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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科协发青字﹝2022﹞6号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英才计划”工作的通知

有关市（州）、长白山管委会科协、教育局（教育科技局），

梅河口市科协、教育局，各中、省直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

意见》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 2.0的意见》有关要求，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 2023 年“英才计划”工作的通知》（科协办发青

字〔2022〕36号）文件部署，经研究决定，省科协会同省教育

厅联合组织开展 2023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培养工作。

现将《2023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精心组织，严格按照分配名额组织遴选推荐，有关材

吉 林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吉 林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英才计划”工作的通知



— 2 —
— 3—

附件 1

2023 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的

选拔一批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中学生走进大学，在自然

科学基础学科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指导下参加科学研究、学术研

讨和科研实践，使中学生感受名师魅力，体验科研过程，激发

科学兴趣，提高创新能力，树立科学志向，进而发现一批具有

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并以此促进中学教育与大

学教育相衔接，建立高校与中学联合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科技创

新人才的有效模式，推动高校和中学联合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

才常态化、制度化，为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和成长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工作内容

（一）参与高校

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二）学科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共五个学科。

（三）导师情况

“英才计划”导师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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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报至省管理办公室（吉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附件：1. 2023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工作实施方案

2. 2023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学员名额分配表

3. 2023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导师简介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吉林省教育厅

2022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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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优先考虑。

（六）培养原则

1. 兴趣导向。导师从中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出发，遵循因材

施教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使学生实质参与科学研

究，锻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

发学生对基础学科的兴趣。

2. 名师引领。“英才计划”导师以著名科学家为主，注重

发挥著名科学家在精神熏陶、学术引领和人格养成中的重要作

用。导师及培养团队应着眼于为国家培养未来拔尖科技创新人

才，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科学志向。

（七）培养方式

1. 导师培养。导师应充分利用高校科研平台和学术资源对

学生进行培养。导师根据学生不同特点，采取指定阅读书目、

参加学术讨论、听取学术报告、指导课题研究等方式培养学生，

使学生真正了解学科发展方向，切实体验科研过程。对于兴趣

爱好或科研项目属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生可以推荐高

校内部不同学科导师、不同实验室或校际间的合作共同培养。

导师应保证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保证学生见面次数，

对学生进行当面指导。导师应要求学生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

力，培养周期内组织学员到校参加培养不应少于 10 次，应督

促学生在每次活动后登陆网络平台提交《成长日志》，并对《成

长日志》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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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荐，以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为主。参与

高校根据工作计划推荐导师人选，经省级管理办公室审定后，

正式成为“英才计划”导师。导师应组建由热心青少年科技教

育的专家组成的培养团队，团队成员原则上应具备博士学位或

副高以上职称。

（四）学生遴选

参与中学负责推荐品学兼优、学有余力、对基础学科具有

浓厚兴趣的高中一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学生参加报名。学生相应

学科成绩排名一般应在年级前 10%，或者综合成绩排名在年级

前 15%。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及高校导师的研究领域选报导

师，并提交相应材料。

省科协会同省教育厅、有关高校联合对报名学生的学科基

础知识和创新潜质进行笔试、面试。根据学生报名材料和笔试

情况确定进入面试人选，面试学生与入选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少

于 3:1。

2023年我省计划培养学员 105名，其中吉林大学培养学生

75名，东北师范大学培养学生 30名。每位导师培养学生数不

超过 5名。

（五）培养周期

“英才计划”学生培养周期为一年（2023年 1-12月）。

培养周期结束后，学生可报名参加下一年度的培养，导师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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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度评价。11月，学生提交课题报告、培养报告（含

读书报告、文献综述、实验记录、小论文等）、《成长日志》、

导师评价等材料。全国管理办公室从科学兴趣、学科基础知识、

创新及科研潜质、综合能力、英语交流能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

全面考察，评选出年度优秀学生、合格学生和参加国际竞赛及

交流活动候选学生。评价为合格和优秀的学生授予《培养证

书》，评价为不合格的学生不授予《培养证书》。

高校负责将学生培养情况转至相关高中，纳入普通高中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体系。

（九）学生跟踪与服务

各参与单位要高度重视学生跟踪与服务工作，将学生跟踪

与服务工作纳入“英才计划”全年工作计划，加强对往届学生

的联系与跟踪，做好有关服务。省级管理办公室将组织中学、

高校持续加强“英才库”共建共享，组织往届学生积极参加“英

才计划”活动，发现和培养学生跟踪的骨干力量，同时做好到

本地区就学就业学生的联系指导工作，增强学生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参与中学要做好全部培养学生的追踪工作；实施高校要

重点加强对升入本校的学生培养情况，特别是进入“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情况及后续发展情况的追踪。

三、工作职责

2023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工作由省科协、省教育厅共同组织

实施，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各地区科协、教育局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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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学培养。参与中学要选派科技教师或学科教师对学生

进行基础科研技能培训和沟通方式指导，督促学生按时完成培

养任务，配合高校导师做好学生日常培养。

3. 科学实践与交流活动。各学科工作委员会每年组织优秀

学生参加学术会议、培训班、大师报告、夏（冬）令营、论坛、

交流会等多种学科交流活动。全国管理办公室将组织野外考察

等综合性实践活动，选拔推荐优秀学生参加国际竞赛或交流活

动，与国外优秀青少年、科学家进行交流，提高对世界科学前

沿的认识，开阔国际科学视野。

（八）学生评价

为加强对学生培养工作的动态管理，明确阶段性培养目

标，确保工作取得实效，省级管理办公室采用日常考勤、初期

评价、中期评价和年度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评价。

1. 考勤评价。导师可联合中学指导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建立

学生考勤制度，入选学生应积极主动联系导师，按照导师要求

到高校学习。

2. 初期评价。导师需在 4月初登录“英才计划”官网，对

学生 1-3月的培养状态、课题选题及进展等情况填写评价意见。

3. 中期评价。7月底前，省级管理办公室将联合高校组织

学生进行中期汇报，解答学生问题，明确下半年培养目标，协

调解决培养中的问题。同时由导师团队结合学生日常培养情况

对学生进行评价，不合格者退出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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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名额上限的 50%；组织和推进本地中学生的推荐、选拔

工作；协调本地区参与中学给参与学生提供便利条件，组织本

地区工作总结评估等（注意：交通不便的地区酌情报名）。

（三）参与中学

2023年度吉林省英才计划参与中学名单是按照英才计划

全国管理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开展“英才计划”2023年学生前

置培养工作的通知》（科协青发〔2022〕24号）文件要求，由

各中学申报、各地区项目工作小组选拔推荐产生，已由省级管

理办公室报送国家管理办公室备案，本年度申报学员只能在已

备案学校中产生。参与中学负责推荐品学兼优、学有余力、对

基础学科具有浓厚兴趣的中学生；组建本校“英才计划”工作

小组，指派专人负责日常工作，配备学科教师支持学生开展课

题研究；建立与导师团队、省级管理办公室的有效沟通机制，

实时反馈培养工作开展情况；将“英才计划”纳入本校研究性

学习课程、学科拓展课程、科技选修课程、创新实践课程等课

程体系；对学生培养活动进行督促和检查；协调保障学生参加

培养时间；积极与导师沟通培养情况，并参加重要培养活动；

组织学生交流，分享培养心得体会；对中学教师组织和指导学

生科研实践计入教育教学工作量，作为职称评聘、业绩考核的

参考；进一步加强校内宣传与宣讲，扩大受益面；完成年度工

作总结，协助做好各项保障工作；重点加强对学生毕业去向进

行追踪。

— 8 —

中学共同参与实施。吉林省管理办公室设在吉林省青少年科技

中心，承担“英才计划”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一）参与高校

参与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具体

部门（如教务处、科研处等）负责协调和组织工作实施，将“英

才计划”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相结合，共同部署，共

享资源，协同落实。具体职责包括推荐导师人选；协助省级管

理办公室做好学生笔试、面试等选拔工作；开放学校优质科技

教育资源，推动培养工作与学校特色优势资源、特色活动相结

合；组织学生参加科学实践、实习、学术报告等活动；拓展学

生国际视野，组织推荐学生参加国外夏令营、研讨会、短期考

察等国际科技交流活动；将导师及团队指导学生计入教育教学

工作量，作为职称评聘、业绩考核的参考；推动基础教育阶段

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完成年度工作总

结，协助做好各项保障工作；配合做好工作评估等。

（二）各地科协、教育局

组建本地区“英才计划”领导小组，由科协、教育部门有

关同志组成，日常工作由各地科协项目负责人承担。“英才计

划”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本地区参与中学名额分配工作（详

见附件 2），各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地区内部分配，如

名额不足可以地区为单位向省级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经

省科协、省教育厅同意后方可增加申报计划，上浮额度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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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报全国管理办公室审核备案。面试重点考察学生的科学兴

趣、科技创新经历和未来发展方向，导师面试意见要存档，以

备查询。

（六）组织师生见面会

2022年 12月 19-31日：省级管理办公室及高校组织导师、

学生、中学指导教师和家长共同参加师生见面会；导师与学生

以及中学指导教师进行对接。

（七）学生培养

2023年 1-12月：学生进入正式培养阶段。导师根据学生

兴趣和实际情况提出培养计划，师生共同实施。省级管理办公

室和高校适时开展中期评价，组织学生参加冬令营、夏令营、

野外科学考察等综合实践活动。

（八）年度评价与总结验收

2023年 11-12月：省级管理办公室、高校和中学撰写并提

交年度工作总结和验收材料。全国管理办公室对全部学生进行

年度评价，对年度工作进行总结验收。

五、其它要求

（一）疫情防控

各方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压实压紧疫情防

控责任，落实落细防控措施，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防疫工

作，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属地防控要求，动态调整培养方案和

防疫方案，确保项目实施过程安全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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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度安排

（一）推荐导师

2022年 11月 4日前：省科协和省教育厅制定“英才计划”

项目工作实施方案，参与高校推荐符合条件的导师，经省级管

理办公室审定后，导师在网络工作平台（www.ycjh.org.cn）录

入个人和培养团队信息。

（二）学生网上报名，省级管理办公室审核

2022年 11月 11-19 日：参与中学按照标准和程序，推荐

本校符合条件的中学生在网络工作平台报名并选报相关导师，

由中学管理员审核通过后，报名完成。中学要对所有推荐学生

进行校内公示，公示通知留存省级管理办公室备案。省级管理

办公室完成审核工作。

（三）学生学科潜质测试

2022年 11月 26日-12月 4日：通过审核的学生统一参加

由省级管理办公室及高校共同组织的在线学科潜质测试，测试

全程进行录像监控（具体测试时间、地点、要求另行通知）。

（四）确定面试名单

2022年 12月 5日-9日：省级管理办公室及高校结合学生

学科潜质测试结果，确定进入面试名单。

（五）导师面试，报送学生名单

2022年 12月 10-18日：省级管理办公室及高校按学科组

织面试工作，确定入选学生名单。省级管理办公室将入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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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学员名额分配表

地地区区
可可申申报报人人

数数上上限限
单单位位 联联系系人人 电电话话

中省直

6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田 爽 13596038052

40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赵家盈 13924093346

40 吉林省实验中学 李明明 18628798830

30 长春外国语学校 李钟琦 13689811821

长春市 200

长春市第二中学 李 阳 18686539724

长春市第六中学 姜明南 13354318865

长春市第八中学 龙杨杰 13943130822

长春市十一高中 赵春辉 15604404315

长春市实验中学 申泽俊 15044105001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胡明浩 13756169373

长春北湖学校 马 宁 13578726309

长春市第一五〇中学 李春辉 18343178969

长春市文理高中 周磊鑫 18946767536

农安县实验中学 李良作 15943171599

吉林市 60

吉林市第一中学 李晓影 18543222401

吉林松花江中学 吕清源 13147740963

吉林市亚桥高级中学校 李 静 15124484810

吉林市实验中学 王思远 18543221780

吉林江城中学 宋志刚 155265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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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保障

省级管理办公室为入选学员购买培养期内人身保险，为学

生参与培养活动及假期实践活动提供安全保障。学员到高校参

加培养期间的交通安全由家长负责。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 孙梦雪， 0431-85261351

通讯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6255号吉林省科协 405室

邮政编码：130021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王振吉，0431-8272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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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学员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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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导师简介

吉林大学（招募学生 75 人）
序

号

导师

姓名

指导

学科

所在

学校
个人简介 研究方向

1 李辉来 数学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

学校大学数学教指委委员、全国

高等学校教研会数学学科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吉林省数学教指委

副主任委员，吉林省教学名师。

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分数阶微

分方程、数学文化方面的研究。

2 易英飞 数学
吉林

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Killam
Memorial讲习教授，吉林大学柔

性引进人才。

主要研究随机微分方程稳态测

度，随机离散网络的同步化等，

可应用于天体、气象、机器学习

等科研领域。

3 张然 数学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数

学学院院长兼公共数学中心主

任，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数学

会计算数学分会理事，吉林省运

筹学会理事长以及中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学会常任理事。获中国青

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

主要从事非标准有限元方法的

数值分析、相关软件平台的开

发，及其在高分子材料等领域应

用的研究，带领团队自主开发独

立于商用计算平台的对航空轮

胎综合性能仿真数字设计一次

计算平台，定制复杂工况下航空

轮胎本构关系的核心数字设计

软件等。

4 刘磊
计算

机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高等

学校软件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吉

林大学）主任，吉林省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

省教学名师，现为吉林大学计算

机软件与理论重点学科学术带头

人。

主要从事程序设计语言与实现

技术，软件形式化方法，云计算，

软件工程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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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中省直学校，如名额不足，可直接向省级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上

浮额度原则上不超过上限的 50%。

2. 所有参与学校日常联络负责人请尽早加入 qq群 306478853，跟进学生

申报工作。

地区
可申报人

数上限
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延边州 50

延边第二中学 周国华 13069096927

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 路则飞 13943378828

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 刘国威 13179152776

珲春市第二高级中学 朴春松 13596510619

四平市 45

四平市实验中学 胡文涛 15144616282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李 刚 13843417581

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张 艳 13944425491

白山市 15 白山市第二中学 李义慧 15568142696

通化市 15 通化市第一中学 徐善勇 13943595155

梅河口市 15 梅河口市第五中学 蒋君辉 15843572452

松原市 30
前郭县第五中学 刘广超 13943877897

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 祁国良 1389412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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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导师简介

吉林大学（招募学生 75 人）
序

号

导师

姓名

指导

学科

所在

学校
个人简介 研究方向

1 李辉来 数学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

学校大学数学教指委委员、全国

高等学校教研会数学学科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吉林省数学教指委

副主任委员，吉林省教学名师。

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分数阶微

分方程、数学文化方面的研究。

2 易英飞 数学
吉林

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Killam
Memorial讲习教授，吉林大学柔

性引进人才。

主要研究随机微分方程稳态测

度，随机离散网络的同步化等，

可应用于天体、气象、机器学习

等科研领域。

3 张然 数学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数

学学院院长兼公共数学中心主

任，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数学

会计算数学分会理事，吉林省运

筹学会理事长以及中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学会常任理事。获中国青

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

主要从事非标准有限元方法的

数值分析、相关软件平台的开

发，及其在高分子材料等领域应

用的研究，带领团队自主开发独

立于商用计算平台的对航空轮

胎综合性能仿真数字设计一次

计算平台，定制复杂工况下航空

轮胎本构关系的核心数字设计

软件等。

4 刘磊
计算

机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高等

学校软件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吉

林大学）主任，吉林省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

省教学名师，现为吉林大学计算

机软件与理论重点学科学术带头

人。

主要从事程序设计语言与实现

技术，软件形式化方法，云计算，

软件工程相关的研究。

2023 年吉林省“英才计划”导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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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中省直学校，如名额不足，可直接向省级管理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上

浮额度原则上不超过上限的 50%。

2. 所有参与学校日常联络负责人请尽早加入 qq群 306478853，跟进学生

申报工作。

地区
可申报人

数上限
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延边州 50

延边第二中学 周国华 13069096927

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 路则飞 13943378828

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 刘国威 13179152776

珲春市第二高级中学 朴春松 13596510619

四平市 45

四平市实验中学 胡文涛 15144616282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李 刚 13843417581

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张 艳 13944425491

白山市 15 白山市第二中学 李义慧 15568142696

通化市 15 通化市第一中学 徐善勇 13943595155

梅河口市 15 梅河口市第五中学 蒋君辉 15843572452

松原市 30
前郭县第五中学 刘广超 13943877897

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 祁国良 1389412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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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琰铭 物理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等。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2项和

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Walter
Kohn奖。任中国物理学会凝聚态

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吉林省物理学会理事长。

主要从事高压下凝聚态物质的

结构与性质研究。

12 邹勃 物理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特聘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压力响应材料设计和

高压相材料截获的研究。

13 张汉壮 物理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2021年度杰

出教学奖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人员，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

者，吉林省高级专家，全国普通

高校力学课程研究会理事长，中

国大学先修课程（CAP）试点项

目物理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从事材料超快动力学研究、

量子点发光器件研究

14 吴永革 生物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生物

技术、生物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省级精品课负责人，中国

慕课大学先修课（MOOCAP）学

术委员会生物科学分委会委员。

主要针对肿瘤等重大疾病和重

大传染病开展基因工程抗体药

物和基因工程疫苗研究。

15 滕乐生 生物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大

人才工程青年项目入选者，全国

生物制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吉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

得者，第十六届吉林省青年科技

奖特别奖获得者

主要从事药物新制剂的应用基

础研究、技术研发及产品转化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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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亮
计算

机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安部

信息安全技术专家，中国教育部

网络技术与应用软件工程中心主

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开放系统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

会体系结构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高性

能计算，大数据，计算机网络软

件，网络安全方向研究

6 周丰丰
计算

机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美国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高级会

员，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主要从事大数据挖掘、深度学

习、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多

标签学习等大数据核心算法研

究。

7 冯守华 化学
吉林

大学

中科院院士，国际水热与溶剂热

化学协会（ISHA）主席。

长期从事无机合成与材料化学

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无机功能材

料的合成化学、新概念半导体合

成等方面取得了创新和系统的

研究成果。近年来，从化学-医
学交叉角度围绕人类的共同挑

战——癌症，展开了积极的研

究，探寻肿瘤标志物分子并建立

可视化模型为癌症的早期筛查

提供独特视角。

8 孙俊奇 化学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2020年入选中国化学

会首届会士，荣获中国化学会青

年化学奖(2007年)、第十届中国

化学会-巴斯夫公司青年知识创

新奖（2019年）和中国化学会高

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2021
年）。

主要从事聚合物膜及自修复可

循环利用聚合物材料的研究，包

括：聚合物膜界面组装的新方

法，多功能集成膜材料，自修复

与可循环利用聚合物材料等。

9 张皓 化学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

江学者(青年学者)，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获得者，《中国化学快

报》编委。

主要从事聚合物基纳米复合材

料照明显示和生物医学相关研

究。

10 邹广田 物理
吉林

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吉林大学

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名誉主任。

高压物理和超硬功能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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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琰铭 物理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等。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2项和

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Walter
Kohn奖。任中国物理学会凝聚态

理论与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吉林省物理学会理事长。

主要从事高压下凝聚态物质的

结构与性质研究。

12 邹勃 物理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特聘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压力响应材料设计和

高压相材料截获的研究。

13 张汉壮 物理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2021年度杰

出教学奖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人员，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

者，吉林省高级专家，全国普通

高校力学课程研究会理事长，中

国大学先修课程（CAP）试点项

目物理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从事材料超快动力学研究、

量子点发光器件研究

14 吴永革 生物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生物

技术、生物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省级精品课负责人，中国

慕课大学先修课（MOOCAP）学

术委员会生物科学分委会委员。

主要针对肿瘤等重大疾病和重

大传染病开展基因工程抗体药

物和基因工程疫苗研究。

15 滕乐生 生物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大

人才工程青年项目入选者，全国

生物制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吉林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

得者，第十六届吉林省青年科技

奖特别奖获得者

主要从事药物新制剂的应用基

础研究、技术研发及产品转化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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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亮
计算

机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安部

信息安全技术专家，中国教育部

网络技术与应用软件工程中心主

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开放系统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

会体系结构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高性

能计算，大数据，计算机网络软

件，网络安全方向研究

6 周丰丰
计算

机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美国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高级会

员，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主要从事大数据挖掘、深度学

习、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多

标签学习等大数据核心算法研

究。

7 冯守华 化学
吉林

大学

中科院院士，国际水热与溶剂热

化学协会（ISHA）主席。

长期从事无机合成与材料化学

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无机功能材

料的合成化学、新概念半导体合

成等方面取得了创新和系统的

研究成果。近年来，从化学-医
学交叉角度围绕人类的共同挑

战——癌症，展开了积极的研

究，探寻肿瘤标志物分子并建立

可视化模型为癌症的早期筛查

提供独特视角。

8 孙俊奇 化学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2020年入选中国化学

会首届会士，荣获中国化学会青

年化学奖(2007年)、第十届中国

化学会-巴斯夫公司青年知识创

新奖（2019年）和中国化学会高

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2021
年）。

主要从事聚合物膜及自修复可

循环利用聚合物材料的研究，包

括：聚合物膜界面组装的新方

法，多功能集成膜材料，自修复

与可循环利用聚合物材料等。

9 张皓 化学
吉林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

江学者(青年学者)，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获得者，《中国化学快

报》编委。

主要从事聚合物基纳米复合材

料照明显示和生物医学相关研

究。

10 邹广田 物理
吉林

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吉林大学

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名誉主任。

高压物理和超硬功能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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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良云 数学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第五

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新世纪

科学技术优秀人才、长春市第七

批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首批优

秀创新创业导师，首批“东师学

者”青年学术骨干。

主要研究方向是李超代数及其

应用。

5 高夯 数学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教学名师、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全国模范教师。获国家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二项，获教育部自然科学

二等奖一项。

主要从事分布参数系统控制理

论的研究工作。

6 冀书关 数学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

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突出贡

献专家（省政府津贴专家）。曾

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

名奖、吉林省青年科技奖、吉林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吉林省高等

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主要从事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研究。

7 徐英祥 数学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

学计算数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徐

英祥国际合作交流广泛，多次出

访瑞士日内瓦大学和美国堪萨斯

大学。曾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项、青年基金 1项、

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 2项，在国

际重要 SCI 杂志发表论文 30 余

篇、EI 论文 3篇。

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偏微分方程

区域分解算法、时间并行算法、

动力系统的数值分析。如在微分

方程快速数值算法研究中，在优

化施瓦兹方法基本理论方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优化施瓦

兹区域分解方法的全新分析手

段、提出了 min-max 问题渐近求

解的一种新方法；研究成果在

Cahn-Hilliard 方程、最优控制、

两相流体、界面传热等问题的研

究中得到了重要应用。

8 李金环 物理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党

委书记、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师

范专业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主

任、《物理实验》杂志执行主编。

吉林省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

奖。曾获吉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

果一等奖等。

主要从事光学检测、教师教育等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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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招募学生 30人）

序

号

导师

姓名

指导

学科

所在

学校
个人简介 研究方向

1 宫磊 生物

东北

师范

大学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遗传

学、生物信息学及计算生物学双

博士学位，2015 年加入东北师范

大学分子表观遗传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国家“千人计划”青年

项目、吉林省优秀青年、吉林省

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吉林省第

六批拔尖人才第三层次人选、东

北师范大学“实践育人标兵”。

曾获 2021“强国青年科学家”提

名奖、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等。

在科研上主要从事植物基因组

学、表观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等

大方向，在核质协同进化、 染

色质构型、表观遗传修饰等领域

取得多项创新科研成果。如探究

了植物杂 交成种过程中如何克

服核质比例失衡及核质之间的

遗传冲突，阐明杂交种和异源多

倍体的核 质协同进化模式和分

子机制，开辟了进化领域新的研

究方向。

2 刘宝 生物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2015 年至今连续

入选爱思唯尔“农业与生命科学”

领域高被引中国学者。作为主要

完成人获吉林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4 次。作为负责人带领的教师团

队获批吉林省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

长期从事植物遗传与进化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课

题）、重点、面上项目，国家转

基因专项（任务），973、863 课

题等项目 20 余项。负责学校“生

命与生态环境”双一流培育学科

建设项目。

3 王岭 生物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

学草学学科负责人，植被生态科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

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

多年来一直围绕草地放牧 动物

管理与可持续利用，开展草地放

牧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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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剑钢 物理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

学物理学院院长、凝聚态物理学

科负责人、紫外光发射材料与技

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东

师仿吾青年学者、“长白山人才

工程”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主要从事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

物性研究，新型导电材料及其应

用，近年来承担和完成了国家科

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防科

工局和军委装发部重点项目以

及吉林省“双十攻关”和“产业

联盟”项目等重大科研项目，研

究成果被航天科技集团采用，为

解决我国航天领域的“卡脖子”

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10 衣学喜 物理

东北

师范

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

学量子科学中心主任。首批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教育

部优秀青年教师、长白山学者特

聘教授、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

选者。曾获吉林省黄大年式科研

团队（队长）称号、明德教师奖、

吉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 1

名）等。作为主审出版《量子力

学》教材和《量子力学习题精讲》

各一部，参编《量子力学新进展》

2部。

主要从事量子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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