
比赛回顾与

思考》 

2022.8.
11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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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学生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
间 报告地点 

6 2022 辛乘硕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Floquet 
Engineering 
in Optical 

Lattice 
Clock 

2022.12
.8 线上 

7 2022 辛乘硕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非平衡量子
热机热力学
行为的理论

研究 

2022.11
.17 线上 

8 2022 闫文鹏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重味重子物
理研究的机

遇 

2022.4.
27 线上 

9 2022 闫文鹏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Heavy-
Flavor-

Conserving 
Hadronic 

Weak 

2022.5.
19 线上 

10 2022 闫文鹏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Scalar 
meson in 
charmed 
hadron 
1decays 

2022.5.
11 线上 

11 2022 闫文鹏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Measuremen
t of triboson 
production 

2022.12
.17 线上 

12 2022 武廉杰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重味重子物
理研究的机

遇 

2022.4.
27 线上 

13 2022 武廉杰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Heavy-
Flavor-

Conserving 
Hadronic 

Weak 

2022.5.
19 线上 

14 2022 武廉杰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Scalar 
meson in 
charmed 
hadron 
decays 

2022.5.
11 线上 

15 2022 武廉杰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Measuremen
t of triboson 
production 

2022.12
.17 线上 

16 2022 兰文宁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Measuremen
t of triboson 
production at 
ATLAS and 

CMS 

2022.12
.17 线上 

17 2022 兰文宁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回顾北京谱
仪第一个占
有一席之地

的研究 

2022.11
.1 Zoom 

18 2022 兰文宁 硕士研究
生 学术报告 中微子震荡 2022.9.

9 zoom 

(七) 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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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和专业发展特点，学位点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制定新的管理措施： 

1. 论文撰写：学生撰写、指导教师初审、学院复审，严格把控学位论

文质量。 

2. 论文检测：要求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总体文字复制比例应分别低于

20%和 10%，同时学位论文主要章节的文字复制比例应低于 30%，否则，视为

学位论文检测结果不合格。 

3. 论文送审：为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两份，

且均为双盲审；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 7 份，其中 5份双盲评审， 2份

由导师承担送审。 

4. 导师责任明确：若论文检测外审不合格，再次送审费用由研究生和

导师撑到，以明确和督促导师对学位论文质量严格把控。 

(八) 质量保证 

1.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监控和质量保证 

研究生的培养，采取以导师为主，导师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

式。培养采用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学实践活动

相结合的办法。既要使研究生牢固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要培养研究

生具有从事科学研究、高校教学工作的能力。研究生培养过程监控和质量保

证具体如下： 

①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制定是研究生入学后的首要工作，培养方案需要由研究生导

师根据本专业的特点指导完成，方案内容涉及研究生所需学习的所有专业

课课程，学分需要满足学位申请的要求，最终培养方案由研究生导师审核完

成。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期间，研究生秘书负责审核培养方案的完成情况 

② 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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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是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的基础，开题报告的时间由研究生导师

根据博士研究生工作进度情况决定，一般应于入学后的二学期末完成，最迟

于三学期开学后两个月内完成。在导师指导下，研究生经过充分调研与论证，

独立地做出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经导师审阅后，需公开答辩，接受检查，并

获认可。由包括导师在内的 3-5 人组成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进

行审核，对有争议的选题应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研究生提交开题报告申请，

研究生秘书负责审核。 

③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的目的在于监督跟进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有研究生

导师所在的指导小组完成。考核时间：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的 5、6月份进

行。考核程序：以专业为单位组成考核小组。考核小组由研究生导师、教研

室主任、任课教师参加。考核组负责对研究生进行全面考核。学习成绩优良，

达到考核内容要求的，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学习成绩较差，未达到考核

内容要求的，不得申请硕士学位。分管研究生的院长全面负责研究生中期考

核工作，考核组将考核意见及有关材料送院办公室，由院召开学术委员会会

议，审核通过。在规定时间内未按时完成中期考核者，按考核不合格处理。 

④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的目的是使研究生在科学研究方面受到全面的基本训练，

它是培养研究生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遵照“河南师范大学授予硕士学位

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学位论文应包括：摘要(中、外文)、目录、引言、

主要内容(研究背景、理论推导、实验与计算、结果与讨论等)、参考文献、

致谢、必要的附录和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学位论文应做到概念准确，推

理严密，语意通达，数据可靠，结构完整。论文按规定统一格式排版，A4 纸

打印，具体见“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其摘要编写格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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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第一责任人，对于学位论文的内容和格

式需要严格把关。只有按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并且在导师的同意下，才可以

申请学位。 

⑤ 学位申请 

学位授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硕士研究生应在答辩前两个

月项指导教师递交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并在《硕士学位申请书》

签署意见后，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专人结合培养

计划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审核通过方可参与学位申请。博士研究生应

在答辩前三个月向指导教师递交学位论文初稿和发表的学术论文原件或录

用证明，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后，向所在学科点提出预答辩申请。经过导师

组讨论、学科点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学科点可组织预答辩，参加人员三至五

人，一般应为指导小组成员。预答辩通过后，方可填写《博士学位申请书》。

指导教师在申请书上填写详细的学术评语及政治思想表现评语。申请书连

同学位论文、考试成绩单及发表的学术论文原件或录用证明等材料交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就是否同意答辩签署意见后，方可参

与学位申请。 

⑥ 论文评阅 

硕士学位论文应聘请至少两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的专家评阅论文（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需至少聘请三位

评阅人），其中要有一位外单位的专家(已经为双盲评审)。申请人的导师不

能作为论文评阅人。博士学位论文至少评审七份（含），其中五份由研究生

院负责组织“双盲”评阅；另外两份由学科点聘请两名教授级同行专家（其

中至少有一名为校外专家）进行评阅。七份评阅意见书需全部收回，如有欠

缺需及时补审。 

⑦ 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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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须保密除外），且有详细的记录。论文答辩委员

会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就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和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经

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表决，全体成员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可做出硕士学位申请人在六至十二个月内、博士学位申

请人在六至二十四个月内修改论文并重新答辩一次的决议。若申请人逾期

未完成论文修改或重新答辩后仍不合格者,以后不再受理其学位申请。如论

文答辩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

硕士学位的水平，而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硕士学位的，可做出建议授

予硕士学位的决议。 

⑧ 学位授予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决议及对学位申请人的政治思想

表现和学术水平的审核，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成员通过（出席会议人员应不少于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做出向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申请人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在分委员会对学位申请人审核的基础上，对分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

者进行审批，并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成

员通过，做出授予学位申请人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定。凡答辩委员会建议不

授予学位者，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一般不再进行审核；对

个别有争议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审核，认为确实达到标准者，可做出

授予学位的决定；对某些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但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后认为不合格的，也可做出不授予或暂缓授予学位的决定。 

2. 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措施 

① 学位论文管理措施 

学位论文撰写：学位论文依照《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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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修订）编排。学位论文封面、扉页、《独创性声明和关于论

文使用授权的说明》均可从研究生院网站“学位论文”栏目下载。由学生撰

写、指导教师初审、学院复审严格把控学位论文质量。 

检测结果处理：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总体文字复制比例（在排除自引率，

即引述作者自己发表的文章所占比例之后，下同）应低于 20%，博士学位论

文总体文字复制比例应低于 10%，同时学位论文主要章节的文字复制比例应

低于 30%，否则，视为学位论文检测结果不合格。对硕士学位论文首次检测

文字复制比例为 35%及以上者、博士学位论文首次检测文字复制比例为 15%

及以上者，本次不接受其学位申请，并记作本年度其导师指导学位论文评审

不合格 1次。对学位论文首次检测文字复制比例达 50%及以上者，即认为涉

嫌学位论文作假，学校将按《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

施细则》启动调查认定程序。经认定为学位论文作假，可取消申请人学位申

请资格；凡认定为学位论文作假但可以给予一次改正机会，学生应至少在一

年后提出学位申请（须重新进行选题、开题，重写论文、送审）。凡指导的

学生学位论文出现作假行为，本年度该导师指导的全部毕业学位论文加送

一份双盲评审(合计全日制两份，非全三份双盲评审) 

② 学位授予管理措施 

为了保证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并参照兄弟学院的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条件，经征求硕士生导师意见，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并经

学院分学术委员会研究决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的有关规定

如下： 

博士研究生：在满足学校博士学位答辩条件的前提下，申请博士学位前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即具备申请学位资格：申请人须以第一作者（或导师

第一作者、申请人第二作者）在物理学自然指数期刊(见附件一)发表学术论

文 1 篇及以上，或者 2 篇物理类 ESI 期刊(见附件二)学术论文：其中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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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或 2篇二区及以上；以第一发明人获得物理学专业相关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且获得应用成果转化 10 万元及以上；获得国家级(限排名前 5)或省部级

科技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实际参与工作三年及以上，排名前 3)。 

硕士研究生：在满足学校硕士学位答辩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人在攻读硕

士期间第一作者或以除导师外第一作者至少在 SCI、E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作者署名第一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英文为“College of Physic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一篇(如果只有文章接收函，须导师签字确认)，

方可申请答辩。 

3. 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为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坚持奖励与淘汰相结合的原则，提倡竞争，鼓

励先进，淘汰不合格者，特制订本办法。硕士生中期分流的流向为：优秀研

究生可以推荐提前攻读博士学位；提前答辩和毕业(一般不超过一年)；继续

攻读硕士学位；不宜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肄业。 

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期末进行一次思想品德与业务素质的全面

衡量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表现及道德品质状况；研究生学位课

程的考试成绩；科学研究的能力与科研成果的质量；身体状况。考核委员会

根据考核结果给出分流意见，报研究生培养办公室审核备案。 

(九) 学风建设 

为培养良好学术素养，学位点积极开展学风教育活动。要求研究生严格

遵守《河南师范大学学术道德与行为规范》要求，并在每学期组织研究生认

真学习《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

组织多场有关学风方面的讲座报告、征文、辩论赛等活动。学位点无任何违

反学术规范行为。 

(十) 管理服务 

1.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本学位点研究生专职管理人员有四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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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一名、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学位点建设工作秘书各一名。 

2.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学位点成立了《研究生权益保障中心》

和《研究生奖学金等评奖和监督委员会》，并严格遵照《河南师范大学学生

申诉处理委员会章程(试行)》等相关文件精神切实保障研究生的各项权益。 

3. 研究生对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情况:在本中心成立以来，针对同学们反

映的各方面问题，其中 80%的问题得到了切实的解决，还有少数的问题正在

同有关部门沟通解决，保障同学们的切身利益。 

(十一)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2022 年度毕业硕士 39 人，授予学位 39 人，其中考取博士

学位 13 人，23 人协议/合同就业，硕士就业率达到 92.3%。毕业博士 5 人，

授予学位 5 人，博士生就业率达到 100%。具体情况如下： 

表 11 研究生就业发展情况一览表 

单位 

类别 
年度 

党

政 

机

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

他 

博士 2022 0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硕士 2022 1 1 17 0 0 0 0 0 0 0 0 13 4 

学生在读期间，学院多次开会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学生毕业后通过学

生群及时发布和专业就业知识及就业信息，并定时联络毕业生，及时掌握学

生就业情况，对就业困难的毕业生给予指导。 

四、服务贡献 

1.服务重大科学工程 

粒子物理团队致力于标准模型精确检验、新物理寻找等重大科学问题

研究，作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S-III）和“超级 B 工厂”（Belle-II）

国际合作组成员，承担数据分析任务；在新物理方面的研究为大型强子对撞

机和锦屏地下暗物质探测实验提供理论支撑，在重味物理方面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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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Belle-II 实验密切关联。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是物理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性成果。 

2.服务社会经济需求 

服务航空、航天和金属冶炼产业：红外光谱测量团队长期致力于光谱发

射率测量和辐射测温技术研究，成功研制了覆盖低、中、高、超高温的材料

发射率高精度测量系统。与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合作开展热辐射调

控研究，为耐高温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涂层材料的设计和研发提供关键数

据；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反应堆换热器件涉及的关键材料提供测试

服务；为中南大学材料科学院特种金属材料钼钴合金的研发和制备提供热

辐射特性数据。针对金属冶炼产业中温度准确测量与控制的“卡脖子”问题，

团队深入研究多光谱辐射测温理论和方法，成功研制了基于神经网络算法

的高精度智能化在线辐射测温系统样机，目前该样机已成功应用于安阳钢

铁第一轧钢厂、新乡中铝等企业，成果有望推广应用于其他金属冶炼领域。 

3.服务各类人才培养 

学科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获多项国家和省级教学

成果奖，被新华网等媒体报道；为社会培养出院士、杰青等一大批优秀科技

人才和大量中学物理师资骨干和精英；承担“国培计划”等任务，近五年共

培训各类人才 4000余人次。新增濮阳县一中、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作为创

客教师培训基地实践学校，向两所学校捐助创新教育乐高教具共计 6 万余

元。新增新乡市洪门镇中心学校作为创客课程建设实践学校，协助该校举办

了第一届“科技劳动文化节”。协助河南师大附属中学举办了中小学“科技

文化街”。参与河师大幼儿院乐高创新课程规划研讨会、创新课例实施观摩

和课后研讨。 

(三)文化建设 

近年来，基于学科特点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国家战略需要，学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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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实际情况、追求实效，利用自身优势，逐步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服务于

社会，努力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各研究方向依据自身特性加强自身文化

建设，主要有以下案例： 

典型案例 1：通过小组探究培养研究生科学精神 

发扬理论物理所研究生好学、勤奋、爱所、思想活跃的特点，积极支持

和帮助他们办好研究生自己主持的系列研讨会、报告会以及各种科学、社会

活动。每周五下午的 Seminar，要求研究生必须参加，鼓励研究人员积极参

加。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对基础课程或科学前沿内容做认真、深入的分析

和探讨，对每个细节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此培养每位研究生勤奋研究、探索

专研的科学精神。 

典型案例 2：传承与创新并重，服务国际大科学装置 

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马春旺教授担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河南省

核学会副理事长、河南省物理学会理事等教育部大学物理教指委中南区工

委会副主任、教育部物理学类专业教指委中南区工委会理事、河南省高校物

理学类专业教指委秘书等。其教授的课程量子力学入选河南省一流课程建

设、核物理技术入选河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继 1999 年加入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谱仪（BESIII）以后，2020-2021 年间，我校成功申请加入

Belle、Belle II 国际高能物理合作组，成为国内高能物理实验的一个重要平

台，为今后我校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并作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奠定了基

础。 

典型案例 3：凝聚态物理学科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依托“纳米功能材料的模拟与设计”河南省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等积极开展同海内外人员的交流。在短期引进海外专

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多名外籍博士后，将第二课堂建设成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园地，形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品牌，是凝聚态物理学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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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合作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举措的又一个鲜明特色。依托

中原人杰地灵、文化繁荣，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外籍博士后的中

国文化沉浸课程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典型案例 4：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刘玉芳教授团队长期服务于国防及相关行业光谱发射率测量技术重大

需求，先后研制出中温、高温和低温光谱发射率测量仪器，打破了国外技术

封锁，解决了光谱发射率测量技术领域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不同温

区、不同波段的光谱发射率精确测量，将我国光谱发射率测量的整体不确定

度降低至 3%，为我国航天、工业和基础研究等领域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推动了我国光谱发射率测量技术的标准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