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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 物理科学学院

滕 冰

聚焦物理学科发展，培育强基物理人才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青岛大学物理学院拥有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学

科专业实力雄厚，教学科研条件先进，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学院拥有物理

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第四轮学科评估位于全国参评物理学科前40-50%；

应用物理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同时，拥有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高校强化重点实验室以及高校与产业界对接的省级

协同创新中心，形成了完备的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

学院设有应用物理学（理科）、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三个工科专业方向），还有物理师范教育专业。聚焦物理学科发

展，培育理工交叉融合的强基物理人才。每年为国家基础研究、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教育教学领域输送近300名创新创业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院 长 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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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教职工
108人

正高26人 副高38人 中级34人 其他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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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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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称

号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

新世纪优秀人才 3人

中科院“百人计划”1人

省突贡中青年专家2人

泰山学者5人

青年泰山学者1人

省杰青4人

省优青2人

全国模范教师1人

山东省教学名师1人

科研为主型11人 教学科研型56人 教学为主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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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个中心、四个平台、九个实体实验室



教学实验室：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科研实验室及仪器



研究生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 本科生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

教 学获 奖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

全国教学比赛二等奖 省级教学比赛三等奖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4）省级教学比赛三等奖



科 研获奖

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2)

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4)

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4)

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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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金SCI 论文 科研经费

科研成果

2016-2019年全校综合评价，34个学院名列前茅

第四轮学科评估前40-50%

上榜软科中国最好学科名单

 USNews 世界大学学科榜723名



代表性论文---物理知名期刊

Phys. Rev. A(2018)

Phys. Rev. Lett.(2019)

Appl. Phys. Lett. (2018) Opt. Lett. (2018)

Opt. Express(2018)

Phys. Rev. B(2016)

Phys. Rev. A (2018) Appl. Phys. Lett. (2016) Front. Phys.(2018) 

Appl. Phys. Lett. (2017)



Adv. Mater.

研究生第一作者
Nat. Commun.

研究生第一作者

Adv. Mater.

ESI 高被引论文

Adv. Funct. Mater.

2016年度
（IF>10，2篇）

2017年度
（IF>10，2篇）

2018年度
（IF>10，4篇）

Adv. Mater.

封面论文
ACS Nano

Nano Energy

代表性论文---综合期刊

2019年度
（IF>10，12篇）

Adv. Mater.

Prog. Mater. Sci.

Joule

Nano Energy 

Energy Strorage Materials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近五年举办国际会议3次，国内会议15次，讲座100余次。参会3000余人，境外200余人。

泰山学术论坛-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大物理问题 2019



全国物理学术竞赛 2019年8月11-16日 全国光电设计竞赛 2019年8月18-21日

全国155所高校、1500余师生参赛；学院师生志愿者150余人

承办国家级大学生竞赛



国际合作



共接待市民、校友及中小学生等校外人员1000余人

科普服务社会 ---青岛市科普教育基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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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物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应用物理学（材料）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凝聚态物理

光学

理论物理

专业设置 学科方向

物理学

计算物理

服务物理教育

物理学（师范）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国发〔2016〕67号）

山东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鲁政发〔2017〕7号）

青岛市“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青政办发〔2017〕5号）

国家“十三五”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04)
材料物理

(2006)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2012)

立足长远规划，谋求可持续发展----专业/学科设置

特色

厚
物
理
基
础



山东省
新旧动能转换

发展新兴产业 改造传统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高端装备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现代海洋产业

医养健康产业

高端化工产业

现代农业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

精品旅游产业

现代金融服务









招

生

专

业

本科
（高考必考科目：

物理）

应用物理学 （120人）（设应用物理、材料物理两个方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60人）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60人）

物理学（物理教育）（40人）

硕士

物理学（学术硕士）

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

学科教学（物理）

博士 物理学（学术博士）

博士后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硕------博 全阶段培养



应用物理学专业由1986年成立的物理系沿革而来，2008年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2010年被评为

“国家级特色专业”，2019年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历经30余载的建设，应用物理专业已具备完善

的人才培养体系，研教融合的师资队伍，先进、前沿的教研设施。

物理系成立

省级特色
专业

国家级特
色专业

国家一流专
业建设点

1987年

2008年

2010年

2019年

应用物理学 —专业简介



应用物理学—培养方案

应用物理学专业下设物理（应用物理方向）和材料（材料物理方向）两个培养方向，培养数理基础

扎实、良好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的专门人才。毕业生掌握理论与计算物理、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

纳米技术、电子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

深化 系统 拓展物理基础

专业
核心

多元
实践

电动力学，量子力
学，热力学统计物
理，固体物理，材
料科学基础，半导
体物理等

纳米技术，信息技
术，多维度材料科
学，材料测试表证，
科技英语，应物实
验等

数学物理方法，
原子物理学等

物理方向课程体系拓扑图

材料方向课程体系拓扑图



应用物理学—研究方向

近5年，应用物理学专业专任教师在Nature子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Advanced Materials等顶级

和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500余篇，获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76项，累计经费2792.6万元。

理论物理与计算材料

研究方向：强关联、大分子材料第一性计算，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算法，Tight-Binding
算法，冷原子理论，三维光子晶体计算与模拟等。

低维纳米材料
研究方向：纳米纤维、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和光电磁性能，低维半导体材料、
碳材料，以及在传感器、医学、能源、催化等方面的应用。

功能晶体材料
研究方向：有机太赫兹晶体，激光和非线性光学晶体，稀土发光和钙钛矿量子点，电
子关联量子材料,及其在通信、雷达、医学成像、激光器，光电探测等的应用。

功能薄膜与器件

研究方向：外延薄膜与信息存储器件，忆阻器与神经元类脑模拟，柔性可穿戴电子学
器件，挠曲电薄膜光电探测器，场效应晶体管等。

先进能源与电光材料

研究方向：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电极，透明电光陶瓷，弛豫铁电、压电陶瓷，发光多功能陶
瓷，高压电无铅陶瓷，微波陶瓷等。

材料基
因工程

纳米
技术

新一代
信息技
术

新材料
新能源

人工
智能

关联电
子学



应用物理学—人才培养：就业形势

http://www.sohu.com/a/244823860_546096



培养目标：该专业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创新

实践能力强，可从事光学工程、光通信、电子学、图像与信息处理等技术领域

的科学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产品设计与制造、科技开发与应用、运行管理等

工作，能够适应当代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光学/光电仪器

光子学技术

信息光学技术

光电交叉 光学技术及工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9%E5%AD%A6%E5%B7%A5%E7%A8%8B/13492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9%E9%80%9A%E4%BF%A1/67707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5%AD%A6/16237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E5%8C%96%E7%A4%BE%E4%BC%9A/78786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4%E7%94%A8%E5%9E%8B%E4%BA%BA%E6%89%8D/10661407


专业特色 —— 课堂教学体系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1 2 3 4 5 6 7 8

· 思政类课程群
· 大学英语课程群
· 军体类课程群
· 人文素质创新创业课程

通识教育类课程

量
子
力
学

电
动
力
学

物
理
光
学

应
用
光
学

光
纤
通
信

激
光
原
理

信
息
光
学

信
号
与
系
统

光
电
检
测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 高等数学课程群
· 电子技术课程群
· 普通物理课程群

物理大类培养课程 毕业设计

多元/实践类课程
（如：现代机械制造实训、电子实习、课程设计、科技论文写作及知识产权概论（双语）等）



光电系概况 ——

应用物理学国家级特色专业

应用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光电材料与器件特色

优势学科实验室

省高校强化重点实验室（光子学材料与器件）

凝聚态物理省特色重点学科 省级国际科技合作中心

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光子学材料与器件）

山东省协同创新中心

2010

2011

2013

2016

2019
（光通信，海洋观测）

学科平台



专业特色 ——

➢ 就业：

朗讯、华为、中兴通讯、海信、歌尔声学等

➢ 考研：

近5年平均考研率接近40%，名校考入率超过90%

升学与就业

55.70%

35.00% 34.28%
32.20%

39.71%

78.00%

60.00%

71.40%

91.67%

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升学率 就业率

考研方向：



我校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从2012年开始招收本科学生。根据市场
需求并结合物理学院特点，本专业围绕储能材料与器件、太阳能光伏
系统、电源自动化管理等方面培养国家紧缺人才。

新能源科学是我国发展的主要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1年教育部开
始增设专业，近十年间全国已经迅速增加至数百所高校。

2018年，新能源产业成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之一。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发展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包含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
核能等，以及新型的能源利用、转化及储存等诸多方向，开设在物理、
电气、能动、机电、材料、化学等不同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培养方向

具有扎实物理基础的充满竞争力的新能源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

电源自动化管理系统锂离子电池等新型储能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高等数学、力、热、电、光、原子物理、数理方法等基础课程

物理材料类

量子力学

固体物理

材料科学

薄膜物理

储能科学

储能原理

锂离子电池

超级电容

物理化学

电源管理

数字电路

模拟电路

程序语言

电路原理

光伏

光伏原理

固体发光

半导体物理

太阳能理论

专业课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课程设置



➢全省规模以上新能源企业达到550家，实现销售收入1520亿元，利税232亿元。

➢新能源企业中，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8个，省级技术中心15个。

➢电力电网系统

◼ 就业

◼ 考研

➢16年考研率34%；17年考研率50%；18年考研率56%。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毕业生去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去向

姓名
学年 学校

赵雪芹 2020 浙江大学

黄吉东 2020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

蒋昊阳 2020 南开大学

李雪 2019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逯丽莎 2019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杨梦瑶 2018 西安交通大学

滕云雪 2018 同济大学

王鑫 2017 中国科学院青能所

刘亚立 2017 浙江大学

曾冉冉 2016 上海交通大学

2019年新能源专业10%的学生进
考入中国科学院，其中2班考研
率44%，1班考研双一流学校占比
100%,详如下表：

免试保送

储能器件
光伏技术
智能电网
热电材料
催化能源
微电子
物理学
功能材料

李雪 中科院物理所

王志皓 中科院光机所

李晓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吕承谱 中科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

潘智鹏 半导体研究所

钟雷 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彭小益 同济大学

林启隆 云南大学

牛群 上海科技大学



物理学（师范教育）

自1978年3月招收第一届物理专科师范生，到现在物理教育系经历了
从培养专科生到本科生，再到研究生的发展历程，截至目前已经培养了36
届本专科毕业生，五届研究生，为中学输送了2000余名物理教师，我们毕
业生在青岛市初中物理教师中的占比达到60%-80%，为青岛基础教育做出
了重大贡献。

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为：培养具有良好的教师道德和教师素养，扎
实的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热爱教育事业、适应基础教育的新型教师。



校内外教学实践与教学比赛

建设了4所教学实践基地：39中、61中、崂山三中、崂山七中。

在各项教学比赛中成绩优异，先后4次获得省从业技能大赛一等奖，其
中4为选手因此被青岛九中、黄岛一中、胶南四中等学校录用。



目 录 二 专业介绍

一 学院简介

三 人才培养



产学研校企协同育人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青岛青源峰达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市光电工程技术研究院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镭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海洋研究院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实习实训 荣获“全省企校合作培养人才先进单位”称号



本
科
生

赵 惠
（2016届）

获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等7次。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二等奖，山东省大学生物理科技创新大赛一

等奖，“挑战杯”省二等奖等5项。获山东省优秀学生、青岛大学十佳优秀学生等称号。参与发表论文1篇，

申请发明专利8项，保送至中科院物理进行硕博连读。

郭 家
（2017届）

获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等8次。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山东省大学生物理科技创新大赛一

等奖等5项。获山东省优秀学生，青岛大学十佳优秀学生等称号。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参与发表论

文1篇，参与申请发明专利1项。保送至中科院物理所进行硕博连读。

孙 力
（2018届）

获青岛大学校长奖学金，青啤育才奖学金等6次。获国际大学生物理竞赛银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

等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等6项。获山东省优秀学生，山东省优秀毕业生等称号。参与发表SCI

论文1篇。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合作完成科研项目1项。先后在上海纽约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做访问学生，

完成科研项目2项。

研
究
生

陈晓雯
（2016届）

第一作者在Opt Express等期刊发表SCI论文6篇，合作发表 12篇，总影响因子37，他引116次。获国家奖学金、

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位次4）。

刘 奥
（2017届）

第一作者在Adv. Mater、Adv Funct Mater等期刊发表SCI论文15篇，合作发表16篇，总影响因子超120，授

权发明专利2项。获国家奖学金、山东省研究生优秀创新成果二等奖、省十大优秀学生称号。

席中男
（2018届）

第一作者在Nature Communications、ACS Applied materials& interface 、Appl. Phys. Lett. 期刊发表SCI论

文3篇，合作在Phys。Rev. B, Appl. Phys. Lett.等期刊发表多篇。获国家奖学金。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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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32%

44%

24%
985高校/
中科院所

211高校

青大及其他

考研深造

全额或部分奖学金去美国、德国等国外高校攻读学位
保送/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等高校或科研院所



组织培养学生参加各种竞赛学生获奖



35%

46%

19%

国家级

省部级

其他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国际大学生物理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美国数学建模

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大赛

山东省大学生物理创新大赛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

山东省物理教学技能大赛

华东地区
物理学术竞赛

山东省大学生光电设计大赛

近五年竞赛获奖1100余人次，人均获奖率78%



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提升创新能力，助力考研成功

2020届考研深造情况统计

专业 考研深造人数 班级人数 考研深造率
新能源1班 14 31 45.2%

新能源2班 17 31 54.8%

光电1班 14 36 38.9%

光电2班 14 32 43.8%

材料1班 23 32 71.9%

材料2班 22 30 73.3%

应物1班 18 33 54.5%

应物2班 16 29 55.2%

物理师范 8 39 20.5%

平均值 146 293 49.8%%



1998级校友返校1995级校友返校1988级校友返校

第二届校友理事会（2019） 上海校友理事会（2016）



张海波，1991届

威海市市委书记

优秀校友

王志明，1992届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

特聘教授

郭霞，1994届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国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何春雷，1991届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

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清，2001届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国家优青

栾伟玲，1992届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研究生院副院长

王书浩，2012届，

清华大学博士，博士

后，透彻影像联合创

始人和技术总监

（CTO）

王 㺸，1986届，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全国优秀物理教研员；

山东省特级教师。

姜校顺，2004届

江苏省杰青，南

京大学“登峰人

才支持计划”



博学明德守正出奇

2020.06   山东 青岛

期待你加入青大物理学院

融入依山傍海的魅力青岛

联系方式: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308号 邮编：266071

网址：http://physics.qdu.edu.cn/ 电话：0532-85955977    
青大物理

微信公众号

http://physics.qd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