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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00）物理学学术学位国际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Physics）

一、培养目标

（一）培养热爱中国，遵守中国法律和相关地方法规，熟悉中国国情和文化

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

观念，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学风严谨，品德良好，有较强的事业心、

献身精神和能为将来中外合作交流贡献力量的知华、友华、爱华的人才。

（二）在物理学相关二级学科领域内，清楚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动态；

掌握物理学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物理学的研究方法

和相关实验技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

将物理理论基础应用于其它领域的能力；比较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优先英语），

能够进行外文文献阅读和写作，初步具有国际学术交流能力；能胜任本学科及相

近学科的教学、研究、开发和管理工作，具备前往国内外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进一步深造的能力。

（三）语言能力。应当能够使用相应外语完成本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并

具备使用相应外语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四）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硕士层次来华留学生应当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

较好的国际视野，能够在多个国家的实际环境中运用和发展本学科的知识、技能

和方法，并具备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力。

（五）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一）理论物理

围绕储能、新材料中重要问题进行机理解析和新模拟方法研发以及大规模建

模计算，已经在低维拓扑材料的热电磁-自旋量子输运、多体强关联体系的物态、

性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应用和开发新的高通量、机器学习方法，开展

团簇与小分子，复杂电磁场、冲击波与高能量物质相互作用理论研究，对低维拓

扑材料的实验设计、合成新型催化剂、高能量材料及低功耗热电子器件提供了有

力的物理基础支撑并提供人才培养。

（二）凝聚态物理

围绕凝聚态体系中催化与储能材料中的输运、传导和界面效应等问题，结合

分子动力学模拟、第一性原理计算和实验手段，从结构、动力学及热力学等角度

开展了低维催化与储能材料、功能团簇材料、GaN 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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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晶格输运、以及磁耦合规律及调控机制的系统研究，探索其在能源催化领

域的应用潜力。在低维晶格近平衡输运理论、功能材料与器件的绿色应用等方面

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影响力。支持硅基新型功能材料等相关企业，推动地方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三）光学

围绕国际科学前沿研究，聚焦新疆兵团光电新能源产业战略需求，重点针对

等离激元光学与光电功能材料物理化学交叉等核心领域，在实验和理论上研究了

纳米结构的介观光学现象及其与纳米材料的相互作用机制，重点针对光与物质相

互作用的新机制、新规律和新效应等基础物理研究，探索其在表面增强光谱学、

光伏器件和光电催化等在光电新能源领域中的应用，从而在开展工程技术方面高

效光伏电池、光催化、光开关的研制和关键技术的攻关。

（四）等离子体物理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需求，针对新疆特色农业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发展需要，研

究农药、兽药、染料污染物的富电子环境降解机制，开发高效降解和资源化利用

技术，研究低温 CO2转化、NOx净化和固氮过程的等离子体物理放电行为、特

种环境反应机理和催化协同机制，开展活体生物表面等离子体低温技术应用研究，

特别是节肥减药一体化和种子抗逆抗病性能强化技术的开发。

三、基本学制及学习年限

物理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具体

要求按《石河子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修订）》执行。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修读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包括：课程学习 26学分、学术活动

2学分、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 2学分，方可通过毕业资格审核。

（一）课程要求

硕士研究生课程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类，总学分不少于 26学分。必修

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学分设置 15学分左右；选修课包括公共选修

课和专业选修课。

（二）课程设置。

1.公共必修课（8学分）

（1）汉语（一） 3.0学分

（2）汉语（二） 3.0学分

（3）中国国情教育 2.0学分

2.专业必修课（8学分）

（1）固体理论 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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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量子力学 I 2.0学分

（3）物理学论文写作与学术道德规范 2.0学分

（4）高等光学 2.0学分

3.选修课（列出 20门左右课程）

（1）中华传统文化常识 1.0学分

（2）汉语（三） 2.0学分

（3）汉语（四） 2.0学分

（4）高等量子力学 II 1.5学分

（5）现代仪器分析 2.0学分

（6）数值分析 2.0学分

（7）量子场论 2.0学分

（8）高等统计物理 2.0学分

（9）计算物理 2.0学分

（10）凝聚态物理专题 2.0学分

（11）原子分子理论 2.0学分

（12）固体物理前沿 1.5学分

（13）光谱分析 2.0学分

（14光电子学 2.0学分

（15）非线性光学 2.0学分

（16）量子光学导论 2.0学分

（17）光学前沿专题 1.5学分

（18）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专题 2.0学分

（19）等离子体技术与应用 2.0学分

（20）等离子体理论 2.0学分

（21）等离子体诊断 1.0学分

（22）等离子体技术导论 1.0学分

（23）激光等离子体物理 1.0学分

（24）专业文献阅读 1.0学分

（25）群论 2.0学分

4.补修课程（3门）

跨专业或以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 3 门本学科本科主干课程并

通过考试，不计学分。本课程体系同时适用于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身份申请硕士

学位。

（1）光学

（2）固体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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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子物理学

（三）课程考核方式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考核分考试和考查，考试、考查记分均采用百分

制。公共课与必修课以笔试为主，70分为合格，选修课采用考试与考查相结合

的方式，60分为合格。研究生课程考试重在考核硕士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把握

能力和应用基础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但考查课程不得超过总课程数的三分

之一。课程考核须以多种考核项目相结合的方式，理论课考核可采取笔试+课程

论文（读书报告）+平时成绩（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式。

五、培养方式与培养环节

（一）实行研究生导师组指导制度

建立以硕士研究生第一导师为主，由 3-5名本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的导师组

成的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简称导师组），负责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所有环节。

研究生入学后 1周内须在研究生导师组指导下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制订。硕士研究

生至少每周参加一次研究生组会，主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汇报、读书报告会或学

术交流等；至少每年作专题学术报告一次。且必须参加研究生学业考核工作。

（二）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术交流活动，2学分，计入总学分。学术活动以《学

术活动记录册》《学术活动总结报告》形式提交导师，由导师负责考核，考核通

过后录入成绩。学术活动的总体考核在研究生答辩资格审查阶段完成。

（三）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

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为研究生培养必修环节，2学分，计入总学分。导

师或导师组根据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等需求，安排研究生进行相关专业

科研技能训练、科学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由导师或导师组组织实施，并负责考

核。具体要求见学院相关实施细则。

六、考核方式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一般与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同时进行，由学位点的中期考

核小组对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学术活动、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开题报

告、科学研究情况、学位论文进展情况以及对本学科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

等情况进行综合检查和考核。具体要求参照《石河子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

法》。

七、学位论文

进行科学研究，撰写学位论文，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

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要有新见解，选题应尽可能结合科研任务，选择对社会、

经济、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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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工作包括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论文评阅和答辩等环节，

具体要求参照《石河子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规定（修订）》《石河子大学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中期检查的规定（修订）》《石河子大学关于研究生毕业

论文预答辩的有关规定（修订）》《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匿名评阅试实施办法（修

订）》《石河子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办法（修订）》

等相关规定执行。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及必

须的实践环节等全部学习任务，成绩合格，中文能力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三级水平或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三级及以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德育、

体育、美育以及劳育等考核合格，经学院审查，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业务主管

部门审核，报校长批准，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经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硕士学位，颁发

学位证书。详情参阅学位管理各项规定。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负责人：葛桂贤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侯娟

日期：202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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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00）物理学学术学位国际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授课教师总

学时

理

论

实

验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63031001 中国国情教育 2.0 32 32 1 王冰一 张雅旋

60431001 汉语（一） 3.0 48 48 1 庞 琦 苗德成

60431002 汉语（二） 3.0 48 48 2 庞 琦 苗德成

专

业

课

61713001 固体理论 2.0 32 32 2 高俊峰 廖 辉

61713002 高等量子力学 I 2.0 32 32 1 王海锋 蒋 虎

61713005 物理学论文写作与学术道德
规范

2.0 32 32 1 葛桂贤 侯 娟

61713006 高等光学 2.0 32 32 2 侯 娟 蒋 虎

选

修

课

公

共

课

63032001 中国传统文化常识 1.0 16 16 王冰一 张雅旋

60432001 汉语（三） 2.0 32 32 庞 琦 苗德成

60432002 汉语（四） 2.0 32 32 庞 琦 苗德成

专

业

课

61714001 高等量子力学 II 2.0 32 32 1 蒋 虎 王海锋

61714002 现代仪器分析 2.0 48 48 1 杨 坤 范 婷

61714003 数值分析 2.0 32 16 16 1 杨宁选 张吉东

61714004 量子场论 2.0 32 32 2 姜 坤 薛新英

61714005 高等统计物理 2.0 32 32 1 薛新英 张吉东

61714006 计算物理 2.0 32 16 16 1 高 艳 杨晓东

61714007 凝聚态物理专题 2.0 32 32 2 葛桂贤 杨觉明

61714008 原子分子理论 2.0 32 32 2 张吉东 王海锋

61714009 固体物理前沿 1.5 24 24 1 王海锋 葛桂贤

61714010 光谱分析 2.0 32 32 1 杨宁选 蒋 虎

61714011 光电子学 2.0 32 32 1 李海龙 侯 娟

61714012 非线性光学 2.0 32 32 1 杨晓东 蒋 虎

61714013 量子光学导论 2.0 32 32 1 孙茂珠 范 婷

61714014 光学前沿专题 1.5 24 24 1 杨晓东 蒋 虎

61714015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专题 2.0 32 32 1 宋春燕 廖 辉

61714016 等离子体技术与应用 2.0 32 32 1 杨德正 杨 坤

61714017 等离子体理论 2.0 32 32 2 范 婷 郭伟杰

61714018 等离子体诊断 1.0 16 16 1 杨德正 常大磊

61714019 等离子体技术导论 1.0 16 16 1 常大磊 范 婷

61714020 激光等离子体物理 1.0 16 16 1 杨 坤 范 婷

61714021 专业文献阅读 1.0 16 16 1 侯 娟 史 琴

61714022 群论 2.0 32 32 2 王海锋 薛新英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2.0 1-5
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 2.0 1-5

补

修

课

21713010 光学 48 48 1 本科跟读

31714021 固体物理学 56 56 1 本科跟读

21713012 原子物理学 48 48 1 本科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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