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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多山。珞珈独秀；山上有黉，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

国家“985工程”和“21 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一百多年来，武汉大

学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

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

武汉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

学”。学校占地面积5195亩，建筑面积280万平方米。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

观，26栋早期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明显。涵盖了哲、经、法、教育、文、史、理、工、

农、医、管理、艺术等12个学科门类。学校设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学、工学、信息科学和医

学六大学部34个学院以及3所三级甲等附属医院。这里名师荟萃，英才云集，现有10位中国科学院院

士、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3位欧亚科学院院士、9位人文社科资深教授、15位国家级教学名师。

武汉大学科研实力雄厚，成就卓著。2000年以来，学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和国

家科技进步奖三大奖88项，scI论文数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均位列全国高校前列，在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获奖数居全国高校前三位，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社科课题均居

全国高校前列。

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

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校以来，学校共培养了50多万

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仅两院院士就有100余人，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百余年的风雨，百余年的砥砺，百余年的辉煌。武汉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为宗旨，以谋求人类

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为己任，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进取，追求卓越，全面开

启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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