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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级化学（强基计划）本博衔接培养方案

一. 学科简介

浙江大学化学系始建于 1915 年，是首批国家重点一级学科、首批“双一流”建设学科，

拥有化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在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化学系已发展成为培

养学术领袖与行业精英的摇篮，解决国际科学前沿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创新源，服务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和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交流的一流平台，培养和造就了钱人元、沈家

骢、沈之荃、麻生明等 29 位中国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科学家、教育家和先进人物；现

有师资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达 50 人以上，其中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13 人，国

家级优秀青年人才 26 人；拥有“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等国家级人

才培养平台，荣获包括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在内的多项荣誉。

二. 培养定位

发挥化学学科的综合优势，突出化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以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为导向，培养一批学术志向坚定、专业兴趣浓厚、具有家国情怀、

德才兼备的未来化学科学家或与化学关联性强的国家急需专业领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三. 学制模式

采用 3+1+X 的学制模式，其中 3为本科阶段，X 为直博或硕博阶段，中间的 1为衔接

阶段。3+1 为完整的本科培养阶段，1+X 为完整的研究生培养阶段。

四. 培养特色

1.本研衔接培养。实施一体化设计、全周期评价的本博衔接培养。本科阶段坚持厚

基础、强专业导向，加强专业基础教育、学术前沿引领和科教深度融合培养，强化学生学

习使命感，夯实逐梦未来的坚实基础。博士阶段依托前沿科学中心等平台基地，结合国家

重大研究项目，在顶尖科学家的全过程指导下，开展沉浸式、实战化的创新能力培养。

2.“1+N”本研转段方向。在本科培养基础上设置“1+N”的博士培养方向，其中

“1”表示学生主要在化学学科方向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N”表示学生可根据专业志趣并

结合实际情况，申请到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工、能源动力等

方向进行交叉培养。

3.全员国际化培养。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优势，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顶尖学科的深

度合作，面向国家需求、指向国际前沿，为每一位学生创造与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学科、

顶尖学者进行合作培养或交流的机会，加深学生对全球学术与科技前沿的理解认识，增强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全球格局，引领学生将个人价值与家国情怀、全球担当相融并进。

五. 分阶段培养方案

（一）本科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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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扎实数理基础，掌握坚实化学专业知识，拥有较强实验动手能力、良好创新

意识与宽阔国际视野、较强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在新材料、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具有强有

力发展潜力的复合型领军和创新人才。

毕业要求
毕业生应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人格健全，身心健康；

2.恪守求是精神，具备创新思维；

3.牢固掌握数学、物理、计算机等基础知识；

4.能从分子视角认知世界，谙熟分子结构、分子凝聚态结构和性质的内在关系；

5.具备分子设计、绿色制备、可控组装和机理认知的能力；

6.具备自主获取、理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7.具备开展探索性科研活动的能力；

8.具备用中、英文表述专业问题的能力；

9.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及领导力。

专业核心课程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Ⅰ、有机化学Ⅱ、有机化学Ⅲ、分析化学Ⅰ、分析化学Ⅱ、物理

化学Ⅰ、物理化学Ⅱ、物理化学Ⅲ、结构化学 I、结构化学 II、结构化学 III、合成化学

实验（上）、合成化学实验（下）、化学测量学实验（上）、化学测量学实验（下）

（二）衔接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通过学科交叉、课程递阶衔接、研究方向连续一贯等举措，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为学生后续博士阶段培养打下良好学科基础、养成较好科研规范。

（三）博士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投身学术前沿领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化学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原始创

新精神，能独立从事化学学科领域及相关交叉学科方向创新性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

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层次研究型创新人才

和领导者。

重点举措
1.紧密结合国家战略科研创新任务，探索与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

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等建立联合培养育人机制，鼓励学生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和创新实践平

台，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2.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及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设置探索性或多学科交叉性研

究项目，引导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开展自由探索，提高学科交叉能力，培养学生

解决现实问题的系统分析与系统集成能力，培养学生科学创新精神、大工程观和大系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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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托国家公派留学、浙江大学资助研究生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等，为每一

位学生提供一次国际合作与交流资助。鼓励学生参与重大国际挑战或者国际合作项目，提

供更多的海外学习与科研交流机会，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各领域方向的博士培养方案（以化学方向为例）

化学

培养目标 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在无机化学、材料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方向具备扎实的化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宽广的知识面、具有独

立从事化学及化学相关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能力的专门化学人才。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0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15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9 学分），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 1 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

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一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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