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白学院热烈欢迎全体新同学

一、学院概况

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联合学院（以下简称“中白学院”）

是大连理工大学配合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全

面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国际化水平、构建“双一流”的重大举措，是

在中白两国教育部共同批准下开展“本-硕-博”多层次联合培养的第

一个国际合作办学机构。

中白学院位于大连理工大学主校区，为大连理工大学内设二级学

院，于 2017 年 3月 29 日获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学院依托大连理工

大学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整合中白两国优质教育资源，拥有国际化

的教学科研团队，采用国际领先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紧密结

合“一带一路”倡议需求，以技术创新、服务产业、服务经济为导向，



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的专业人才。

二、专业介绍

工程力学（中外合作办学）：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为国家一级

重点学科，于 1957 年由钱令希院士和唐立民教授领导创建，现有中

科院院士 3 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力学专业也是历史悠久。现有 1

名科学院院士和 4 名通讯院士，师资力量雄厚。中白学院工程力学

专业在原专业基础上引进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在航空航天工程领域的

优质资源，培养集力学理论、工程设计、计算机应用和专业外语能力

于一身的国际化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应用物理学（中外合作办学）：大连理工大学应用物理学专业是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由著名物理学家、两院院士王大珩先生创

建。设有基础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三束材料改性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等教学科研机构。2019 年和 2020 年，应用物理学专业，

分别入选了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和“强基计划”。

中白学院应用物理学专业由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与培养出 20多位

科学院院士、6 位列宁奖获得者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物理学部共同建

设，将两校学科优势相结合，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学习实践能力和

科研创新意识的高级物理学专业人才。

三、办学特色

中白学院组建了国际化的教学科研团队，全部专业课师资均由大

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工程力学系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选派，所有教

师全部具备全英文授课的能力和水平。学院还与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

学院共建专门针对理工科国际教育的特色英语强化课程。

双学籍管理。学生入学后，同时拥有大连理工大学和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的学籍，并在两国教育部注册。

全英文教学。中白学院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由双方联合制定，

三分之一以上专业核心课程由国外专家讲授，同时聘请大连理工大学

教师担任双主讲。

双导师制。专业实行本科生导师制，中白双导师对“毕业论文”

和“大创项目”进行指导。

零基础学习俄语。学生入学后从零基础开始学习俄语，由白俄罗



斯国立大学教师进行语言教学。

四、中白科创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科研与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中白科创中心”）成立于 2019 年，致力于在“一带一路”倡议背

景下，汇聚中白两校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尖端人才，建设国际化的一流

学术团队，面向国际合作与工程技术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卓有

成效的联合科研攻关，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白科创中心先后入选两国科技部 2019-2020 年战略科技合作计划、

2020 年度辽宁省重点研发计划，2022 年被大连市科协认定为海智工

作基地。

2019 年 6 月 中白科研创新中心正式揭牌

中心重点针对计算力学与工程科学计算、重大工程和工业装备结

构、重型汽车结构分析、微纳卫星与先进推进技术、光电仪器与系统、

等离子体物理及应用、量子物理和纳米物理 7 个方向，成立国际学

术团队，由中外方向负责人联合组织开展相关科研合作；同时瞄准国

际学科发展前沿，结合两校特色和优势学科，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

促进科研学术合作。



2019 年 1 月 于“白俄罗斯教育年”开幕式上两校正式签署中白科创中心合作协议

中心设立了“中白国际科研合作基金”，先后支持联合科研创新

项目 30个，培育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白俄罗斯基础研

究基金会合作交流项目 4个、国家外专局高端引智项目 2 个。

五、学院成果

1. 获奖情况

荣获 2022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荣获 2021 年大连理工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荣获 2020 年大连理工大学教学管理先进单位

2. 立项情况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立项部门

2022
纳米复合材料的力学、

电子和非线性光学研究
高端外专引智项目

国家外国专

家局



2021

后疫情时代中国与独联

体国家合作的新趋势和

新挑战

外国专家服务司

“一带一路”创新

人才交流外国专家

项目

科技部

2021
中白装备结构及材料性

能的技术合作引智项目
高端外专引智项目

国家外国专

家局

2020
中白乌工科国际化合作

研究与人才培养项目

CSC 促进与俄乌白

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国家留学基

金委

2019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

白两国战略合作的互补

性与可行性研究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

引智计划 2.0（111

计划 2.0）“一带

一路”教科文卫引

智计划

科技部

2019

中白合作办学中“同窗

友情”育成计划的探索

与实践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

改革专项
教育部

2019

面向先进工业装备的应

用力学国际人才培养项

目

CSC 创新型人才国

际合作培养项目

国家留学基

金委



3. 学生科创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2022）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一等奖（2022）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一等奖（2021）

第七届辽宁省“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一等奖（2021）



第 14 届国际大学生工程力学竞赛二等奖（2019）

六、国际交流

中白学院全面实施“同窗友情”英才育成计划，全方位提高师生

国际化素养。依托中白学院“国际交流百分百计划”、“中白-白中

国际营校计划”、“中白‘巨石’国际讲堂”等活动加强国际交流体

系建设。每年参与国际交流访学师生 100 余人次，有效提升了中白

两校师生间的国际视野、文化融合和感情共鸣。



七、学生活动

中白学院依托团学组织，不断加强国际化活动体系建设，通过“同

班上课、 同组科研、同享文化、同场竞技” 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国

际化教学方式和学习环境，达到“同窗友情、互学互助”的最佳效果。

八、毕业去向

国内升学（保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南京大学等；

国内升学（考研）：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国外（境外）升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美国西

北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就业去向：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中

建三局华东分公司、埃森哲信息技术（大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