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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个汉字。 

2. 成果科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年）》（教高[2012]9号）的学科门类分类（规范）填写。

综合类成果填其他。  

    3．成果类别代码组成形式为：abcd，其中： 

    ab：成果所属科类代码：填写科类代码一般应按成果所属学科代码

填写。哲学—01，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文学—05，历

史学—06，理学—07，工学—08，农学—09，医学—10，军事学—11,

管理学—12，艺术学－13，其他—14。 

    c：成果属普通教育填 1，继续教育填 2，其他填 0。 

    d：成果属本科教育填 1，研究生教育填 2，其他填 0。 

    4．推荐序号由 4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代码，按照附件 1

《2017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推荐名额分配表》中各推荐单

位代码填写，后二位为推荐单位推荐成果的顺序编号。 

    5．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6．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的日期;完成时

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的日期。 

    7．本申请书统一用 A4纸双面打印，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4

号字。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



 

 

一、 成 果 简 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8.2 

实践创新导向的

“2.5+1.5”综合素质能力

培养模式 

2017年山西

省教育厅教学

成果一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 

2017.12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 

2018年教育

部 
教育部 

2013.12 
工科院校知行互融教学模

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2013年山西

省教育厅教学

成果二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 

2011.05 
测控技术与仪器本科专业

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2011年山西

省教育厅教学

成果一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 

2008.09 

传感器原理及技术课程 

内容与实验改革的研究与

实践 

2008年山西

省教育厅教学

成果二等奖 

山西省教育厅 

2016.10 
“创新精英研究院”本科

生课外创新实践平台建设 

2016年中北

大学教学成果

一等奖 

中北 

大学 

2016.10 
“2.5+1.5”实践与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现 

2016年中北

大学教学成果

二等奖 

中北 

大学 

2016.10 
依托优势仪器学科平台，

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2016年中北

大学教学成果

二等奖 

中北 

大学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4年 9月           实践检验期: 5年 

 完成： 2019年 6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涉及到人才培养的所有环节，包括培养目

标、毕业要求、实践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各层次达成情况评价体系、

教学大纲、教学过程控制机制、持续改进机制等诸多要素，是人才培养

质量最重要的保障基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学生

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以其清晰的目

标导向近十年来逐渐被中国教育界广泛接受，在近两年国家主导的“新

工科”概念中也成为其重要核心体现之一。 

经过国内工程教育认证大量现场考察和案例分析发现，校、院、

（系）、专业多级管理体制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设计与实施上普遍存

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校、院、专业多级管理体制下各级分工不清晰、责任不明

确、顶层设计难以实现系统化。 

（2）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机制不健全，导致思路不清晰、工作

不系统、制定出来的培养体系混乱，不规范。 

以上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国内以专业为对象的认证工作普遍遭遇的瓶

颈之一，很多专业在认证过程中经常会感到困惑：专业认证到底是学校

的事还是专业的事？就是很好的例证。 

本成果以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的三个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为实践对象，在学校教务处的大

力支持下，校、院、专业紧密配合，从 2014年 9月以来，开展了三个

专业有计划、有步骤、科学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和实践工作，积

累和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学校层面上，诸多管理部门中，教务处对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

影响最大。中北大学教务处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统筹学校



 

 

资源、课程体系制定、实验室平台建设、培养方案修订、基础课大纲修

订等方面，积极统筹协调，调动全校相关资源，理顺关系，从学校顶层

上规范了管理，为我院三个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学院层面上，因为三个专业同为电类专业，学院大力建设了七大课

群，打通三个专业课程建设，统一要求；师资根据专业性质合理配置；

制定了统一的专业培养体系规范，统一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

标达成评价体系，三个专业统一执行；实验资源互通互享；制定统一的

质量监督和评价机制。很好地实现了学院层面的顶层设计。 

专业层面上，基于校、院工作基础和要求，专注于本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特色建设，对实践教学体系、专业综合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进行

了大力改革，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过五年的持续改进，目前三个专业建立了完善的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理顺了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与任务。目前三个专业已经有两个专业

顺利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两个专业成为省级优势专业。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1）校级顶层布局，建立统一规范，协调总体资源 

为了有效解决校、院、专业多级管理体制下分工不清晰、责任不明

确、顶层设计难以实现系统化的问题，在项目开展之初，学院与教务处

共同策划了面向全校工程专业的本科教育培养体系布局，建立了一系列

操作机制，明确了校、院、专业的角色和责任；从校级顶层入手，调研

各专业培养体系构建需求，针对校级资源配置和公共课程的能力培养进

行顶层设计；然后在学院层面上整合专业间资源，完成院级专业群间的

顶层设计与规划，为后续各专业的培养体系设计打好基础；最后由专业

根据学校、学院提供的资源和特色，结合专业条件，系统、科学地完成



 

 

本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2）学院基于自身条件和专业大类特色，制定院级统一规范，打

通专业间隔阂，执行统一的评价与考核机制 

1）学院层面上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构建了专业培养体系

规范、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教学过程控制规范等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管理

文件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针对专业培养体系规范设计了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及课程体

系支撑关系、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体系和课程教学大

纲模板等 14份制度与机制约束规范；针对实践教学体系制订了实践教

学环节归档要求及规范、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实施方案等 39份实践能力

培养的过程性规范；针对本科教学环节制订了教学过程控制及归档要

求、授课计划、授课总结、教师授课日志等 12份教学过程控制规范文

件。为各专业制定自己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控制提供了科学的、系统

的管理规范，为规范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奠定了基础，为有效指导

并保障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依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制定了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体系，为各专业教学大纲制定和学生能力产出效

果评价提供了统一的规范。 

规定了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理念、途径、方法

和改进措施等，设计了“落实、评价、反馈、改进”的“四层次循环评

价反馈机制”，保障了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达成，并有效实现了持续

改进，不断完善。在学院层面上理顺了专业间课程要求和考核不一致导

致教学评价甚至教学过程难以操作的问题。 

3）基于学院资源共享共建，构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实践创新教

学体系。 



 

 

通过优化整个培养体系，从理论教学、课内实验、综合实践实训、

毕业设计和课外创新实践等环节协同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动手能

力和创新能力。在 2.5学年的时间内完成理论知识的学习，随后在 0.5

学年完成综合实践课程，最后 1个学年开展毕业设计。期间以“创新精

英研究院”为平台，同步贯穿课外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对学有余力的同

学加以指导培养。全方位地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以达到多

样化、个性化和开放式的特色创新人才培养。 

（3）专业层面突出特色建设，依据上级规范和资源科学合理地制

定了本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落实了人才培养过程 

基于校、院工作基础和要求，专注于本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特色建

设，对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体系、专业综合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完成

本专业培养体系构建并付诸实践。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1）基于能力获取为导向的理念，推动校级管理机构直接参与到

人才培养体系的顶层设计中，形成了多级管理体制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的合理构建机制。依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以规范创新人才培养为

目的，提出了专业培养体系规范、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教学过程控制规

范等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管理文件的设计思路和方法，为顺利开展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提供了保障，为规范创新人才培养过程奠定了基础，以最终

实现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强化与提升。 

（2）以培养创新创业能力为导向，建立了深度融合双创教育的实

践教学体系规范。本成果以解决校、院、专业多级管理体制下顶层设计

难以实现系统化、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规范等问题为目的，以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最终目标，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

念为依据，构建了课堂教学、课内实验、综合实训、毕业设计、课外创



 

 

新实践等多层次、多类型的实践创新教学体系，理论联系实践，案例结

合实际，课内课外结合，循序渐进开展，以全方位地强化学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尤其是开放性地制定了允许学生依据第二课堂取得的成果申请

相关课程免修免考的机制，将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纳入实践教学体系。 

（3）在学院层面上统一制定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规范，很好地为全院层面上的课群建设、跨专业选课等模

式打下了必要基础。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需求，制定了专业培养目标

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体系，设计了教学过程控制评价、课程目标达

成评价、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培养目标达成评价组成的“四层次循环评

价反馈机制”，可以实现“落实、评价、反馈、改进”闭环控制，可以

实现对教学过程、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有效评价，并为持

续改进提供保障。 

（4）本成果基于仪器、电子类专业进行了 5年的实践与持续改

进，构建方法并不局限于专业本身，其方法论可以方便推广到所有工科

类专业。基于本成果构建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实践创新教学体系和达

成情况评价体系，通过实施验证，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了

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扩大了学生参与课外实践创新的范围，并得到了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组的认可与好评。同时，该成果已被其他五个学

院采纳并应用，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和前景。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1）在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的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科学与

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三个专业全面实施。其中，测控技术与仪器专

业、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通过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效果良好。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被认定为山西省优势专业。

为其它专业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提供了很好的参



 

 

考，奠定了基础。 

（2）在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实施效果良好，有效激发了学生

参与创新实践的热情，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综合实训、毕业设计等

实践环节的完成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学生参加各类创新活动及获奖数

量显著增加。我院学生在创新类大赛中表现的扎实功底得到了媒体的一

致好评，受到了中国教育报、山西科技报、山西日报、山西青年报等媒

体的多次报道。 

（3）本成果制定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实践创新教学体系和达成

情况评价体系等得到了其他相关学院和同行的认可。中北大学信息与通

信工程学院等其他多个学院多次到我院学习交流，对本成果提出的专业

培养体系规范、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教学过程控制规范等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管理文件的设计思路和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本成果已在中北大

学多个学院进行了推广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4）“创新精英研究院”这一创新平台得到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专家组、各级领导和同行的高度好评。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创新，近

三年在学科竞赛方面获得国际大奖 12项，国家级奖 100余项（其中国

家一等奖 19项，国家二等奖 73项），省部级奖 200余项（省部级一等

奖 74项，省部级二等奖 146项），申请专利十余项，被省级媒体报道

多次。获奖人数也从 2016年度的 300人升上到 2018年的 350人。山西

省副省长张复明、宣传部部长廉毅敏等山西省委常委领导参观创新实践

基地后对学院在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内蒙古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借鉴了本成果中实践培养

模式和创新平台模式相关内容，使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得到

了明显的提升。“创新精英研究院”这一创新平台已成为我校宣传创新

创业的重要窗口。 



 

 

二、完成人情况 

主 持 人 

姓    名 
刘文怡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年 1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教学副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测试技术、测试仪器设计 

工作单位 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 

联系电话 0351-3924891 移动电话 13934607107 

电子信箱 liuwenyi@nuc.edu.cn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学院路 3号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2012、2014年获山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 

2、电子科学技术相关专业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改革与实

践，2009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七； 

3、模块化，系列化 XX 黑匣子，2011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排名第八； 

4、复杂环境下多通道高可靠数据采集与存储设备，2013 年山西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八。 

主 

 

要 

 

贡 

 

献 

1、制定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实践创新教学体系和达成情况评价体系，并组织了实

施应用； 

2、提出了专业培养体系规范、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教学过程控制规范等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管理文件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3、组织了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和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 

4、推动贯彻“2.5+1.5”教学模式，推动将课外创新实践与专业实践教学相结合，

将创新意识落实到理论、实践教学体系中； 

5、策划了“创新精英研究院”的目标定位、建设理念、运转模式，并组织实施； 

6、参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实践教学的学院制度，比如细化了创新学分分配方式、制

定了教师职称评定中学生创新成果加分制度、教师绩效考核中的学生创新成果加分

制度、“五个一”要求、导师制等文件； 

7、参与“创新精英研究院”组织的竞聘、竞赛活动，并指导多支队伍取得了国家

级、省级竞赛奖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 2 )完成人 

姓   名 
高艳阳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7年 3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教务处副处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教学管理 

工作单位 中北大学教务处 

联系电话 0351-3921562 移动电话 13934528299 

电子信箱 gyy@nuc.edu.cn 

通讯地址 中北大学教务处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主要从事无机化学及分析化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已培养

硕士研究生 2 人，指导在校研究生 5 人，在固相法制备纳米

材料及纳米粒子形貌控制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研

究成果。参加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统编

教材 1 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主 

 

要 

 

贡 

 

献 

1、指导并参与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实践创新教学体系和达成情况评价体系

的制定工作； 

2、指导了专业培养体系规范、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教学过程控制规范等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管理文件的设计工作； 

3、指导并参与了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和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 3 )完成人 

姓   名 
王红亮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年 7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MEMS超声换能器与测试系统集成 

工作单位 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 

联系电话 0351-3921562 移动电话 13934528299 

电子信箱 gyy@nuc.edu.cn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学院路 3号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2013年获兵工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2018年入选“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计划 

主 

 

要 

 

贡 

 

献 

1、参与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实践创新教学体系和达成情况评价体系的制定

工作； 

2、参与了专业培养体系规范、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教学过程控制规范等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管理文件的设计工作； 

3、参与了课程大纲修改、教学改革、学生创新指导等工作； 

4、参与了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和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三、完成单位情况 

主    持 

单位名称 
中北大学 主管部门 山西省教育厅 

联 系 人 刘晓东 联系电话 0351-3922063 

传    真  邮政编码 030051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学院路 3号 

电子信箱 jyk@nuc.edu.cn 

主 

 

 

 

要 

 

 

 

贡 

 

 

 

献 

1、中北大学在统筹学校资源、课程体系制定、实验室平台建

设、培养方案修订、基础课大纲修订等方面，积极统筹协调，调

动全校相关资源，理顺关系，从学校顶层上规范了管理，为中北

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三个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2、中北大学为该教学成果提供了场地保障、经费、政策、成果

推广等方面全方位的支持； 

3、协调并指导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实践创新教学体系和达成

情况评价体系的制定工作； 

4、协调并指导了专业培养体系规范、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教学

过程控制规范等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管理文件的设计工作； 

5、协调并指导了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和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单位意见 

 

推 

 

荐 

 

意 

 

见 

（本栏由推荐单位填写，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

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 

 

本成果以解决校、院、专业多级管理体制下顶层设计难以

实现系统化、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规范等问题为目的，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最终目标，依据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理念，提出了专业培养体系规范、实践教学体系

规范、教学过程控制规范等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管理文件的设计

思路和方法。构建了课堂教学、课内实验、综合实训、毕业设

计、课外创新实践等多层次、多类型的实践创新教学体系。制

定了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体系，设计了教学

过程控制评价、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培养

目标达成评价组成的“四层次循环评价反馈机制”。本成果实

施效果良好，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了学生的实践

创新能力，扩大了学生参与课外实践创新的范围，并得到了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组和同行的肯定与好评，具有良好的推广

应用价值和前景。 

 

同意推荐优秀教学成果奖。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五、评审意见 

评 

审 

组 

意 

见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审 

委 

员 

会 

意 

见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委员会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