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院本科生培养方案 

 

一、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简介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是我国建立最早的化学院系之一，其历史可

以追溯到 1893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炼铁厂创办的化学学堂。

1928年正式定名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 

建系以来，著名化学家王星拱教授、曾昭抡院士曾在此任教，对

化学学科的发展和学风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化学学院桃李满天下，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化学专业人才和优秀的科技和企业领导骨干。据不

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有十五位是化学学院

的毕业生或教师。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汇聚了众多知名学者，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

院士 3人，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2人，长江学者 6人，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 12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2 人，青年千人计划 8 人。学

院共有教授 76人，副教授 58人，有博士生导师 85人。 

学院是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分析

化学；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分子化学。拥

有教育部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教育部生物医学分析化学

重点实验室、教育部有机硅化合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和湖北省两个重

点实验室：化学电源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有机高分子光电材料重

点实验室。有国家计量论证合格单位：武汉大学测试中心。1998、1999

年，教育部先后批准在化学学院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分析化学和与电

化学三个学科设特聘教授岗位。 

经过多年的努力，学院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具有多学科交叉

特色的研究方向，科研项目涉及国防、能源、材料、环境和生命科学

等领域。分析科学、化学能源、高分子生物材料、有机功能材料、热

化学、超分子化学、无机新材料、电厂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水平处于全

国的领先地位，发表的国际三大索引论文数位居全国化学院系前列，

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1978 年以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批准武汉大学化学学院五

个二级学科有权招收博士研究生，七个学科有权招收硕士研究生。现

在，化学专业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点，涵盖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化学生物学等

六个二级学科。材料化学与物理和应用化学为博士点，化学工艺为硕

士学位授予点。近年，每年约招收 230名本科生、210名硕士研究生、



110 名博士研究生。从 1985 年设立化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接受国

内外博士后研究人员。学院接受校外访问学者、进修教师和来自各国

的留学生。 

学院重视本科教学，本科生骨干基础课程中 5门为国家级精品课

程、1 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1 门省级精品课程。化学专业是国家

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品牌专业，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和

国内外著名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大连化

物所、上海有机所、长春应化所等组建联合教育基地，每年选送 10 %

左右的毕业班学生赴中国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毕业论文工作，以增

强本科生的综合素质和科学研究技能。学院建有武汉大学学生科技创

新特色基地，实验室全面向本科生开放。本科生广泛开展科学研究，

已经形成我院本科生教育的显著特色。 

 

二、培养方案主要内容 

（一）大类 

1.大类名称 化学类 

2.大类培养目标 

以“创新、创造、创业”教育理念为核心，培养具有坚定民族精

神和开阔国际视野、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身心健康；掌握大

学化学相关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技能，能力全面；适于从

事化学及相关领域科研、教学及其他工作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

型人才。 

3.大类平台课程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基础化

学实验、综合化学实验、科研能力训练与实践。 

4.学制和学分要求 

学制 4年，学分 150分 

5.学位授予：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6.主要实验和实践性教学要求 

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要求的实验和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化学实验、

综合化学实验、科研能力训练与实践、毕业论文，以及生产实习和社

会调查。科研能力训练与实践成果可以用来取得创新学分；毕业论文

训练时间为 16周。 



7.毕业生条件及其它必要的说明 

凡具有化学学院化学专业学籍的学生，修满 150 学分，通过毕业

论文答辩，即可毕业，同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二）专业 

1.专业代码：070301。专业名称：化学。 

专业必修课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结构化学、基础化学实验、综合化学实验、科研能力训练与实践、高

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生物化学、化工基础、有机波谱分析、分子

模拟实验 。 

2.专业代码：070302。专业名称：应用化学（含化学生物学方向）。 

应用化学 

专业必修课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结构化学、基础化学实验、综合化学实验、科研能力训练与实践、高

分子科学导论、化学生物学导论、化工基础、精细化工、有机波谱分

析、化工实验 。 

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方向）  

专业必修课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结构化学、基础化学实验、综合化学实验、科研能力训练与实践、高

分子科学导论、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导论、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

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分子生物学实验 。 

 

三、大类培养方案样表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化学类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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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 3  48 48  2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 4 1 

 

48 48  3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3 2 1 32 32  1  

思想道德修养与 3 3  48 48  1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修 

 

 

 

 

 

 

 

 

 

 

学分: 

 44 

法律基础 

形势与政策 2 2  32 32  自

由 

体育 4  4 96  96 自

由 

军事理论与训练 2 1 1 40 16 24 自

由 

含 2-3 周军事训练 

大学英语 6 6  96 96  自

由 

 

 

 高等数学 B1 4 4  64 64  1 

高等数学 B2 4 4  64 64  2 

大学物理 A1 4 4  64 64  2 

大学物理 A2 4 4  64 64  3 

        

选修 

 

 

 

学分: 

10 

C 语言程序设计 3 2 1 56 32 24 1  

 

公共基础选修课要求每个学

生至少修满 10 学分 

线性代数 B 3 3  48 48  2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B 

3 3  48 48  3 

大学物理实验 A 2  2 48  48 3 

生命科学导论 2 2  3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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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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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经典导

引 

2 2  32 32  自

由 

 

1. 所有学生必须修读《人文

社科经典导引》、《自然科

学经典导引》。 

 

2. 通识课程选修至少跨三

个模块，所有学生必须选

修“中华文化与世界文

明”和“艺术体验与审美

鉴赏”模块课程，人文社

科类学生必须选修“科学

精神与生命关怀”模块课

程，理工医类学生必须选

修“社会科学与现代社

会”模块课程。 

 

3. 通识课程要求每个学生

至少修满 12 学分。  

自然科学经典导

引 

2 2  32 32  自

由 

核

心

通

识

课

程 选

修 

“中华文化与世

界文明”模块 

2      自

由 

“艺术体验与审

美鉴赏”模块 

2      自

由 

“社会科学与现

代社会”模块 

2      自

由 

一

般

通

识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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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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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 01 3 3  48 48  1  

 

 

无机化学 02 3 3  48 48  2 

分析化学 01 3 3  48 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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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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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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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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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分析化学 02 3 3  48 48  5 

物理化学 01 3 3  48 48  3 

物理化学 02 3 3  48 48  4 

有机化学 01 3 3  48 48  3 

有机化学 02 3 3  48 48  4 

结构化学 3 3  48 48  4 

基础化学实验 01 4  4 96  96 1 

基础化学实验 02 4  4 96  96 2 

综合化学实验 01 4  4 96  96 3 

综合化学实验 02 4  4 96  96 4 

科研能力训练与

实践○创  

4  4 96  96 5-6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化

学 

 

学

分

21 

高分子化学 2 2  32 32  5  

 

学生可以把化学类其他专业

的必修课作为其专业选修课，

但课程内容须不同于本专业

的专业选修课。 

 

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与高

分子科学导论属内容相同的

课程。 

 

学生选修其他理科学院的大

类平台课程所得学分，可计为

本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学分。 

高分子物理 2 2  32 32  5 

生物化学 3 3  48 48  5 

化工基础 3 3  48 48  5 

有机波谱分析 3 3  48 48  6 

分子模拟实验 2  2 48  48 6 

毕业论文 6  6 144  144 7-8 

        

应

用

化

学 

 

学

分

21 

高分子科学导论 3 3  48 48  5 

化学生物学导论 2 2  32 32  5 

化工基础 3 3  48 48  5 

精细化工 2 2  32 32  6 

有机波谱分析 3 3  48 48  6 

化工实验 2  2 48  48 6 

毕业论文 6  6 144  144 7-8 

        

应

用

化

学

（

高分子科学导论 3 3  48 48  5 

生物化学 3 3  48 48  5 

化学生物学导论 2 2  32 32  5 

细胞生物学 3 3  48 48  4 

分子生物学 3 3  48 48  6 



化

学

生

物

学

） 

学

分

24 

细胞生物学实验 2  2 48  48 4 

分子生物学实验 2  2 48  48 6 

毕业论文 6  6 144  144 7-8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学分 

16  

化学实验安全技

术 

1 1  16 16  1  

 

 

 

学生选修其他理科学院的专

业课程所得学分，可计为本专

业的专业选修课学分。 

每个学生必须在所跨学院

（系）至少修读 4 个学分。 

应用化学专业（化学生物学方

向）须完成的专业选修课学分

为13。 

魅力化学 2 2  32 32  1 

当代化学 2 2  32 32  5 

科技论文阅读与

写作  

2 1 1 40 16 24 4 

配位化学 2 2  32 32  6 

晶体化学○三  2 2  32 32   

催化与表界面化

学 

2 2  32 32  6 

现代电化学 2 2  32 32  6 

中级有机化学 2 2  32 32  6 

金属有机化学

○三  

2 2  32 32   

有机硅化学○三  2 2  32 32   

现代分析化学 2 2  32 32  6 

化学分离技术 2 2  32 32  6 

生物无机化学 2 2  32 32  6 

生物有机化学 2 2  32 32  6 

电厂化学 2 2  32 32  6 

化工制图 2 1 1 40 16 24 6 

功能高分子 2 2  32 32  6 

高分子工程○三  2 2  32 32   

材料化学 2 2  32 32  5 

计算化学 2 2  32 32  5 

应用化学实验

○三  

2  2  48  48  



环境监测○三  2 2  32 32   

显微与微结构分

析 ○三  

2 2  32 32   

毕业应取得 

总学分：150

分 

其中，通识教育课程学分：12，占总学分的：8% 

大类平台课程学分：47，占总学分的：31.3 % 

实践教学学分：42，占总学分的：28 % 

选修课程学分：34，占总学分的：22.7 % 

备注： 

1.带○创 字的课程为创新创业类课程。 

2.带○三 字的课程为第三学期开设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