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

议

手

册

中国·太原

2022 年 1 月



 

                                                                                              

 

目  录 
 

会议议程 ................................................................................................. 1 

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专家指导委员会名单 ................... 2 

山西大学参会人员名单 ................................................................ 3 

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简介 .............................................. 4 

山西大学简介 ......................................................................................... 6 

 

 

 

 

 

 



 

                                                              三立 SANLI                                  1 

会议议程 

时间：2021 年 1月 25 日 09:00-11:00 

方式：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 

线下会场：山西大学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 

线上会场：腾讯会议，ID：959-585-584 

 

 

 

时  间 内   容 主  持 

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 

9:00-9:10 校党委书记王仰麟 致辞 

马 杰 

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 

9:10-9:20 
聘任拔尖基地专家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及委员 

9:20-9:30 
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讲话 

9:30-9:40 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首席专家讲话 

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专家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 

9:40-10:00 2021 年度工作汇报及 2022 年工作计划 

马 杰 

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 

10:00-10:50 专家委员会委员评议 

10:50-11:00 汇总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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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专家指导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主任委员    

朱邦芬 清华大学   

委  员    

陈  敏 汕头大学 陈理想 厦门大学 

黄安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贾锁堂 山西大学 

李宏荣 西安交通大学 刘玉斌 南开大学 

刘玉鑫 北京大学 卢仲毅 中国人民大学 

罗洪刚 兰州大学 阮  东 清华大学 

唐志列 华南师范大学 吴小山 南京大学 

武海斌 华东师范大学 徐  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杨亚东 华中师范大学 张  红 四川大学 

张汉壮 吉林大学 张天才 山西大学 

张卫平 上海交通大学 赵道木 浙江大学 

周  磊 复旦大学   

秘  书    

马  杰 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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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山西大学参会人员名单 

山西大学党委书记                            王仰麟 

教育部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贾锁堂 

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张天才 

山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马  杰 

山西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赵  瑞 

山西大学教务处处长                          宋  鹏 

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樊  伟 

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院长                贾晓军 

山西大学三立学院（三立书院）执行院长        李志坚 

山西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耿彦峰 

山西大学三立学院（三立书院）副院长          李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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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简介 

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于 2021 年入选国家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 （简称“拔尖计划 2.0”）。

拔尖计划 2.0 的前身是 2009 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等共

同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

1.0”或“珠峰计划”），在教育部直属的 20个高校中建设了一

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 

2018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部署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 2.0，进一步拓围、增量、提质、创新，旨在培养未来的杰出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医学科学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

养战略力量。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是山西省唯一一

个拔尖计划 2.0 基地，也是目前全国 32 个物理学拔尖基地中唯

一一个地方院校支持建设的基地，标志着我校物理学拔尖人才培

养进入国家第一梯队。 

山西大学物理学拔尖基地计划每年从入校理工科新生中选

拔不超过 25 名学生进入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单独编班，依托山

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和三立学院按照“三制三化”（书院制、

导师制、学分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模式进行培养，实

施综合考核、动态分流，为优秀学生加授荣誉学位。 

山西大学三立学院兼有书院功能，是拔尖学生培养的荣誉学

院，负责拔尖学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目前，学校正对一栋楼宇

进行现代化书院改造，建设山西大学住宿制书院--三立书院。书

院内建有智慧教室、多功能报告厅、开放实验室、图书资料室、

讨论室、阅读室、艺术健身室以及 2-3 人间宿舍等功能化区域，

打造集住宿、学习、生活于一体的多功能社区，使书院成为文化

育人的住宿园区、师生共享的育人空间。预计学校 120 周年校庆

之前建成使用。 

三立学院选派优质师资为拔尖基地学生授课，实施“三级荣

誉导师”制为每位拔尖基地的学生配备不同类型学业导师；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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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科研训练创新项目，建设开放实验室，鼓励学生学术创新；

设立拔尖学生专项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设立国外访学专项基金

资助学生 3-6个月的国际交流学习；除计划出国继续深造的学生

之外，拔尖学生均具有研究生推免资格。 

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具有优质的教学、科研平台和师

资队伍，为物理学拔尖学生培养提供有力保障。教学方面：物理

学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994 年物理学专业成为国家

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006 年开始建设物理

国家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7 年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

2019年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 门课程入选首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1 门课程获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科研方面：2002 年开始建设量子光学与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

验室，2018 年以来新增极端光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高等

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2个国家级平台。2002年和 2006年两次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基于超冷费米气体的量子调控”成

果荣获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基于里德堡原子的微

波电场精密测量”入选 2020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

展”。师资队伍方面：物理学专业具有正教授职称的教师 49人，

包括中科院院士 1人，973首席科学家 4人，长江学者 6 人，国

家杰青 5人，国家优青 8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2人和青年长江 2

名；拥有教育部创新团队 2 个和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 1个，国家

级教学团队 1个，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及团队 1个，省优秀

科研创新团队 2个。教师团队先后入选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团队”（数据

更新至 202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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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简介 

山西大学坐落在具有 25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山西省

省会太原市，学校前身为创建于 1902 年的山西大学堂，其悠远

的文脉可以上溯至明代三立书院及清代晋阳书院和令德书院。早

期的山西大学堂中西合璧、文理并重，办学思路开阔，育人理念

先进，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三晋大地百

年文化科教的重镇。历经 120年办学历程，山西大学始终根植于

华夏文明的沃土，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之

需要”为己任，秉承“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

国”的光荣传统，弘扬“勤奋、严谨、信实、创新”的优良校风，

培育了三十多万名优秀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百年育英才，盛世续华章。近年来，承载着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的时代使命，山西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一所文理工

并重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1998年，成为山西省重点建设大学。

2005 年，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部共建大

学。2012 年，成为全国 14 所“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

入选高校之一，迈上了国家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新平

台。2014 年，具有六十年办学历史的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并

入山西大学，学科结构进一步完善。2016 年，成为国家中西部

“一省一校”重点建设大学。2017 年，山西省出台意见支持山

西大学深入实施“1331工程”，对标“双一流”实现率先发展。

2018 年，在省部共建和“一省一校”建设基础上，我校正式成

为教育部和山西省政府合建的部省合建高校。 

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学校拥有一批以国家重点学

科、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国

家地方联合实验室为代表的重要学科平台。设有涵盖文、史、哲、

理、工、农、经、管、法、教、艺、医等 12大学科门类 86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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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以及 7个本科双学位招生专业。现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

权点 19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35 个，硕士专业学位种类

24 个；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博、硕士点各 2 个；目录外二级学科

博、硕士点各 4个。化学、工程、材料、环境/生态学、物理学、

计算机科学学科、植物与动物学和农业科学学科共 8个学科入选

ESI 全球排名前 1%。近年来，学校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类项目稳步增加，先后

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技术发明二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16 项国家科研大奖。

2019 年，成为山西省唯一一所入选教育部“首批高等学校科技

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高校。2021 年，山西大学物理学拔

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教育部拔尖计划 2.0，成为山西省唯一一个

拔尖计划 2.0 基地，也是目前全国 32 个物理学拔尖基地中唯一

一个地方院校支持建设的基地。 

名师名人荟萃，教学成果显著。现有专任教师 2141 人，高

级职称教师 1169人,其中国家级人才近百人。拥有 1个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3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 个教育部创新

团队。5 门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3 门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

视频公开课、1 门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9 部教材成

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共 10 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或提名奖。 

实践活动丰富，育人成绩斐然。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31528

人，其中本科生 24096 人，研究生 7432人。开设“初民试验班”，

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显著提升了学生学术

素养和创新能力。在近几年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挑战

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电子设计大赛、广告艺术大赛和英语竞

赛中，我校学子共荣获全国特等奖、一等奖 40 余项；在奥运会、

亚运会、全运会等赛事中，先后获得金银铜牌十余枚。 

国际交流广泛，留学渠道通畅。学校不断拓展对外交流，同

美、日、韩、英、法、德、加等国家和地区的 60 余所高校及科

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合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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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孔子学院。学校积极拓展本科生国际交流渠道，与多所国外大

学建立了合作培养机制，为学生出国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 

校园环境优雅，办学条件优良。目前拥有坞城校区、大东关

校区、东山校区三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3008 亩，建筑面积 110

万平方米。学校林荫遮道、花草围楼，处处散发着宜学宜居的人

文气息，被省政府命名为“园林化单位”和“绿色学校”。图书

馆馆藏文献 305万册，电子图书 114万余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 11.9 亿元。在建的东山新校区更将为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

创新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百年传承，薪火相继。历经 120年光辉历程的山西大学，面

临着全面提升综合实力的难得机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

将紧紧抓住国家“双一流”建设、部省合建、山西省“1331 工

程”建设和率先发展的历史机遇，坚持以提升办学质量为核心，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朝着全面建设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跻

身中国优秀知名大学行列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目标坚定前行，努力

建设社会更为满意的人才高地、贡献更为卓越的创新基地、辐射

更为广泛的教育要地，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

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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