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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大事记

1941年

成立广西师范专科学校
理化专修科

1942年

理化专修科
更名为理化系

1953年

成立广西师范学院物理科

1956年

更名为广西师范学院物理系
开始招收广西高等师范
物理学专业首届本科生

1985年

成立广西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研究所

1993年

理论物理专业
获硕士学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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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更名为物理与电子科学系

1997年

物理与电子科学系从
王城搬迁至育才校区

2005年

更名为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是在

1941年成立的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理化专修科的

基础上逐步建立的二级学院，位于广西师范大学

育才校区。 学院拥有物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1个，广西核物理与核技术重点实验室等

省部级平台6个；拥有小型加速器质谱仪、穆斯

堡尔谱仪等用于开展现代核分析应用基础研究

的仪器设备， 以及完备的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

学、光学传感制备和测试实验平台。近五年来，

学院教师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多项，科研

总经费6500多万元；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30余

项，包括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1项；省部

级科研项目50余项，包括广西创新驱动发展专

项项目1项，广西创新团队项目1项，广西高等

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项目2项，广西“十百千”

人才项目1项， 广西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

目4人；获得广西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三等

奖1项，“广西青年科技奖”获得者3人。 发表

SCI/EI 学术论文近200篇，获授权中国国家发明

专利10余项。

学院现有教职工92人， 其中专任教师70人，

具有教授职称28人、副教授职称18人，具有博士

学位56人。其中，全国先进工作者1人，全国模范

教师1人，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1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

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

1人，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1人，

广西高层次人才 E 类人才2人，广西高校百人计划2

人。现有1个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1个系统科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物理学下设置有粒子物理与原子

核物理、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等4个二级

学科方向；有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科学教育等2

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有学科教学（物理）、科

学与技术教育、材料工程（材料与化工类）等3个专

业学位硕士点。有物理学、科学教育和测控技术与

仪器等3个全日制普通本科专业；其中，物理学为

国家级特色专业和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科学教育为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现有核

物理与核技术、粒子物理、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

光学与系统分析集成、凝聚态物理与材料物理、物

理教育和兴华科学教育等团队。

2009年

更名为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2003年

更名为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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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华

党委书记

魏代会

党委副书记
院长

韦东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孙小军

副院长

胡君辉

副院长
欧立

副院长

现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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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隶属于广西核物理与核技术重点实

验室、现代核分析技术及应用广西高校重点

实验室。 团队成员9人， 其中正高级职称7

人，副高级职称1人，博士7人。拥有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广

西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1人、广西“十百千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1人、广西高层次

人才 (E 类 )1人、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2人、广西高校卓越学者2人、

广西青年科技奖获得者4人。团队入选广西

创新团队、2次入选广西高校高水平创新团

队。研究涵盖原子核质量公式、微观动力学

输运理论、核态方程、重离子熔合反应、超

重核合成、核裂变、轻核反应理论、核数据

评价、加速器质谱技术、密度泛函理论、奇

异核结构、高自旋态核结构等方向。

学科团队

核物理与核技术

副高
职称

9人

正高
职称

团队
成员

其
中

目
前

7人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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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广西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主要
研究方向为原子核质量公式、重离子熔合反应。发表学术
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以第一完成人获
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1项、广西青年科技奖等奖项。

广西高校卓越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加速器质谱技术
及应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3项。 主
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及多项纵横向项目。以第一完成人获
省部级科技奖三等奖2项、广西青年科技奖等奖项。

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选。主
要研究方向为奇异核结构、高自旋态、核物理实验。发表
学术论文1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3项。主持国家级科研
项目2项及多项省部级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主要研究方向
为原子核结团结构、中高能核散射及核反应、中能重离子
相互作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
项。获得广西科技进步奖、广西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奖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原子核结构、核对称能、密度泛函理
论。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2项，获
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3项、广西自然科学优秀论文等奖项。

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核反
应理论研究及其在核数据库中的应用。发表学术论文20余
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及多项纵横向项目。以第一完
成人获省部级科技奖三等奖1项、广西青年科技奖等奖项。

主要研究方向为原子核质量模型、原子核结构。发表
学术论文9篇。主持市厅级科研项目1项，获省部级科技奖
二等奖1项。

王宁

博士 , 二级教授
杨永栩

二级教授

广西高校卓越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高能重离子反
应、核物质状态方程及对称能。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
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 主持广西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项
目。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1项、广西青年科
技奖等奖项。

欧立

博士，教授
孙小军

博士，教授

沈洪涛

博士，教授
刘敏

博士，教授

周厚兵

博士，副教授
李涛 

硕士，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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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论文发表及科研立项情况重
要
研
究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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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学技术奖证书

自然科学类

二等奖2项
三等奖1项

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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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有教学科研人员8人，其中正高级

职称3人，副高级职称2人，具有博士学位

8人，硕士生导师7人，广西高层次人才（E

类）1 人， 广西高校百人计划 1 人。 研究方

向涵盖（类）粲偶素和轻强子谱实验研究、

强相互作用有效理论、奇特强子态的动力学

产生及其结构效应、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性

质、QCD 相变等， 是国内少有的同时开展

夸克层次与强子层次，高能物理实验与理论

研究的团队。“十三五”期间， 团队共主持

科研项目2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2项，总

研究经费770余万元；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50余篇。

粒子物理

副高
职称

8人

正高
职称

团队
成员

其
中

目
前

3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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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中国物
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委员，广西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
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实验
数据分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发表高水平论
文50余篇。

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引力 / 规范对偶在凝聚态系统中的应
用以及超共性场论中的量子可积性等，发表高水平论文3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强子物理理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4篇。

广西高层次人才（E 类），广西高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百人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高能核物理理论；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

广西物理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强子物理理论方向的研
究，主持 /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发表高水平论
文50余篇。

主要从事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研究方向为轻强子物理、
新型强子态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发表高水
平论文6篇。

广西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实验物理分析，研究方向为粲偶素及类粲偶素性
质及衰变机制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发表高
水平论文10余篇。

研究方向为高能物理实验与唯象学。发表高水平论文
7篇。

魏代会

博士 , 教授
BESIII 国际合作组成员

梁伟红

博士，教授

郭云

博士，教授

廖广睿

博士，副教授
BESIII 国际合作组成员

白楠

博士，副教授

秦丽清

博士，工程师
BESIII 国际合作组成员

牛娟娟

博士，讲师

林裕富 

博士，STAR 国际
合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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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文1
轻标量介子的分子态结构特性检验 

自旋 - 宇称的轻标量介子结构是强子物理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创

新性地提出重味介子弱衰变过程中产生轻标量介子共振态的赝标介子 - 赝标介

子重散射机制，使重味介子弱衰变过程可作为检验强作用低能有效理论以及轻

标量介子分子态结构特性的很好场所，并对等介子的一系列衰变过程进行了系

统研究，相关成果形成10余篇论文，发表于 PLB、PRD、EPJC 等重要学术期

刊。该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从理论上很好地解释了已有的相关实验数据，还从多

方面验证了轻标量介子的分子态结构特性，同时对 BESIII、LHCb 等大科学装

置今后的实验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并给出了一些可供实验检验的理论预言。

重要论文2
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中夸克偶素物理的研究 

从有限温度量子场论出发，基于硬热圈重求和技术，微扰研究了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粘滞效应对于重夸克势能函数的修

正，并定量分析了夸克偶素在非理想介质中的物理性质；基于最新的格点 QCD 模拟结果，发展了（复值）重夸克势能函数的

唯像模型，成为当前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定量上为夸克偶素研究提供关键信息的模型之一。上述研究工作均发表于国际主流期

刊，其中以项目组成员为主的 5 篇代表性论文的引用已达300余次，在国际国内同行间引起了较高的关注。

重
要
研
究
成
果

“十三五”科研项目立项情况

代表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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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文3
                                衰变机制的精确研究 

基于 BESIII 实验采集的13亿       数据，应用模型依赖和模型无关两种参数化方

式对                过程的衰变机制开展了精确研究。论文的重要创新点有：1. 首次在该

过程中观察到            的贡献。2. 首次明确了除                        及其干涉外，仍需引入

额外的贡献：box anomaly 或            。3. 模型无关的研究结果表明引入 P 波函数的二

次项是必需的。该衰变机制的测量结果是世界上最高的测量精度，解答了困惑人们30

余年的                 衰变机制的问题，对于低能区 QCD 的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

成果已在 PRL 期刊上发表。

“十三五”论文发表情况

代表性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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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有教学科研人员12人， 其中正高

级职称8人， 副高级职称2人， 具有博士学

位9人。团队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计算机

仿真为基础，开展智能交通、应急疏散和复

杂网络的数理建模及优化调控研究，是国内

最早从事交通流动力学建模及复杂网络研究

的团队之一。在交通流理论、复杂网络的同

步、传播和优化控制等方面成果显著，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10项。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一

等奖2项、 二等奖1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2项，省部级高校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项。

统计物理与复杂系统

副高
职称

12人

正高
职称

团队
成员

其
中

目
前

8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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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算物理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自主体复杂系统、
交通流理论及应急管理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2项和广西教育厅重点项目1项，获广西
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

邝华

博士 , 教授

主要从事混沌控制与同步、 复杂网络等方面的研究；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获得广西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项，发表高水平文章60余篇。

唐国宁

博士，二级教授

主要从事复杂网络上动力系统的传播和同步的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教育部重点项目1项，广西杰
出青年基金1项，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

赵明

博士，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 B 类学者。主要从事交通系统建模
与仿真、智能交通系统中的信息传输与控制等研究。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3项，发表高
质量学术论文50余篇。

彭光含

博士，教授

主要从事用元胞自动机模型研究复杂系统的动力学行
为。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16篇。

邓敏艺

教授

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软物质、
微纳米尺度力学工作研究；已主持完成两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10余篇。

阳丽

博士，教授

主要从事强关联电子系统中奇异量子效应以及哈伯德
模型中的非平衡量子相变行为研究，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
表论文10多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杜亮

博士，教授

从事非线性科学、纳米生物光子学等方向的研究，在
国内外发表了学术论文90多篇，曾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科技进步二等奖、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科技成果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亿利达奖各1项。

刘军贤

博士，教授



16    /格 物 穷 理   · 知 行 合 一

主要从事元胞自动机和格子 Boltzmann 方法的应用研
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发表高水平论文10余篇。

谭惠丽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研究蛋白质聚
集以及小分子、纳米颗粒对蛋白质聚集影响的热力学性质。

莫玉香

博士，工程师

主要从事磁性器件中自旋电子输运性质、自旋卡洛电
子学、磁性隧道结和磁性多层膜磁电阻研究。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项。

唐慧敏

博士，讲师

主要从事交通流建模、复杂系统仿真及非线性物理的
应用研究。主持及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余项，获广
西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

白克钊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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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有教学科研人员21人， 其中正高

级职称5人， 副高级职称4人， 具有博士学

位13人。该团队是国内较早开展光纤光栅传

感技术应用基础研究的团队之一，拥有1个

广西高校校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与中电34

所、广西科学院、桂林市光明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等院所企业长期保持联合培养研究生和

技术攻关的合作关系。主要开展光学传感与

检测、量子光学与拓扑光学、微纳光子学、

应用光谱与生物医学光子学、表面等离激元

光学、热电子光探测器和非线性光学等领域

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光学与系统分析集成

副高
职称

21人

正高
职称

团队
成员

其
中

目
前

5人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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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光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委员。从
事光纤传感技术和非线性光学等方向的研究，主持国家级
和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近20篇，专
利成果转化8项。

胡君辉

博士，教授

从事光纤传感和光纤通信等方向的研究。主持和参与
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5项，包括主要参与“ 863”项目2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
入选第一届广西高校中青年百名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

秦子雄

博士，教授

从事非线性科学、纳米生物光子学等方向的研究，在
国内外发表了学术论文90多篇，曾获广西区政府科技进步
二等奖、广西区高校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国科学院亿利达
奖各1项。

刘军贤

博士，教授

主要从事光纤传感技术的研究。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
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各1项，
主持在研国家级项目1项，发表 SCI/EI 论文近10篇。

唐剑

博士，副教授

从事系统集成方面的工作，具体在超声波检测及光纤
检测技术及其设备集成方面有优势。主持参与各种项目十
多项， 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申请发明专利5
项。

王力虎

博士，教授

从事系统集成方面的工作，具体为肌电信号分析及控
制及机器学习算法研究。现担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桂林贝贝特电子
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高管。

陈若航

博士，研究员

主要从事无线与通信、工业自动化控制以及特殊传感
技术的研究。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4项，获批各项发明专利
12项。

潘福东

硕士，高级工程师

致力于指导本科学生参加各类课外科技学术活动取得
过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二等奖，“挑战杯”二等奖，
第四届“人教杯”大学生物理教学技能大赛物理教具一、二
等奖。2006年及2012年被评为校实验室先进工作者。

梁维刚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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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表面等离激元光学、热电子光探测器器和非
线性光学等方向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发表
SCI 论文4篇，国家发明专利1项。

邵伟佳

博士，副教授

主要从事计算机技术、光学系统设计等研究。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与广西科技计划重点研发项目
1项，主持横向项目1项；获发明专利授权1项，软件著作
权1项；发表学术论文8篇。

萧华鹏

硕士，工程师

主要从事非线性电路稳定性分析及控制应用、电力电
子系统性能及语音信号分析及应用。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3项。

黄良玉

博士，副教授

主要从事光纤器件、光纤传感技术和生物光子学等研
究。发表 SCI/EI 论文9篇，主持完成项目1 项，参与在研
项目1 项；申请专利4项，转化2项。

陆杭林

博士，讲师

主要从事经典波动系统的中拓扑效应研究。主持在研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项，发表 SCI 论文20余篇。

王海啸

博士，讲师

主要从事光学技术无创获取生物医学信息的研究工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1项， 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二
区论文6篇，获2项相关的发明专利。

黎远鹏

博士，讲师

主要从事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方向理论计算的研究。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主持在研省级项目3项，
发表 SCI 论文10余篇。

田雪冬

博士，讲师

主要从事微纳光学、非线性光学等方向的研究。主持
省级科研项目1项，在国内外非线性光学领域权威刊物上发
表高水平论文5篇。

王咏梅 

博士，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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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光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 THz 光谱技术、光电检测
等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主持广西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广西光电检测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和机械传动与制造工程湖
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各1项；发表 SCI/EI 论文6篇。

涂闪

硕士，讲师

主要从事系统集成及其方法研究方向以及工业自动化
控制方向的研究工作。

符可鹏

硕士，讲师

光学研究平台管理的主要负责人。主要从事光栅传感
技术及应用等方向的研究。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2
项，发表学术论文3篇。

陶维俱

硕士，实验师

主要从事智能控制的相关研究工作。主持或者参与多
项省部级、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发表多篇科研和教改
论文，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

马姝靓

硕士，讲师

主要从事智能仪器设计和图像处理相关的研究工作。发
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2项，市厅级项目
3项；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出版学术著作1部。

李德明

硕士，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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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十三五”期间团队承担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科研项目10余项 , 横向项目2项 ,

总研究经费290万元 ; 发表高水平论文20多篇，授权专利11项，专利转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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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有教学科研成员18人， 其中正高

级职称3人， 副高级职称6人， 具有博士学

位14人。研究方向主要包含磁电纳米材料及

应用、光电纳米材料及应用、环境能源材料

及应用和材料计算物理等四个方向，是国内

少数从事低温穆斯堡尔谱实验研究的团队之

一。团队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30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10项；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100余篇。

凝聚态物理与材料物理

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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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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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主要从事功能材料
的磁性调控和纳米磁性复合材料性能研究。发表论文30余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2项，出版学术著作2部、译著1部，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主要从事纳米材料的光、电、磁性能研究。发表论文
1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

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光电功
能材料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
目4项、主持和参与广西科技计划项目5项。

主要从事关联电子系统中奇异量子效应以及非平衡量
子相变行为研究，在 Physical Review B 等国际知名刊物上
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

主要从事功能纳米材料合成与器件的研究。在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等国内外著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4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22项。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
项及省部级等科研项目多项。

主要从事单粒子模型理论及稀土金属 RFe2合金磁性能
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项。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及省部级等科研项目多项。

主要从事纳米材料的光、电、磁性能研究。在 Carbon
等国内外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主持国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
项及省部级等科研项目多项。

主要从事稀土光功能材料、表面等离子体纳米结构设
计和光谱调控及其在生物传感、能源催化、照明显示等领
域的应用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2
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 

何云

博士，二级教授
王海

博士，教授

杜亮

博士，教授
刘富池

博士，副教授

孔文婕

博士，副教授
唐妍梅

博士，副教授

龙丽珍

博士，副教授
刘军 

博士，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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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介电材料、复合多铁性材料的研发及性能调
控。 在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国内外著名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及广西师范大
学科研项目1项。

主要从事低维纳米薄膜材料的存储性能及光电特性研
究。 在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等国内外著名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 

获广西“百人计划”项目支持。主要从事柔性储能器
件制备及其界面分析研究。在国内外著名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科研项
目各1项。 

主要从事磁性器件中自旋电子输运性质、自旋卡洛电
子学、 磁性隧道结和磁性多层膜磁电阻研究。 在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等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项。 

主要从事高效纳米储能材料与器件等两方面的研究。
在 Nanoscale、2D Materials、Composites Part B 等国内
外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1项。 

主要从事低温磁有序材料和多铁性材料的研发及性能
调控。在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等国内外著名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
市厅级科研项目1项、校级重点科研项目1项。 

王丽光

 博士，副教授
唐慧敏

博士，讲师

梁晓光

博士，讲师
朱长明

博士，讲师

吕凤珍

博士，讲师
高忠贵

博士，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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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有教学科研成员15人， 其中正高

职称5人，副高职称8人，具有博士学位7人。

团队主要承担课程与教学论（物理）、学科教

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工作。研究方

向包括中学物理的教与学、物理教学法、物

理教学质量与评价、物理教学的大学中学衔

接等。团队成员均为各级各类物理教学比赛

的获奖者或评审专家，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

与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团队一直以“培养

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教育教学实践

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中学物理专任教师”为

己任，向全国，尤其是广西的基础物理教育

行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是广西物理教

育领域的领军团队。

物理教育

副高
职称

15人

正高
职称

团队
成员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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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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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师，广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培
训专家。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
成果一、二等奖核心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大学物理教育 MOOC 联盟会员。主持完成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参与多项教改项目，发表
论文20多篇。

中学正高级教师，原桂林市田家炳中学党总支部书记，
广西教育厅首批特级教师工作坊主持人，桂林市人民政府
督学。主持及参与10余项国家级、自治区级教研课题，发
表论文及参与编写专著20余篇。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广西代表队主教练。从事复杂系
统、经济物理学及物理课程与教学论、中学物理竞赛和高
考物理命题研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在国内
外刊物上发表 SCI 论文及教学研究论文共计30多篇。

研究方向为“探究性学习设计与评价”。2006年获第三
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0年获全国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成果二等奖；2014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广西师范大学首批“教学能手”，“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核心成员，三届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核心成员；主持完成教改项目6项；发表论文10多篇；注
重实验研究，自制教具近百件，获国家专利11项；指导学生
参加各级各类教学比赛获奖数十项，其中全国一等奖12项。

学校“教学能手”。研究方向为物理课程与教学论。主
持完成自治区级 A 类教改项目、教育部大学物理教指委教
改项目、 校级重点教改项目和校级教学方法改革项目各1
项，在研教改2项，参与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学校“教学能手”。研究方向为物理教育、纳米尺度力
学。 主持完成省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2项， 参与多项教
学研究项目，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
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广西师范大学“诚华青年教师奖”
等各类教学奖项近十项。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务处主任 , 桂林市学科带头
人、教学能手、物理学科特约研究员。获得广西教育科研
先进个人、“桂林市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优秀教师”、“广西
优秀物理教师”等称号及桂林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主持广西、桂林市多个课题并发表多篇论文。

张妙静

博士，教授
刘小兵

副教授

赵光平

博士，教授
阳丽

博士，教授

李劝

特级教师
潘江洪

副教授

顾国锋

教授
陈燕华 

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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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
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访问学者。广西壮族自治区考试命题
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区域质量监测项目科学组执行负责人。研究领域为科学教
育、物理教育、科学教育测评。

主要从事科学教育和教师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会员，广西首届基础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副主任委员。多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核心成员，主持多项厅级和省部级教改和科研项目；荣获

“桂林市科普大行动先进工作者”“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大
赛”优秀指导教师等。

广西优秀物理教师，桂林市学科带头人、优秀教师。曾
获广西物理优质课比赛二等奖、自治区级“优课”、桂林市
现场课比赛一等奖、市级优秀课题等奖项。指导数十名年轻
教师参加省市级“中学物理优质课”比赛获一、二等奖。

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选。主
要从事核结构的实验研究及物理教育研究，发表论文10余
篇，主持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获自治区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广西师范大学“诚华青年教师奖”、高等
教育杯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广西赛区一等奖等奖项。

主要从事中学物理教学法、教具设计及高效纳米储能
材料与器件等研究。主持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与
国家级、自治区级科研、教改项目多项。发表论文十余篇。
指导大学生国家级重点创新训练项目1项，参与指导本科生
参加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选拔赛
获铜奖。

广西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校“教学新秀”。研究
方向为实验物理、物理教育。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3项区级和校级教改项目。获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广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全国高等学校物
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广西赛区一等奖及中南赛区
三等奖。

张殷

博士，副教授
周厚兵

博士，副教授

唐绍峰

中学高级教师
廖广睿

博士，副教授

陈海深

副教授
高忠贵

博士，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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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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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现有成员8人， 其中教授1人， 副

教授2人， 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1人。 在原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国家级教学团队工作的

基础上，近年来团队致力于科技素养教育研

究与创新实践，在科学探究学习研究，科技

教育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和科技素养测评等

方面承担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研究项目，成

果突出。其中科学探究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

2006年荣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二等奖，2011年获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科学学业质量测评工

具研发，2014年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兴华科学教育

副高
职称

8人

正高
职称

团队
成员

其
中

目
前

1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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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级高校教学名
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创始人兼理
事长。兼任教育部基础教育科学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

桂林兴华科学教育研究院技术研发专员、广西师范大
学科学教育研究所兼职实验教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
会继续教育专家库成员，“兴华国际青少年科技运动会”技
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科技项目技术研发。

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实验室主任，中国自然
科学博物馆协会继续教育专家库成员，“兴华国际青少年科
技运动会”技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科学教育、科技
活动组织。

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会员，荣
获桂林市科普大行动先进工作者、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等。主要从事科学教育和教师教育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
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访问学者。广西壮族自治区考试命题
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区域质量监测项目科学组执行负责人。研究领域为科学教
育、物理教育、科学教育测评。

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专职教师，兴华平台科学
素养测评团队核心成员。研究方向：科学教育、教育测评。

兴华平台科学素养测评团队核心成员，曾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5）。研究方向：科学教育、科学
教育测量与评价。

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实验教师，曾在广西师
大附属中学担任5年高中物理教师，荣获广西实验教学说课
一等奖、全区高中微课比赛一等奖、广西高中物理优质课
比赛一等奖、物理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等奖项。

罗星凯

博士，二级教授
张殷

博士，副教授

陈海深

博士（在读），副教授
袁丫丫

硕士，助理研究员

许辉

技术研发专员
袁静

博士

陈春禧

硕士
韦显交 

实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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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培计划” 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团队自2010年起连续11年承担“国培计划 - 高中物理骨

干教师国家级研修班”示范性项目， 累积培训人数达837人，

2019年被教育部认定为首批“‘国培计划’精品培训项目”。除

“国培计划”和广西“区培计划”项目以外，团队近年来还接受

委托承担吉林省、株洲市、郑州市中原区、深圳福田区、珠海

香洲区等地科技教师培训项目，深受好评。

2. 兴华创新实践师资班

为化解科技素养教育师资短缺难题，团队创办兴华创新实

践师资班，招收渴求高质量科技教师顶岗实习机会的大学生和

研究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岗前培训。自2012年起，已连续举办

20期，迄今结业学员816人，被誉为科技素养教师培养的“黄

埔军校”。因为学习过程太特别，学员们纷纷感叹：“兴华一月，

大学四年”。

3. 科学学业质量测评项目

团队自2005年起连续16年承担八年级科学学业测评项目，

通过研制“绿色试题”对学生的科学素养做出全面的诊断性评

价，同时分析学生学业成就影响因素，以期为国家或地方做教

育决策和教学改进提供客观依据及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截至目

前，参测地方已覆盖36个地区、181个区县、1454所学校，参

测人员已达上百万名学生和数十万名教师。

4. 兴华青少年科技运动会

团队针对“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这一学校教育及评

价的短板，瞄准科技素养表现性评价大规模实施难题，2016年

创办了兴华青少年科技运动会，深受广大师生喜爱。迄今共举

办大规模赛事19场，参赛选手逾1.3万人，为此线下培训骨干

教师2696人次，线上8300人次。

特
色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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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拥有物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

广西核物理与核技术重点实验室1个，自治区级物理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科学计算与模拟实

验室、现代核分析技术及应用实验室等2个广西高校

重点实验室，以及广西教育厅校企合作平台“光通讯

与生物医药测量仪器和传感器开发平台”，学校与中

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共建的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

基地“桂林理论物理协作中心”。此外，还拥有小型

加速器质谱仪、穆斯堡尔谱仪等用于开展现代核分析

应用基础研究的仪器设备，以及完备的凝聚态物理、

材料科学、光学传感制备和测试实验平台。

学院大学物理实验中心总面积5300平方米，实

验设备7000多台（套），总资产6800万元；实验项目

数达140多项，涵盖了力、热、光、电、近代物理及

光电信息类等实验项目，其中验证及应用型实验项目

占比50%，提高综合性项目占比30%，设计型项目

占比20%。

办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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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 学院共承担各级各类

科研项目10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30

余项，省部级科研项目50余项；各类科研经

费6500多万元， 其中2020年获自治区创新

驱动发展专项资金2400万元支持；取得了多

项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科研成果，发表 SCI/

EI 论文近200篇， 其中 PR 系列等 top 期刊

论文39篇 , 高被引论文8篇； 专利成果转化

应用8项， 出版专著3本； 获省部级科研成

果奖5项。先后承担国家教学质量工程项目5

个和区级教改项目13项；获批国家精品课程

1门、自治区级精品课程1门、自治区级重点

课程1门和区级一流本科课程2门；获自治区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 此外， 我校与广西

物理学会联合主办的《广西物理》杂志是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

发行的优秀期刊。

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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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教师科研项目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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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以及深圳技术大学等院校保持长期良好的

合作关系。 近几年来学院主办 / 承办了多

次各领域的重要学术会议， 如，2021 年

全国核反应大会，2020年牡丹江合作组学

术会议，2019年强子谱和强子结构国际会

议， 以及第七届东亚加速器质谱技术国际

会议等； 同时， 还邀请了多位国内外著名

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 如， 孙昌璞院

士，张焕乔院士，高原宁院士，Oset 教授， 

Soukhovitski 教授，等等。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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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核反应会议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年会（2021-6 桂林）

2019年强子谱和强子结构国际会议2020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原宁教授讲学

2016年10月29日
孙昌璞院士等专家
对学科建设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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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学生参加师范生

职业技能大赛、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电

子设计竞赛等各类大赛屡获佳绩。 其

中， 获国家级奖项35项， 省部级奖项

49项；此外，学生发表论文总数60余

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近30篇。

“十三五”期间，学院整体平均就

业率达90% 以上， 就业率保持高位稳

定， 其中2018年学院获得该年度“广

西师范大学就业创业突出贡献单位”荣

誉称号，2020年获该年度“广西师范

大学就业创业优秀单位”荣誉称号。近

五年，学院向国家输送人才1000余人，

涵盖中小学和科研院校、党政机关、银

行、光通讯、仪器仪表、材料工程等多

个领域； 另外， 每年有20% 左右的学

生继续深造，攻读硕士 / 博士学位。

“十三五”期间学生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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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 学院坚持以高质量的校园文化活动弘扬时代主旋律，并将此作

为对全院教师和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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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地址：桂林市七星区育才路 15 号

科教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