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毕业生案例

南楠，女，2020 届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毕业生。

在本科期间始终坚定政治信仰，拥护党的政策。成绩优异，绩点稳居 3.9，专业排名第 1，综合评价在专业处于

前 5%。此外，她还获得了校级奖学金 4次，以及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在学习和班级、课外活动方

面都表现十分出色。她在校期间认真准备等级考试，顺利通过计算机二级和英语四六级。她还代表学校参加天津市

金相大赛和全国大学生材料综合技能大赛，分别获得团体第一名和特等奖的好成绩，在所学专业方面也交出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最终成功保研至天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工作。

殷时雨，男，2024 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

学业方面，殷时雨同学踏实勤奋，前六学期绩点为专业第一，并成功推免至北京大学材料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本科期间他获得校级奖学金 3 次、企业奖学金 1 次，并多次获得三好学生荣誉称号。科研方面，殷时雨同学积极参

加各类学科竞赛，多次取得优异的成绩，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共 2次。社会服务方面，殷时雨同学热心公益，

参与多项志愿服务活动，展现了出色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奉献精神。目前致力于机器学习在 SiC 材料领域的研究，通

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工艺的优化和服役性能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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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汉超，男，2020 届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毕业生。

本科期间成绩优异，荣获国家奖学金、河北省优秀毕业生、TCL 奖学金以及一等奖学金等多项荣誉称号。2020

年保送至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攻读凝聚态物理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纳米尺度二维极化激元激发

与光场调控领域。攻读博士期间，在 Science、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 和 Advanced Materials

等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 6 篇，并申请了 4 项国家发明专利。相关研究成果在 Science 官网进行了首页

推送并且获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内多家权威媒体的报导。其中关于极化激元拓扑转变的研究成果和片上极化

激元负折射的工作分别荣获了“2022 中国光学领域十大影响力事件”和“2023 中国光学十大进展提名奖”，得到国

内外光学领域众多专家的认可。

王昱卜，2021 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生。

在本科期间多次获得一等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曾获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2019 年以专业绩点第一

名的成绩保送进入浙江大学硅及半导体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发表 SCI 论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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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瑶，女，2023 届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毕业生。

在本科期间追求思想上进，积极参加党团活动。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以 3.88 的成绩排名专业第四，综合评价

排名第一。在校期间努力学习，获得校级奖学金 3次，企业级奖学金 1 次，和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

三好学生等多个荣誉称号。王乐瑶同学也在学生工作方面积极提升自己。作为金材卓 191 班团支部书记，多次组织

班上同学前往天津各个红色教育馆进行教育学习，带领班上同学获得优秀团支部称号。在科研竞赛方面，获得第十

届全国大学生金相大赛国家级一等奖，以综合绩点第一的成绩保研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培养经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面向京津冀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人才需求，着力培养能胜任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工科人才，不断探

索新时代背景下的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特别重视实践教学和过程培养，通过政府、学校、企业、家庭多方联动，构建了思政引领、

产学研四面一体的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内容如下：

积极推进材料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专业积极贯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以一

流专业建设为抓手，以新工科建设和一流课程建设为契机，以企业和社会需求为依据，不断调整优化专业培养方案，构建了满足新工

科建设要求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建立校企协同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以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对本科层面的人才需求为导向，通过建设现代产业学院等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平台、通过大力贯彻本科生在企在岗毕业设计工作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最终通过多方优势资源整合，建立校企协同人才培养



模式。

完善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教学新体系：在本科层面全面实施导师制，对学生实施一对一全方位指导；通过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平台

搭建开放式的实践教学平台，建立多学科多层次的指导教师队伍，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产教融合。

坚持科研反哺教学、通过科研实践竞赛深化实践教学。通过开放实验室、科研成果进课堂、本科生进实验室等举措，实现科教融

通；激发学生参加学科竞赛，以赛促学优化教学内容，构建赛教融合培养模式。

单位审核：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