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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凄理歹 大署
TECHNoLoGY

武汉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首批列入国家“21 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

校，是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共建高校。学校办学历史起源于1 898年建立的湖北工艺学堂，

办学1 25年特别是近70年来，共培养了近70万名高级专门人才，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中为建材建工、

交通、汽车三大行业培养人才规模最大的学校，是我国“三大行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的重要基地。学校经过长期的育人实践，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办学思想体系，构筑了“建设让人民

满意、让世人仰慕的优秀大学”的大学理想，铸就了“厚德博学、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确立

了“育人为本、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树立了“实施卓越教育、培养卓越人才、创造卓越人

生”的卓越教育观。学校已形成以工学为主。理、工、经、管、艺术、文、法等多学科相互渗

透、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45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7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现有

本科专业101个，其中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54个。现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61门、国家级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31"3。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5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个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b1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 3个，获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全国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与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学校建有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光纤传感技术与网络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水

运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水路交通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等48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基地。学校

与全球19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科研合作等关系。百廿余年，风雨兼

程，武汉理工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以

特色创优势的发展道路，努力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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