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人员 项目类型

J2019001 太原理工大学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王时英
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J2019002 太原理工大学 矿用带式输送机械虚拟仿真实验 寇子明
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

J2019003 太原理工大学 注塑成型机电液控制系统及工艺虚拟仿真实验 权  龙
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

J2019004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ESP虚拟病人的气胸临床前整合实验教学 王晓晖
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

J2019005 山西传媒学院 演播室新闻摄像技术虚拟实验教学项目 郭卫东
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

J2019006 山西大学 中西部地区物理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机制研究
马  杰、李志坚、王  申、宿星亮、李  鹏、胡
颖、贾晓军、陈  刚、苏晓龙、董  磊、李保春、
李秀平 杨保东 周海涛 祝  俊 师玉军 刘宇

指令性课题

J2019007 山西大学 “知行”“三全育人”体系建设 王晓青、宋  鹏、谢珂珂、李志芳、王会青 指令性课题

J2019008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建设质量排名研究 牛瑞萍、刘晓艳、岳俊宇、李心宇 指令性课题

J2019009 太原理工大学
历史与新征程中的山西的工业故事——以提升工科学生“工业文化
素质”为目标的公共基础课程建设

渠桂萍、光梅红、邢振江、田  明、赵学伟 指令性课题

J2019010 山西农业大学 农科综合化实践育人平台建设与特色化育人模式创新 高志强、何云峰、孙  敏、陈晶晶、任爱霞 指令性课题

J2019011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书院制的卓越医生教育培养综合改革
李思进、解  军、张岩波、韩清华、成晓龙、晋建
华、孟彩霞、焦向英

指令性课题

J2019012 山西医科大学 新医科理念下的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与培养体系重构
张岩波、王志栋、郝铭慧、张  亮、晋建华、 孟
彩霞、焦向英、苏果云、袁永旭、吴小艳

指令性课题

J2019013 山西师范大学 卓越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与行动研究 程  茹、周芬芬、赵晨霞、赵  英、刘  敏 指令性课题

J2019014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认证背景下新商科建设路径研究 米  俊、王永华、张人上、白旭云、高  莹 指令性课题

J2019015 山西财经大学 本科国标质量标准视域下德法兼修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导向研究 郗伟明、李彦芳、张  军、裴建军、刘晋叶 指令性课题

J2019016 中北大学
面向新工科的三主任务驱动的四层次工科实践教学全链培养体系构
建

郝晓剑、王艳辉、王文廉、王华梅、刘文怡 指令性课题

J2019017 山西大同大学 地方综合性大学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研究与实践 寇福明、苏  鹏、黄淑珍、郝春涛 指令性课题

J2019018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地方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春燕、王永花、王丽芹、刘丽云 指令性课题

J2019019 太原师范学院 师范生专业成长生态体系建构研究 张惠元、宁茉玲、陈亚平、畅肇沁、张红娟 指令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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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020 太原师范学院 面向未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培养体系建构—新师范教育探索 阎秋霞、薛晋文、拜  胜、宁致义、王进阶 指令性课题

J2019021 晋中学院
地方新建高校应用型人才的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以分析化学专业
为例

温广明、刘秀萍、祁红学、李利红、李芬芬 指令性课题

J2019022 太原工业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成效为本的工程训练创新实践培养模式研究 刘  彬、于松章、左义海、王  姝、苗丽丽 指令性课题

J2019023 山西警察学院 地方公安院校警务人员培养模式研究 苏天照、王根虎、王克剑、蒋  刚、白  宁 指令性课题

J2019024 山西工商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优化融合的路径研究
与实践

牛三平、高艳霞、张志伟、杨慧敏、姬  灿 指令性课题

J2019025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基于专创融合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研究 阎应福、安从瑶、杨  婧、徐  浩、郑钟琴 指令性课题

J2019026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基于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临床医学本科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常明亮、陈振文、魏建宏、陈利荣、杨兴益 指令性课题

J2019027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山西高校大学生创业效果评价体系构建及实施 杨继平、国俊卿、马国忠、毛  伟、于若凡 指令性课题

J2019028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智能制造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吴其洲、贺小宇、暴建岗、王忠庆、王浩全、沈
喆、安海龙

指令性课题

J2019029 山西大学 基于中国语言文学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为民、郑  伟、史秀菊、郭  鹏、卫才华 一般

J2019030 山西大学 哲学一流专业建设研究 陈敬坤、王姝彦、宁俊伟、郭建萍、李细成 一般

J2019031 山西大学 地方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管理机制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赵法刚、王  申、王  丹、胡  波、陈宝明 一般

J2019032 山西大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翻译本科专业移动信息化教学体系平台建设 乔  洁、荆素蓉、王晋瑞、郎  玥、郭晓晨 一般

J2019033 山西大学 “理解马克思”教学改革及实践研究 薛  稷、乔瑞金、管晓刚、陈治国、李  隽 一般

J2019034 山西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思政建设与研究 胡英泽、韩  祥、曾  伟、王  帅 一般

J2019035 山西大学
需求导向下校政企联合培养大学生体制机制创新研究——以社保服
务人才联合培养为例

苏  昕、董江爱、郭丹丹、何璐瑶、赵  琨 一般

J2019036 山西大学 新时代宪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何建华、祁小敏、殷守革 一般

J2019037 山西大学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物理实验教学研究 李保春、周海涛、杨保东、宿星亮、马  杰 一般

J2019038 山西大学 混合教学模式在电子信息专业课堂和实验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贾鹤萍、杨荣草、张文梅、王  昆 一般

J2019039 山西大学 化学类专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 阴彩霞、孟美荣、霍方俊、岳永康、温  莹 一般

J2019040 山西大学 地方高校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支撑体系研究和实践 宋毅君、王文剑、王  君、傅立功、王瑞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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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041 山西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供热工程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王  峰、雷翠红、孙春艳、张文革、李东雄 一般

J2019042 山西大学 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课程改革实践 王欣峰、白建云、王  琦、印  江、侯鹏飞 一般

J2019043 山西大学 面向山西建筑产业发展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研究与实践 朱  翔、刘  宏、刘红宇、杜俊芳、常建峰 一般

J2019044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工程认证的地矿类专业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冯国瑞、董宪姝、弓培林、王  开、王  飞 一般

J2019045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力学的MOOC建设实践及其与“翻转课堂”结合的教学模式探索 牛卫晶、闫晓鹏、李永存、闫虹霞、武  瑛 一般

J2019046 太原理工大学 面向新工科的安全工程专业多维立体实践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王  飞、郭红光、李治刚、高亚斌、张  俊 一般

J2019047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开放式虚拟仿真的基础力学实验研究性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  霞、贾月梅、李志强、史振东、朱  健 一般

J2019048 太原理工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机械类专业基础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李文辉、李秀红、刘润爱、王义亮、李文斌 一般

J2019049 太原理工大学 面向“双一流”煤化工新工科工程实践共享平台的构建 张  玮、王俊文、付思美、董晋湘、申  峻 一般

J2019050 太原理工大学
面向新工科的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以大数据人才培
养为例

李灯熬、李东喜、陈泽华、刘  萍、刘西林 一般

J2019051 太原理工大学 《信号与系统》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梁凤梅、郝润芳、谢  珺、武淑红、王亚姣 一般

J2019052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机械创新设计理念的《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教学改革探究 李  峰、秦晓峰、洪  业、郑树琴、段桂荣 一般

J2019053 太原理工大学
高校《创业管理》课程启发式、探究式、研讨式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

马  丁、刘耀龙、温芝龙、宋晨晨 一般

J2019054 太原理工大学 建筑学专业《建筑设计系列课程》教学体系创新改革 石谦飞、沈  纲、张  勇、徐  强、高宇波 一般

J2019055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多场耦合的岩土及矿山动力灾害监测预警研究与教学平台 杨永康、李彦荣、张百胜、康天合、宋选民 一般

J2019056 太原理工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张红娟、路秀芬、贾好来、孟海涛、张  灵 一般

J2019057 太原理工大学
物理类“电动力学”应用案例概念脚手架策略教学与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途径研究

马  宁、曹斌照、冯  琳、陈  彬、冀炜邦 一般

J2019058 太原理工大学 核心基础课程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宋  燕、张  勇、张晓引、徐  鑫、梅  华 一般

J2019059 太原理工大学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化工类专业工程实践环节的改革与探索 邱  丽、申迎华、闫晓亮、徐守冬、牛艳霞 一般

J2019060 山西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大类招生”和“卓越人才”协同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冯翠萍、王晓闻、朱俊玲、狄建兵、胡晓艳 一般

J2019061 山西农业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校企双赢协同育人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中华、贠慧星、兰晓玲、王靖雅、许  玥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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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062 山西农业大学 产学研结合助推食品类专业本科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培养模式研究 贾丽艳、白锦霞、王晓闻、杨莉榕、苏 静 一般

J2019063 山西农业大学 生物化学公共实验室运行模式及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杨致芬、郭春绒、杨致荣、李  娜、冀  华 一般

J2019064 山西农业大学 昆虫学慕课建设与教学重构研究与实践 郝  赤、马瑞燕、闫喜中、魏久锋、赵  清 一般

J2019065 山西农业大学 混合式教学法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许小勇、李梅兰、季  兰、段国锋、李丽霞 一般

J2019066 山西农业大学 多手段耦合下的课堂翻转：专业英语教学新模式 刘奋武、张  健、秦俊梅、毕文龙、倪  月 一般

J2019067 山西农业大学 《国标》视域下综合英语5C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孙灵芝、雷月梅、杜广华、程亚丽、梁  萍 一般

J2019068 山西农业大学 以晋祠为载体的园林艺术案例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田旭平、杨秀云、王  芳、李晓庆、贠  剑 一般

J2019069 山西农业大学 中兽医学课程教学体系优化与实践 段智变、孙耀贵、李宏全、马海利、王文魁 一般

J2019070 山西农业大学 地方农业院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研究与实践 赵水民、程  刚、李富忠、冯翠萍、胡晓艳 一般

J2019071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网络互动平台的农业工程专业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 李晓斌、张淑娟、邱述金、亢石磊、卢 琦 一般

J2019072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园林植物育种学》课程实践教学内容与教学
模式的改革研究

王军娥、刘群龙、亢秀萍、王银柱、杨文静 一般

J2019073 山西医科大学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影像专业人工智能方向培养体系的构建
张  辉、王效春、杜江锋、谭  艳、秦江波、李亚
楠、张  伟、杨国强

一般

J2019074 山西医科大学
互联网+混合式教（导）-学模式构建基础医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研究

郭  睿、焦向英、赵旭华、弓  辉、张  亮 一般

J2019075 山西医科大学 预防医学专业书院制与卓越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研究 王  彤、张志红、邱服斌、张文平、聂继盛 一般

J2019076 山西医科大学 三类课堂模型在口腔预防医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王翔宇、刘君瑜、任秀云、侯如霞、李  然 一般

J2019077 山西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5+3一体化书院制卓越医生人才培养研究
孟彩霞、李  保、张  进、张  亮、高  敏、郭亚
琴

一般

J2019078 山西医科大学 以专业认证为导向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柳  彦、杨  辉、金瑞华、郑  洁、王  倩、淮盼
盼

一般

J2019079 山西医科大学 国际化视野下大学生全球胜任力培养研究 张  迪、王宏伟、樊清华、于晓霞、孙玉芳 一般

J2019080 山西医科大学 以培养卓越护理人才为导向的案例式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孙  宁、金瑞华、淮盼盼、孙丽梅、刘婉莹 一般

J2019081 山西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专业“双轨+双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武秀萍、李  冰、冯云霞、何东宁、李丽华 一般

J2019082 山西医科大学
“书院制”模式下临床医学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改革
与实践

方敬爱、刘宇翔、胡雅玲、张紫媛、刘文媛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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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083 山西医科大学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无机化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应用 张爱平、苗兰兰、张丽萍、杨  丽 一般

J2019084 山西医科大学 翻转课堂模式在医科类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杨烨阳、郑健蓉、樊小军、宋禄华、范瑞雪 一般

J2019085 山西医科大学 “5+3”一体化卓越医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陈剑芳、张耀方、王梅芳、董春霞、秦秀玉 一般

J2019086 山西医科大学 “翻转课堂-案例库”在护理本科生智慧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王  磊、王斌全、马  田、刘  爽、李文静 一般

J2019087 山西师范大学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原子物理》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李俊生、张东海、陈教凯、岑建勇 一般

J2019088 山西师范大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大学课程学业评价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汪存友、李玲静、王  云、郝建国、吴彦茹 一般

J2019089 山西师范大学 专创融合在《粮油食品工艺学》课程教学中的探索实践 崔  娜、肖春玲、张  娟、闫旭瑞、田晓琳 一般

J2019090 山西师范大学
以真实语料为突破口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在《语言学概论》中的运用
和实践

孟德腾、黄芙菊、关黑拽、李  晰、赵变亲 一般

J2019091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MOOC（SPOC）+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生物类班级的有
机化学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赵彦武、陈建新、党琴琴、任海云、陈雯雯 一般

J2019092 山西师范大学 核心素养视域下案例教学在《学校心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张  潮、尹忠泽、仝  文、李利平、刘丽萍 一般

J2019093 山西师范大学 欧洲PBL教学法在《土壤植物地理学》知识建构中的应用 陈  伟、孙从建、吴雪玲、马星星、张瑞英 一般

J2019094 山西师范大学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化学工程基础实验教学改革中的探索与实践 郝朋飞、付云龙、杨俊娟 一般

J2019095 山西师范大学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有机   合成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杨俊娟、王君文、郝朋飞、刘巧云、贾雪锋 一般

J2019096 山西师范大学 自主探究式《环境土壤学》实验教学模式构建 赵勇钢、刘小芳、张直峰、巩  岩、王淑娟 一般

J2019097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公共教育学教学改革研究 陈  富、杨晓丽、郝媛媛、周芬芬、李跃飞 一般

J2019098 山西师范大学
网络环境下基于问题的协作知识建构设计与实践——以大学生“结
构化学”课程教学改革为例

马丽娟、贾建峰、张富强、张世珍、刘志凌 一般

J2019099 山西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课程中师范生ePortfolio（电子学档）的构建、应用及评
价

张荣华、张旭如、李娟琴、刘景宜、苏丽敏 一般

J2019100 山西财经大学 基于OBE的农林经济管理卓越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实践 高雷虹、张卫国、张富春、王国峰、张淑辉 一般

J2019101 山西财经大学 基于校际交流项目的中外合作育人机制研究 张文龙、徐宽鹏、潘  静、王  恺、武  黎 一般

J2019102 山西财经大学 “文化山西”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探索 徐岩红、平  凡、闫  鑫、杨新中、王雷荣 一般

J2019103 山西财经大学 体验式教学法在《晋商学》课程中的应用与实践研究 乔  南、徐俊嵩、薛秀艳、张  军、贾建飞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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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104 山西财经大学 德国先进教学模式的借鉴及实践探索 李玲娥、严  君、张  明、张军阳 一般

J2019105 山西财经大学 通识教育下《中级财务会计》教学改革研究 王晓亮、杨瑞平、李长艳、黄  义、许晓泽 一般

J2019106 山西财经大学 “课程思政”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陈云朝、王志林、张亚飞、刘惠君、王茂生 一般

J2019107 山西财经大学 面向财经院校的创业基础课程建设研究 段庆锋、陈  红、刘东霞 一般

J2019108 山西财经大学 基于产学合作与资源整合的会计专业创新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韩  玲、郭宗文、田  岗、续慧泓、王文慧 一般

J2019109 山西财经大学 财经类院校数学SPOC资源建设与实践 王  荣、王俊新、白鹏飞、郑慧娟、杨丽娟 一般

J2019110 山西财经大学 科教融合理念下的地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姜玉砚、阎俊爱、吉迎东、李  慧、张莉艳 一般

J2019111 中北大学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智能机器人微专业 曾建潮、马春生、高春强、屈腊琴、严绍进 一般

J2019112 中北大学 全周期跟踪指导课程建设、推动课堂革命的探索与实践 李迎春、高艳阳、赵公民、王黎明、吴淑琴 一般

J2019113 中北大学 面向新工科建设的电路课群内容体系优化及全过程形成性评价实践 宋小鹏、李世伟、杨  风、李墅娜、郎文杰 一般

J2019114 中北大学
以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化工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
践

焦纬洲、高  璟、刘有智、祁贵生、程  原 一般

J2019115 中北大学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内容重构及多维度混合教学模式研究 王黎明、庞存锁、张艳花、韩跃平、薛英娟 一般

J2019116 中北大学
新工科理念下突出“三新”特色的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

薄瑞峰、苗鸿宾、庞学慧、田宝俊、董  振 一般

J2019117 中北大学
面向产业发展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
实践

张  翼、董小瑞、李  宁、马富康、张艳岗 一般

J2019118 中北大学 基于大类招生的商科学生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彭佑元、李向荣、王建明、张克勇、唐艳华 一般

J2019119 中北大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课程》为例

李华玲、李  众、尹四清、薛海丽、赵利辉 一般

J2019120 中北大学 以新工科专业需求为导向的大学数学课程体系的改革与研究 王  鹏、雷英杰、梅银珍、宋  妮、梁月亮 一般

J2019121 中北大学 虚拟实验在机械类课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孙虎儿、苗鸿宾、梅  瑛、薄瑞峰、乔峰丽 一般

J2019122 太原科技大学 面向新工科要求的“重型机械”工程专业建设
马立峰、高有山、马丽楠、武学峰、岳一领、张志
鸿、李宏娟、要志斌、马文娟、张鹏翀

一般

J2019123 太原科技大学 网络环境下基于过程评价的高等数学双向考核机制的建设和实践 张新鸿、王希云、崔学英、赵文彬、原  军 一般

J2019124 太原科技大学
融合信息技术，面向能力培养的地方工科院校电类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研究

何秋生、李  虹、李  晔、陶  珑、田  娟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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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125 太原科技大学
地方本科院校机械大类人才培养模式与学生职业发展能力培养的实
践研究

董洪全、连晋毅、李宏娟、倪  宇、贾士芳 一般

J2019126 太原科技大学 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慧琴、董朝晖、刘光明、雷步芳、吴志生、宫长
伟

一般

J2019127 太原科技大学
以工程认证为导向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
研究

张  雄、李  虹、李临生、乔建华、贾志纲 一般

J2019128 太原科技大学
MOOC环境下基于SPOC的普通高校综合音乐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
践

张英民、解永菲、张  静、刘  芳 一般

J2019129 太原科技大学 工程认证背景下的《数据挖掘》课程教学法研究 蔡江辉、杨海峰、赵旭俊、胡立华、宋  婷 一般

J2019130 太原科技大学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的安全工程专业特色教育研究与实践 谢建林、郝永江、孙晓元、李  媛 一般

J2019131 太原科技大学
中国制造2025与卓越管理会计师——地方理工院校会计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研究

田丽娜、张佳丽、杜晓英、续  飞、双  琦 一般

J2019132 太原科技大学 高校公共体育课的课程思政改革研究 王兴一、王建宇、陈  芳、常爱铎、李梅丽 一般

J2019133 太原科技大学 大数据驱动与管理演化要素衍生的管理类专业建设实践路径 薛颂东、武  妍、杨晓梅、陈兆波、白尚旺 一般

J2019134 长治医学院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检验医学专业英语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崔瑞芳、王金胜、张文平、纪爱芳、David M
Dickson

一般

J2019135 长治医学院 “沉浸式VR+ SPOC”在医学免疫学翻转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庞  慧、王金胜、李水仙、张  莹、李  莉 一般

J2019136 长治医学院 探索多元化教育及评价在神经病学教学中的应用 张丽芳、栗兵霞、李小民、暴丽华、贾晓娟 一般

J2019137 长治医学院 课程思政背景下药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宋丽华、张晓京、李瑞燕、杨  雪、李囡囡、王必
胜、刘  芳

一般

J2019138 长治医学院
智慧学习背景下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的病理生理学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冀菁荃、田小霞、张丽丽、贾建桃、宋  娟、李宝
红

一般

J2019139 长治医学院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学习策略及行为预测在基础护理学在线课程优
化建设中的应用

郭小燕、张  瑛、赵文婷、魏晋、王媛媛 一般

J2019140 长治医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三合一”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流行病学》中
的探索

段培芬、冯向先、杨建洲、韩艳波、李志芳 一般

J2019141 长治医学院
面向新工科基于STEAM理念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康复器械设计基
础》课程建设探索

石春花、李  平、李永平、郝文延 一般

J2019142 长治医学院
基于实训系统和云影像平台医学影像诊断学实践教学的过程性评价
体系建设

郭  兴、张利华、段  练、姬军军、李  强 一般

J2019143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临床实践技能序贯式培训研究
李艳彦、白淑霞、邓卫芳、刘  宁、王  健、齐
铮、 杜彩凤、曹春梅

一般

J2019144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中医经典课程模块的教学改革 何丽清、张  萌、王  平、吴晋英、贾志新 一般

J2019145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诊断学实训课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李琳荣、解燕飞、郭文娟、严  芳、杜彩凤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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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146 山西中医药大学
基于“临床路径”模式探讨“优势技术组合”在针灸专业实践教学
的应用研究

冀来喜、程艳婷、薛  聆、王海军、王  荣 一般

J2019147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养生学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薛  聆、燕  平、王维峰、侯玉铎、张卫东 一般

J2019148 山西中医药大学 对分课堂在《针灸医籍选读》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与评价 武峻艳、王  杰、乔云英、刘芳芳、马慧慧 一般

J2019149 山西中医药大学 思维导图法在免疫学自主学习中的实践研究 刘  琪、王建国、何丽清、郭  羽、贾  璐 一般

J2019150 山西中医药大学 基于中药资源普查实践能力提升的《药用植物学》教学改革 贺润丽、刘计权、樊  杰、平莉莉、杨文珍 一般

J2019151 山西中医药大学
基于微课和微信平台的翻转课堂模式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彭晓夏、张晓薇、李桂兰、弓  强、杨李阳 一般

J2019152 山西中医药大学
基于“双导师制”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以医药院校管理类
专业为例

李安平、闫娟娟、冯智春、李  刚、马  斌 一般

J2019153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STEAM教育理念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科（领域）课程体系改革研
究

王全旺、赵兵川、张晓红、张占成 、刘永丽 一般

J2019154 山西大同大学 产教融合的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傅文博、康淑瑰、张  杰、王文军、彭  炜 一般

J2019155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程序设计竞赛的计算机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宋晓霞、赵乃刚、李  勇、田燕琴、赵向兵 一般

J2019156 山西大同大学 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与教学方法研究 赵  华、马咪咪、李  波、于  静、吴晓丽 一般

J2019157 山西大同大学 创客教育理念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殷旭彪、周世菊、李为民、李建华、赵海荣 一般

J2019158 山西大同大学 《中国民族音乐》课程教学改革的地域化探索 佟  鑫、闫  铮、李  莉、李晓黎 一般

J2019159 山西大同大学 应用型高校机电专业“（3+1）+1”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张  楠、柴  常、郭  刚、贾  权、吴利刚 一般

J2019160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SPOC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康苏明、张天刚、王文军、贾俊芳、乔月圆 一般

J2019161 太原师范学院 非遗项目传承：中国锣鼓教学体系构建
韩晓莉、赵  怡、谈大为、李乃忠、付炜炜、许典
军、陈  楠、阴明娟、韩媛媛、薛日新、王志增

一般

J2019162 太原师范学院 探索地方师范院校“立德树人”人才培养模式 李  强、韩来庆、王兆杰、刘晓艳、李  晶 一般

J2019163 太原师范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计算机网络》在线开放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穆晓芳、邓  斌、亓  慧、李华君、赵志瑛 一般

J2019164 太原师范学院 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创新性、开放性、综合性实验教学的实证研究 韩丙辰、王晨霞、马引群、陈  昶、周瑶瑶 一般

J2019165 太原师范学院 项目式学习驱动下的课例研究在新微格教学模式中的应用研究 常丽丽、卢瑞玲、安彦勤、常金娥、姚  瑶 一般

J2019166 太原师范学院 科教融合理念下地方师范类院校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程小燕、冯旭芳、汪立平、李昶嵘、段法剑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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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167 太原师范学院 构建实分析课程群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温瑞萍、张瑞芳、王海军、任孚鲛、郑艳萍 一般

J2019168 忻州师范学院 面向新工科建设的地方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曹建芳、李朝霞、梁云川、周  芳、武晓军 一般

J2019169 忻州师范学院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研究与探索 王清亮、任恒峰、张  清、张天文、樊伶俐 一般

J2019170 忻州师范学院 新时代下特色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王立志、耿彦峰、曹  啸、郭忠海、杨瑞兰 一般

J2019171 忻州师范学院 运动处方教学模式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华建军、孟祥军、杜彩凤、李福林 一般

J2019172 忻州师范学院 实习支教背景下语言类课程与中小学语文教学对接研究 张军香、康庆业、边咏梅 一般

J2019173 忻州师范学院 大学英语情景模拟教学法研究 周丽敏、郝志华、徐未芳、余  斌、张利花 一般

J2019174 忻州师范学院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信号处理类课程混合式教学法的研究 任国凤、付建梅、李海霞、王爱珍、荀燕琴 一般

J2019175  运城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金融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孙维峰、王有鸿、关明文、冯  珏、柴菁敏 一般

J2019176  运城学院 传统体育文化创新育人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陈  俊、解会娟、郭国兵、杨  涛、徐  健 一般

J2019177  运城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提升研究 王丽芳、张志刚、王冠孝、晋  迪、严  锐 一般

J2019178  运城学院
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院校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
践

李永宏、马紫微、姜其畅、郑  伟、马瑞婧 一般

J2019179  运城学院
基于“品德-知识-能力”核心素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何小宛、朱松苗、袁少冲、曹翠丽 一般

J2019180  运城学院
“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的地方本科院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与
实践研究

杨建雅、张凤琴、张民珍、王莲花 一般

J2019181  运城学院
基于SCL的思维型课堂教学模式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体系中的
实践研究

杜艳芳、党亭军、王莉萍、薛小雷、苏定 一般

J2019182 晋中学院 基于SPOC的《乐理》课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探索 王洪涛、白雨虹、张  娟、杨明辉、杨丽琴 一般

J2019183 晋中学院
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软件工程》课程混合教学模式重构设计与
实践

郭玉栋、左金平、王  燕、武丽芬、芦彩林 一般

J2019184 晋中学院 英语专业语用学课程翻转课堂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侯风英、牛谷芳、郭慧骏、庞志芬、付  乐 一般

J2019185 晋中学院 以学科竞赛提升大学生创新力的教学方法研究 刘  卓、李  晨、相  静、邹安刚、刘小旦 一般

J2019186 晋中学院 以富媒体技术深化《无机化学实验》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杜意恩、何  婧、边永军、刘毓芳、李建晴 一般

J2019187 晋中学院 基于“互联网+健康”的体育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  晖、郭海英、任  波、赵  霞、郭铜樑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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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188 长治学院 基于问题导向的《英语语音》网络在线课程建设研究 郭  佳、程  娇、郭允雪、王  璨、陈  新 一般

J2019189 长治学院 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历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贺  鹭、段建宏、赵艳霞、杨灵芝、王建花 一般

J2019190 长治学院 遗传学实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秦永燕、刘瑞祥、李  莉、张  杨、侯沁文 一般

J2019191 长治学院
地方院校应用转型期本科翻译专业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与评价体系研
究

刘满芸、秦丽艳、康艳楠、王  强、安  宇 一般

J2019192 长治学院 新建本科院校《计算机基础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艳玲、张剑妹、王文溥、路  璐、杜丽美 一般

J2019193 长治学院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现代汉语》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践
与探究

李金梅、王  利、张威娜、周  洁 一般

J2019194 长治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语言学类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与研究 张文霞、王  利、张威娜、李金梅、刘  杨 一般

J2019195 太原工业学院 应用型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原菊梅、闫根弟、史建伟、周  敏、穆  煜 一般

J2019196 太原工业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课程体系重构研究 刘  嘉、刘  晓、李  烨、史  燕、张  斌 一般

J2019197 太原工业学院 基于OBE理念的《C程序设计》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  杰、任志刚、王  铮、邢珍珍、孔令德 一般

J2019198 太原工业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构建《山西故事》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贾美艳、李  敏、海  珍、冯  晶、王森浩 一般

J2019199 太原工业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项目导师制的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赵晓红、程雪松、丁莉峰、左义海、马庆国 一般

J2019200 太原工业学院 融合传统文化的文创设计课程群教学创新与实践 张  杨、王丽娜、刘岩妍、任静莉、张  哲 一般

J2019201 吕梁学院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动物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王改芳、刘宝琦、冯彩平、李  栋、薛瑞婷 一般

J2019202 吕梁学院 基于大实践理念的应用型本科的实践教学研究 雒卫廷、闫金顺、李强华、宋要斌、王向玲 一般

J2019203 吕梁学院
“非遗”在地方院校美术类课程建设中应用研究——以晋陕沿黄手
工艺为例

张云奇、刘红红、贺亚婵 一般

J2019204 吕梁学院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吕梁学院化学化工
系为例

王丽芳、刘奋照、曹  阳、王  炎 一般

J2019205 吕梁学院
基于OBE教育理念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实习创新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

杨小萍、冯珊珊、康微婧、李小玲、刘宝琦 一般

J2019206 吕梁学院 基于CDIO模式的应用型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刘继华、王三虎、白凤凤、乔  丽、张  丽 一般

J2019207 吕梁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改革 刘文珍、王  惠、褚斐青 一般

J2019208 山西传媒学院
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中国文学
史》课程为例》

夏东锋、师  莹、魏晓军、郭婧文、王  哲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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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209 山西传媒学院 基于行业需求视阈下的《导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贾  月、孙  杨、张潇艺、何  流 一般

J2019210 山西传媒学院
基于“传承•融合•创新”思维的动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与实
践

姚桂萍、李  曧、陈  伟、张利敏、王森海 一般

J2019211 山西传媒学院 应用型本科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冯思婧、温建梅、孟  威、张肖艳、汤  雪 一般

J2019212 山西传媒学院 应用型传媒类本科院校MOOC建设研究——以《光影中的文本》为例 肖  翔、张晓嫣、冯思婧、刘瑾璐、曹  冉 一般

J2019213 山西传媒学院 提升应用型本科广播电视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实践与探索 刘朝霞、方东明、伊文臣、张  晋、药丹华 一般

J2019214 太原学院 教育信息化下应用型本科学生过程性学习考核评价体系研究 陈新玲、孙  婧、明小菊、赵  娆、王永丽 一般

J2019215 太原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工科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尹一帆、樊星男、吕文渊、范  艳、陈彩萍 一般

J2019216 太原学院 与行业共建经管类专业《内部控制》课程教学资源库研究 齐  晋、游  翔、弓  静、薛文艳、赵燕子 一般

J2019217 太原学院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课程双语教学模式研究和应用 杜  宾、闫  钊、傅  锦、葛  坤、李  燕 一般

J2019218 太原学院 新工科建设初探与实践—以太原学院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为例 闫娟枝、赵  丹、马成乡、田大惠、郭东玲 一般

J2019219 太原学院 高校计算机公共课新生态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贺红梅、张新华、张鹏飞、张科星、何  江 一般

J2019220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地质类专业矿物岩石学课程教学改革
与研究

穆满根、焦希颖、杨  乐、荆丽波、刘瑞斌 一般

J2019221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面向计算生态的Python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方案及教学项目库建
设研究

刘红梅、黄永来、段海英、刘  鹏、李  莉 一般

J2019222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科技与人文融合视野下的《工业文化》公共选修课教学探索与实践 王智庆、尚利强、李存华、连  东、陆嵬喆 一般

J2019223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以煤矿实景基地为平台，提升煤机类专业课实践教学质量研究 赵金录、蔡永乐、刘晓瑞、郭  芳、荆忠亮 一般

J2019224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策略研究 郭  郁、邓庆阳、王  栋、郭  芳、门丽君 一般

J2019225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特色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以山西工程技术
学院土木工程特色专业建设为例

梁利生、邓庆阳、陈永峰、张永生、秦美珠 一般

J2019226 山西能源学院
应用型本科“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446”模式研究与实践——
以山西能源学院为例

董崇泽、孟文俊、王永安、董光华、郭  纹、吴凤
彪、郑  昱、姬长春

一般

J2019227 山西能源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能源经济专业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徐  英、刘小明、杨建华、刘  健、朱丽丽 一般

J2019228 山西能源学院 测绘工程专业课程群实践教学半实物仿真教学平台研制
相兴华、张明媚、邓小鹏、禹  信、王小美、王雪
英、付红云

一般

J2019229 山西能源学院 管工融合视角下应用型本科《经济与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张众宽、杨成双、杨建华、汪学祥、李  蓉、王一
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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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230 山西能源学院
教学信息化2.0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索——以“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研究对象

赵雪照、马晓亮、耿鹏丽、刘书葵、李  捷、同燕
秦

一般

J2019231 山西警察学院 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刘三满、贾王晶、杨俊斌、朱飑凯、李丽蓉 一般

J2019232 山西警察学院 基于教学效能提升的应用型本科专业教学体系构建 赵学刚、郝美英、姚伟红、郑才诚、刘慧斌 一般

J2019233 山西警察学院 警察院校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研究与实践 张安文、王前勇、张  静、李虎元、李朝伟 一般

J2019234 山西警察学院 基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公安管理学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范如意、申智军、韩  燚、 张艳军、贾云翔 一般

J2019235 山西工商学院
依托学科竞赛带动整合实践教学环节的机制研究--以山西工商学院
工程管理专业为例

胡向真、张莉捐、陈苏超、吕会芳、王  帅 一般

J2019236 山西工商学院
地方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满意度”评价体系的构建研
究

李志锋、孙雪菁、郭  静、彭亚迪、张  琳 一般

J2019237 山西工商学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税法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刘锦辉、任妙丹、李  勤、辛侯蓉、刘晓琳 一般

J2019238 山西工商学院 互联网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杨云飞、李  琴、田雯娟、刘  青 一般

J2019239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专业课程设计一体化的研究与实践 任月香、王春翔、贺俊红、牛晓丹、曹晓波 一般

J2019240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应用型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陈兆波、刘晓丽、钱  婧、王晓宁、黄庆禄 一般

J2019241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应用型民办地方本科高校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研究与实践
李俊晓、侯振江、杨惠梅、康  娟、宋兴航、  王
复兴

一般

J2019242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核心课程群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践 陈桂芳、王  瑞、马晓楠、白慧茹、刘文莉 一般

J2019243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护理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红梅、薛晓燕、任云青 一般

J2019244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的医学实验技术专业组织学实验教学改革
薄双玲、马太芳、李  钊、周  敏、赵建玲、闫
慧

一般

J2019245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四段式”实验教学模式在验光学实验教学中的探索
刘院斌、李春莺、孙  霞、任志凤、何  涛、祝
英、高智奇、韩娟娟、司俊峰

一般

J2019246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外科护理学》案例教学模式探究
刘爱梅、李红梅、赵素琴、田朝霞、高欢玲、武晓
红、薛晓燕、仲朝阳

一般

J2019247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人文类课程改革与实践
陈  飞、梁韶萍、高瑞红、左  熹、金建楠、邸敏
学

一般

J2019248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服务于山西文旅人才培养的专业集群建设实践研究
马  洁、杨宏伟、刘晓英、翟卫东、陈  楠、赵
欣、李忠学

一般

J2019249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基于“三三四”模式的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武英芝、卫彦琦、张晓林、杨  珏、田艳君 一般

J2019250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基于产教融合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研究 苏雪峰、郭燕萍、白东蕊、罗宝刚、王晓立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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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251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模型化虚拟实验教学研究 柳  欣、任菊香、闫俊伢、王文晶、赵宇兰 一般

J2019252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研究 郝  丽、暴丽艳、史  洁、蔡依轩、雷云云 一般

J2019253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优化研究 高  欣、陈增寿、陆迎霞、卢  霞、王  蔚 一般

J2019254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

学院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机械制图》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梁国星、袁群芳、黄永贵、张  姝、马  麟 一般

J2019255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

学院
金课”视域下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机制探索 左中鹅、武佐君、杨  婷、孙文波、郭宏伟 一般

J2019256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

学院
基于新时代"三全育人"理念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实
施路径研究

武佐君、韩志成、屈晓东、温爱连、张洪潮、左中
鹅

一般

J2019257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

学院
“迷你弹力床”课程在体育专业学生中开设的可行性研究 范春燕、张和平、孙文波、宁  倩、董敏娜 一般

J2019258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项目主导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研究 王希武、高宇鹏、王  龙、郭晋蜀、杨  璐 一般

J2019259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基于信息产业商学院电类专业基础课程群建设 王建斌、李瑞金、马艳娥、宋金沙、张  甜 一般

J2019260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基于第三方跨境支付的国际结算课程内容创新型研究 张  帆、张所地、苗敬毅、赵  欣、贾胜武 一般

J2019261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经管类专业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赵  欣、郭慧琳、韩  姣、闫海鹰、郭  辉、陈晋
丽

一般

J2019262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领导力培养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许德芳、闫述丽、苏  琳、刘小明、苗咏丽 一般

J2019263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 医学院校《基础化学》课程中融入人文精神的研究与实践 李  娇、柳  军、刘  平、吴瑜鹏、夏晓艳 一般

J2019264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 课外拓展方式提高系统解剖学实验教学的探索 张  星、杨桂姣、曹世福、张  楠 一般

J2019265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 组织学虚拟仿真实践教学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弓慧敏、杨桂姣、赵智芳、张瑞腾、赵雪纯 一般

J2019266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 数据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 贺  华、孙旭芳、李  楠、曹惠芳、阴文君 一般

J2019267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 二本C类院校英语分级教学模式研究
叶菲菲、杨桂娇、贾  英、王  晶、李秋艳、段
娟

一般

J2019268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

学院
《矢量分析与场论》翻转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陈教凯、张东海、周史薇、周祥楠 一般

J2019269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

学院
音乐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及评价机制改革 刘明星、张健男、樊  霄、李  筠、范  曦 一般

J2019270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

学院
本科生历史思维训练与信息能力培养 樊百玉、车效梅、徐继承、舒丽萍、王  丽 一般

J2019271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

学院
基于MOOC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以《大学计算机基础》为
例

孔德华、刘景宜、朱红康、许大峰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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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19272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

学院
户外油画教学实践的改革与探索——以风景写生课程为例 牛富强 、金小民、范晓杰、杨  涛、李永强 一般

J2019273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建设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研究对象

孙豫峰、张  蕊，吕瑞瑞、贾健鹏、王建军 一般

J2019274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基于移动终端的独立院校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 段  莉、潘小丽、韩  珊、李  媛、陈  静 一般

J2019275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基于“政产学研用”联合育人的山西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屈  增、原  媛、沈  喆、元玉玺、赵  欢 一般

J2019276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模拟法庭教学与学生成绩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续彦芳、陈晋胜、贺  莉、胡文娟、李  玲 一般

J2019277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专业集群背景下新工科实验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郭银章、张国有、王丽芳、王  晓 一般

J2019278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赵文彬、宋晓红、刘瑞芳、张雅琴、 郭利军 一般

J2019279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独立学院机械基础实践教学项目虚拟仿真制作及线上开放融合学习
过程评价探讨

薛爱文、马立峰、权旺林、陈媛媛、张志鸿 一般

J2019280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基于对分理念的概率统计混合教学模式研究 何小娟、任红萍、夏桂梅、刘晨华、杨栋辉 一般

J2019281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与探索 石  慧、董增寿、郑秀萍、李丽君、王钢飞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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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组别：工科优势高校组□  综合性高校组□  地方高校组█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推荐表 
 

 

 

 

项目名称：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的新能源汽车 

       工程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实施单位：            中北大学               

项目负责人：            董小瑞                 

主管部门：           山西省教育厅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学院路 3号中北大学    

邮政编码：              030051                 

联系电话：             13503506578             

E-mail:              DongXR@nuc.edu.cn          

填表日期：           2017年 8月 20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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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请按表格填写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逐条认

真填写，表达要明确、严谨。 

    二、推荐表为 A4复印纸，于左侧装订成册，由所在

单位签署意见后报送。 

    三、推荐表应明确所在单位在人员、条件、经费、

政策等方面的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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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的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方向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分析 

对应项目

指南编号 
6 

起止 

年月 

2018年 01 月至 

2020年 01 月 

项 

目 

负

责    

人 

姓    名 董小瑞 性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 

年月 1968.01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教务副处长 研究领域 车辆动态仿真 

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中北大学 邮编 030051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学院路 3号 电话 13503506578 

主要教学改革和科研工作简历 

1.主要教学改革工作简历 

（1）.2006.09-2008.09，主持“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

实践”项目，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2010.09-2012.09，主持“车辆与动力工程系实践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项目，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2017年成功申请“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管理系统研究与开发”省

级教改项目。 

2.主要科研工作简历 

（1）2004 年 02 月主持的“军用发动机关键零部件 CAD 技术”项目获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2）2005 年 06 月主持的“发动机结构分析关键技术及方法研究”项目获得

山西省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3）2011 年 10 月主持的“液压控制快速逃生器”项目获得挑战杯竞赛国家

三等奖； 

（4）2015年 07 月成功申请“增压器 XXXX 形成机制与计算方法研究”国防科

技重点实验室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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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组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6 4 1   5 1  

主 

要 

成 

员 

（

不 

含 

负

责 

人 

）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职务 
工  作  单  位 

项目中 

的分工 
签字 

张志文 男 1984.05 讲师 中北大学 方案研究  

杨世文 男 1965.06 教授 中北大学 方案研究  

张  翼 男 1969.01 副教授 中北大学 实践体系  

吕彩琴 女 1968.05 教授 中北大学 教学体系  

尉庆国 男 1969.10 副教授 中北大学 实践体系  

任晓乐 男 1992.04 研究生 中北大学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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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拟解决的问题和工作目标（不超过 1000 字） 

 

2015年国务院在《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中提出，在 2020年新能源

汽车产业要在整车设计、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关键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国

家“十三五”期间制定了“三纵三横”一系列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 2015

年至 2020 年，混合动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提高汽车动力系统的电气化程度，加大小

型电动汽车和插电混合动力汽车的推广力度。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和国家积极政策引导对传统车辆专业产生巨大的

冲击。传统的汽车理论体系已不能满足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2011年为了匹配国家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各高校开设新能源汽车专业方向，但大部分高校都是在原有的专业

基础上开设几门新能源课程，而新能源汽车对不同模块间的知识理解和共享能力要求很

高，因此专业培养方向、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这样导

致新能源汽车针对性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 

我校作为一所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本科院校，肩负着培养省内特色学科专业人才

的重任，迫切需要解决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建设与升级路径，推动车辆学科专业结构改革

与组织模式变革，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专业定位、培养方案制定。探索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方向改造与探索，树立

新工科教育背景下创新型、实践型、研究型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教学体系与人才

培养相结合的专业建设，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培养模式纳入学生创新训练体系，综合提高

学生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及独立思维能力，培养适合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技术人才。 

第二，设置专业课程的结构体系。在整个课程体系的建设上，强调以“问题导向”

为主，在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基础上发展科学的，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专业课程体系。

结合社会发展的学科交叉新趋势、科学研究新成果，拓展传统学科专业的内涵并形成新

课程体系。 

第三，合理的实践、实训环节。新能源汽车专业是一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

实践与实训环节紧跟专业发展方向，逐步改革与完善新能源实验技术平台，培养大学生

创新能力，通过合理的教学与拓展激发大学生对本专业的科研创新兴趣，创建具有专业

特色的研究体系。 

根据国家新工科建设和发展需要，面向汽车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从培养方向定位、

课程体系重构、实践与实训环节建设等方面，拓展相关的人才建立与服务条件，建设新

能源汽车专业的教学体系，探索新专业多学科交叉复合改造的途径与方式，最终培养适

应市场化就业方向和紧缺的服务领域，满足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创新型、实践型、研究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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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工作基础（与本项目研究与实践相关的前期工作基础，不超过 2000字） 

 

1、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教学改革成绩 

（1）2006.09-2008.09，董小瑞教授主持“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

实践”项目，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2010.09-2012.09，董小瑞教授主持“车辆与动力工程系实践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项目，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3）2017年成功申请“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管理系统研究与开发”省级教改项目，

根据国家新工科建设和发展需要，面向汽车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从培养方向定位、课程体系

重构、师资队伍培养、实训条件建设等方面，拓展相关的人才建立与服务条件，建设新能源

汽车专业的教学体系，培养满足新能源汽车人才需求的创新型、实践型、研究型人才。 

（4）2016.03-2018.03 月张志文讲师主持“车辆工程专业团队式毕业设计方案探索”项

目，根据车辆工程实践性强的特点，从汽车行业的技术特征和人才需求出发，对车辆工程专

业本科毕业设计进行改革。培养具有扎实的机械工程基础知识和宽广的汽车工程专业知识的

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提高本科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本专业教学质量。 

（5）2012.04— 2014.06 尉庆国副教授主持“基于 FSC 大赛平台的研究生综合能力培

养模式研究”项目，成立动力赛车创新平台，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采取研究生带，大四学

生做，大三学，大二、大一看的培养模式。发挥研究生对本科生创新示范与带动作用,通过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过程的锻炼，能够在设计、制造、成本控制、商业营销、沟通与协调

等五方面能力上得到全面提升，获得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6）团队于 2017 年申请“基于大课堂的汽车发动机‘情景体验式’教学模式 10 年实践”

省教学成果奖。 

2、已具备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 

十年内中北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坚持走出教室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基于“以学生为

主体，以培养学生多种能力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实施“1233”工程，实现了汽车发动机结

构认知、拆卸、装配、购买、发动机线路连接、流场仿真、3D 打印发动机零部件、改进、

台架测试、制作赛车、动态比赛、维修、成本分析、营销答辩等全新实验内容。不但加深了

学生对汽车发动机整体结构、工作原理的理解和掌握，而且依托学生车迷协会、汽车文化公

园，普及汽车文化知识；通过三大赛事，为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提供了广阔平台。成果主要内

容包括一下五个方面。 

（1）教学内容与时并进，前沿技术进入课堂 

（a）及时更新教材。2014 年，《汽车发动机构造及原理》立项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十

二五”规划教材；2016 年，汽车构造（上）教材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应用型本科院校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之一，增加代用燃料、燃气、电动汽车动力装置内容。 

（b）组织学生参观车展，了解汽车前沿技术。2004年成立的中北大学学生车迷协会，

两次被评为“十佳社团”，校园办车展，出校看车展、服务车展。是山西省高校中第一个把

车展带进校园的学生社团。 

（2）进行“情景体验式”教学，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交际、沟通、合作、表

达等各种能力。 

（3）搭建开放实训平台见下图 1，化抽象为具体收集的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点缀车迷

协会建设、管理的校园汽车文化公园，课余时间长期开放，学生可以随时拆装汽车发动机；

使学生对汽车发动机零部件进行“三过”（见过、摸过，拆过），弥补书本不足之处，增强汽

车发动机零部件感性认识，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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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北大学赛车开放平台 

 

（4）建设动力赛车创新平台，实现理论教学到实践应用的顺利转化 

2012 年成立的动力赛车创新平台，为参加三大赛事、组织混合型研究团队，购买发动

机、制作赛车、参加全国比赛，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见下图 2。 

 

图 2.  中北大学三大赛事赛车展示 

 

（5）指导学生动手做汽车教具，弥补实验教学设备不足 

从 2006年到 2017 年，12届车辆工程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 50

余名学生“真刀实枪”做毕业设计，制作汽车教具，促进实验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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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的改革思路和举措（列明项目研究与实践的主要思路、具体措施、创新

点等，建议列出清晰的图表，不超过 3000字） 

 

1.主要思路 

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对传统工科专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传统的汽车理论知识体系已不能

完全满足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导致新能源汽车针对性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针对这些问题，

积极改造升级传统车辆工程专业并探索新能源汽车专业建设，促进学科交叉与跨界整合。结

合地方经济特色与学校自身发展需求准确进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制定以多学科交叉为特

征的新能源汽车专业培养方案，构建能够满足新能源汽车发展对技术服务人才需求的课程体

系，探索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与创新研究环节，为新时期培养具有创新和独立工

作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2.具体措施 

（1）.专业定位、制定培养方案 

（a）.专业培养目标 

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方向是培养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新时期新能源汽车高新技

术发展需要的，具备新能源汽车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知识、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以及汽车试

验技术、测试技术等方面的知识，能在新能源汽车研究开发、设计、试验以及管理维修、检

测等部门，从事新能源汽车整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试验研究以及管理工作，具有扎实的

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与管理人

才的专业。有效培养工科学生批判性思维、设计思维、工程思维、数字化思维、工程管理思

维、工程伦理、跨文化沟通素养等，具体的新能源汽车专业培养目标见下图 3。 

就业方向：汽车零部件的测绘、传动与工艺分析；新能源汽车机电传动及控制设备的生

产、安装、调试；新能源汽车的运行与维护；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及售后服务等。 

（b）.基本要求 

基本素质及通用能力要求：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修养、计算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

能力、外语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自学能力和决策能力；具有工程基本分

析计算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专业能力要求：具有识读机械零件图、装配图、电气图的能力；具有电工与电子技术的

基本操作技能；具有生产、安装、维修和调试新能源汽车电机及控制系统的能力；具有新能

源汽车整车设计开发能力。 

管理能力要求：销售、售后服务及班组管理能力。 

 
图 3.  新能源汽车专业能力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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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专业课程的结构体系 

依据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要求，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基础课程体系需要整合、优化、重组，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课程体系的建设强调以“问题导向”为主，即在适应新技术发

展趋势的条件下满足社会人才需求，发展科学的，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专业。因此，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教学体系需要在遵循这些原则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知识的融合与贯通。我

校作为一所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本科独立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的教学体系要结合社会发

展的新需求、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趋势、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拓展传统学科专业的内涵和建设

重点，形成新课程体系。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教学体系需要不断更新与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手段来能

够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a）.组织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汽车行业的企业优秀人才，编写或确定体现新能源

汽车的特色专业内涵的专业基础课程、专业特色课程、专业选修课程教材，课程体系见表 1。 

（b）.新能源汽车不仅包含传统汽车所涉及的知识点，而且还包含电化学等方面的知识

点。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将不断加入新的内容，需要采用启发渐进的教

学模式，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浓厚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c）.由于该课程的专业知识具有跨学科特点，有些知识点学生难以掌握，有些原理较

为抽象，需要配套实验教学课程，加深学生的理解，使学生更快更容易地掌握课程内容，同

时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实验课程体系如下图 4。 

（d）.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推动技术与知识的不断更新和互换。建设微课、慕课等教学平

台，打造教师、学生、网络三位一体的互动交流方式，为学生设立第二学习通道。 

 
图 4.  新能源汽车专业理论课程体系 

表 1.  新能源汽车专业课程实验体系 

类

别 
课程名称 课程实验项目 课程实验内容 

实验

类别 

专

业

基

础

课 

汽车理论 

1.汽车动力性试验 评定汽车行驶最高速度、爬坡度和加速性 

综合

性 

2.汽车燃料经济性 道路条件下测定汽车等速行驶燃料经济特性 

3.汽车制动性试验 
测定汽车的行车制动性能。测定汽车的制动性

能参数和制动减速度 

4.汽车通过性试验 测定汽车的通过性几何参数 

汽车构造 1.整车构造和离合器结构 在实验台架上查找和学习离合器主动部分、被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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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动部分和操纵部分的结构 性 

2.变速器实验 
拆装普通齿轮式变速器结构、手排档变速器自

锁和互锁结构及同步器 

3.转向装置、传动轴和万

向传动实验 
拆装转向系、转向机及传动轴的十字轴 

4.制动系实验 
拆装轿车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器，分辨并拆装

盘式制动器和鼓式制动器 

汽车设计 课程设计 

1.汽车动力总成匹配与总体设计 

2. 离合器设计 

3. 万向传动装置设计 

4. 驱动桥设计 

5. 悬架设计 

6. 转向系设计 

7. 制动系设计 

设 计

性 

汽车电器

及电子技

术 

蓄电池构造认识及充电 
观察蓄电池外观；分解蓄电池结构；练习给蓄

电池充电 

综 合

性 

汽车交流发电机及其调节

器的构造认识 

观察交流发电机外观；分解交流发电机；认识

调节器 

启动机构造认识 
观察启动机外观；分解启动机；观察起动机工

作过程 

点火系统构造认识 
分解点火线圈、分电器、火花塞等；观察各种

点火系统工作过程 

汽车电器设备整体线路认

识 

实训台上分辨各个电器子系统组成；观察各个

电器子系统工作过程 

专

业

特

色

课 

动力电机

技术及应

用 

永磁同步电机性能实验 测定直流电动机的工作特性和机械特性 
综合

性 
基于 CAN 总线的电机转

速控制与转矩控制 

基于 CAN 总线电机的电机转速控制与转矩控

制 

车用动力

装置及能

量管理 

Prius 系统实验 了解 Prius 系统工作原理 

综合

性 
电动汽车整车匹配实验 

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动力电池等系统与

整车匹配方案 

制动能量回收实验 了解回收模式，设计回收方案 

混合动力

汽车技术 

并联混合动力方案设计实

验 

并联混合动力传动方案设计、系统元件的选型

与参数匹配、控制方案设计、仿真研究 

综合

性 

串联混合动力方案设计实

验 

串联混合动力传动方案设计、系统元件的选型

与参数匹配、控制方案设计、仿真研究 

混联结构方案设计实验 
混联混合动力传动方案设计、系统元件的选型

与参数匹配、工作模式制定、仿真研究 

动力电池

技术 

动力电池设计与组装实验 
电池模块和元件设计、串并联组装、动力输电

线连接及信号采集 
综合

性 
电池高压安全与充电实验 高压充电操作规程、充电系统监测 

专

业

选

总线控制

技术 

CAN 总线系统原理实验 熟悉 CAN 总线工作原理及串口通讯系统 综合

性 CAN 总线控制测试实验 掌握 CAN 总线信号数据测试及故障诊断方法 

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原理实验 熟悉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 综合



11 
 

修

课 

发动机 
燃料电池系统控制与检测 

掌握燃料电池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案，

了解燃料电池发动机的关键技术难题 

性 

智 能 汽 车

与 智 能 交

通 

智能汽车与智能交通 
了解智能汽车与智能交通的关键技术，认识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 

开放

性 

 

（3）.制定合理的实践、实训环节 

新能源汽车专业是一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实践体系主要包

括学生实践、实训环节。实践对象的架构取决于新能源实验技术平台的研究与完善，涉及到

平台的技术标准法规、基础设施、测试评价技术的制定与测试。新能源汽车专业实践体系还

需要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科学合理地建设符合本专业特点的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的创新环

节。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建立本专业的科研创新活动基地，扩展学生科研创新活动空间，开

放具有专业特色科研项目，创建教师带动学生创新的研究体系，使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到创新

研究中，实践、实训环节见图 5。 

 

图 5.  新能源汽车专业实践、实训体系 

3.创新点 

（1）.树立新工科教育背景下创新型、实践型、研究型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教

学体系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相适应的专业建设。将融合理论知识与实践培养的新能源汽车专业

作为教育体系主体，纳入学生创新训练体系，综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以及独立

思维能力，培养适合新能源汽车行业需求的人才。 

（2）.构建凸显本专业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教学体系。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等多方面进行教学创新。搭建开放的学生学习平台，通过教学体系的自我更新与自

我适应，为学生展现具有现代化的学习方法和模式，在满足学生学习兴趣与保证学生培养目

标的情况下，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3）.通过大力以实践教学为基础，构建工程教育人才的新模式。科学合理地创建大

学生创新实践课程体系建立，加强对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的培养。建立新能源汽车工程实训

实践教学基地，加强教师实践带队能力，融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实践教育为一体，探索新

工科学生自我创新，协同成长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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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计划及预期成果（项目执行的时间表，可考核的项目完成结果，可示范

推广的经验等，不超过 2000字） 

 

1、项目实施计划 

具体实施计划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制定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培养方案（工作时间：2018.01-2018.06） 

依据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地方经济特色与学校现状及新技术与新产业发展趋势，

制定以多学科交叉为特征的新能源汽车专业培养方案，推动高新技术与工科专业的知识、能

力、素质要求深度融合，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设计思维、工程思维、数字化思维、工程管

理思维、工程伦理、跨文化沟通素养等。 

新的培养方案的制定一定以服务经济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以促

进就业为目的，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体需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工作。第一，对大学生群体中开展调研活动，积极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模式，

培养工作积极性与创新意识；第二，开阔学生视野，理论教学一定要结合最新科技发展动态，

新能源汽车的教学过程一定结合国内外最新产品特性；第三，让学生走出课堂，通过实验、

实训、创新项目等模式培养合格的具备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能源汽车复合型人才；

第四，积极征选全国范围内的汽车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形成校企间长期

稳定合作关系，实现产学研融合；第五，针对大学生发明创造协会、中北大学车队、车迷协

会、创新团队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第六，在继续重视学生参加课外节能赛车比赛的基础上，

更加重视新能源汽车设计与实际产业应用与发展的结合，并注重专利知识产权的申请、保护，

逐步形成指导教师团队、博硕士研究生、高年级优秀本科生、低年级本科生的“传帮带”培养

体系。 

第二阶段：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工作时间：2018.07-2018.12） 

搭建新能源汽车专业的理论课程体系与实践课程体系，逐步建设网络共享课、微课、

慕课等教学平台，打造教师、学生、网络三位一体的互动交流方式，建立专业教学环节的质

量监控与检查体系，确保整个专业的教学质量。逐步在全校范围内开设新能源汽车公共任选

课、实验选修课、公开实验等教学环节，进行新能源汽车创新设计教育。邀请国内外行业内、

学术界知名学者，进行高层次学术讲座。 

第三阶段：中北大学校内新能源汽车实践平台共享资源建设（工作时间：

2019.01-2019.05） 



13 
 

以《中北大学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管理办法》、《中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委员会》

细则为准，以中北大学 1 个学生车迷协会，2 个创新平台（汽车文化公园、动力赛车），3

个车队（中北大学行知车队、中北大学致远车队、中北大学兴晋车队），3 大赛事（中国大

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中国节能竞技大赛、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的“1233”工程为中

心，联合动力工程学院新能源汽车实验室及车辆学科团队、工程训练中心、国家级电工电子

开放实验室、电子科学技术与仪器学院的创新精英学院、计算机与自动控制学院的实验团队，

各学院科学技术协会及校外合作院校，成立中北大学校内新能源汽车创新实践共享资源平

台，成立车辆、机械、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自动控制、传感器、材料、先进制造、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指导教师团队。 

第四阶段：校外新能源创新实践平台、基地建设（工作时间：2019.06-2019.10） 

与长安汽车、吉利汽车、奇瑞电动汽车、山西大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太原天瑞迪汽

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教仪）、山西原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吉林大学、燕山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等单位建立全方位合作协议，努力推荐优秀本科生、研究生学生实习、实训、就业；

通过本科生、研究生、指导教师参加中国汽车工程、机械工程、工程机械等学会的年会及科

学论坛，参加重点高校同类创新实践平台的“暑期学校”培训，参与清洁能源汽车开放平台

的建设，继续参加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中国节能竞技大赛、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

大赛三大赛事，起引领山西省高等学校的全方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第五阶段：项目总结，成果巩固与深化（工作时间：2019.11-2019.12） 

根据项目研究成果撰写总结报告，形成一套完成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展望能源汽车

工程专业未来发展趋势，根据研究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发表相关的教改

论文。 

2、预期成果形式 

（1）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报告； 

（2）一套完整的新能源汽车课程体系； 

（3）中北大学新能源汽车创新实践共享资源平台管理与运行体系；  

（4）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5）建设校外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 1-2 项； 

（6）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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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在单位支持措施（包括条件、经费、人员等方面相关政策和措施） 

 

1制度保障 

中北大学已经陆续出台《中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委员会管理办法》、《中北大

学本科生科技创新活动管理办法》、《中北大学重大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实施细则》、《中北大学

公共基础实验室面向大学生开放实施细则》、《中北大学创业教育标准规范》、《中北大学关于

大学生申报专利和发表学术论文的奖励办法》、《中北大学研究生推免实施管理办法》等系列

全员育人、开放育人的系列文件，为中北大学能源汽车工程专业建设与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 

2.经费支持 

学院 2017年学校对“新能源汽车实验室建设”投资 90万元，同时学科建设投资 21万，

基本能够满足专业建设与发展需求。 

3.人员配置 

目前团队共有教师 19人，其中副高级以上有 5人，博士有 14人，三专业每年招生 200

人左右，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设有“性能实验室”、“拆装实验室”和“电器实验室”，

学院积极统筹安排资源，培训教师，引进人才，推动学科建设。 

 

 

六、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七、专家评审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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