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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

是教育部直属

的实施985和

211工程建设的

重点大学。冶

金工程专业是东北大学传统的优势和特色专业。

作为支撑学科的冶金学科是国家首批硕士和博士

学位授权点，首批一级硕士、博士学科点和博士

后流动站，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

建设学科，2007年成为首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

科。该学科含冶金物理化学、钢铁冶金和有色金

属冶金3个国家重点学科。冶金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是造就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

冶金生产、设计、科研、生产和管理的高级工程

技术人才。为达到这一目标，冶金工程专业的学

生必须掌握冶金过程的基本理论、冶金生产技术

和冶金工艺流程。而冶金物理化学是冶金过程基

本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冶金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

的理论基础，是理解已有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

程，建立新的技术和工艺流程的指南和工具，是

解决冶金过程实际问题的钥匙，也是学习冶金工

程专业课的基础。 

  课程内容分基本理论、冶金基本熔体、解决

冶金实际问题常用的方法和手段、典型应用实例

分析四个层面。课程体系突出基础性、科学性、

实用性，重点培养学生应用基础理论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充分体现宽基础、

重能力、强素质的特点，更加适应现代冶金工程

专业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宽口径“复合型”人才培

养的需要。 

 

 

教学成果 

2007年，翟玉春教授负责的
“冶金工程专业平台课教学团
队”被评为辽宁省教学团队，
并推荐参评国家教学团队 

2007年，冶金物理化学教学团
队被评为东北大学教学团队 

2006年，课程负责人翟玉春教
授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2006年，冶金物理化学课程被
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2006年，冶金物理化学课程被
评为辽宁省精品课程 

教材建设 

2007年，《冶金物理化学简明
教程》教材出版 



  冶金物理化学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冶金

热力学、冶金动力学、冶金电化学、冶金熔体、

冶金表面和界面现象等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应

用这些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冶金实际问题的基本

方法，以及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冶金物理化学”跟踪国际一流大学相关专

业课程内容体系，跟踪冶金学科的科学研究与学

术发展前沿，不断更新课程内容。将国内外的教

学改革成果引进教学之中，不断提高课程水平。 

  学校各级领导对

课程建设高度重视，

给予大力支持。经过

几年的建设，已形成

了一支人员结构合

理、教学水平高、教学质量好、稳定的师资队

伍。教师队伍中，有教授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4

人)，副教授3人，讲师3人，助教3人，实验教师

8人，其中50岁以上教师占29%，35至50岁教师占

29%，35岁以下的教师占42%，78%的教师具有博

士学位。在中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科技

大学等国内大学及日本东北大学、英国剑桥大学

等毕业或学习过的教师8人。（详细内容>>）

  冶金物理化学课程

具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和

良好的教学环境。先进

的仪器设备能够充分满

足实验性教学的需要，

多种形式教学手段的合

理应用在教学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团队建设 

2007年4月，新增韩庆（副教
授）、谢宏伟（助教）、姜鑫
（助教）任助讲教师 

2007年3月，李建中讲师到宝钢
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6年9月，魏国副教授到日本
东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开放式教学 

2007年5月，热烈欢迎日本东北
大学岩赖正则教授来校为冶金
工程专业本科生讲授冶金物理
化学“相图”一章 

2006年6月，热烈欢迎英国剑桥
大学 D.J.Fray 教授来校为冶
金工程专业本科生做“熔盐电
化学”讲座 

教学资源建设 

2007年11月，更新部分教学录
像 

2007年10月，网上答疑版面开
通 

2007年6月，网上习题更新 

2007年4月，课程全程实况录像
系统初步建成 

其他 

2007年12月，许茜教授出席在
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9届熔盐
化学研讨会”并做报告 

2007年9月，许茜教授出席在德
国马隆堡举行的“2007欧洲材
料大会”并做报告 

2007年8月，翟玉春教授率领冶
金物理化学教学团队成员到韩
国国立全北大学访问交流 



2007年4月，翟玉春教授出席
“2007中国材料教育高层论
坛”并做题为“关于高等学校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思考”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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