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专业综合改革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光电成像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珠海分室）挂牌成立

1月 23日上午，北京理工大学光电成像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珠海分室）

成立暨挂牌仪式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图书馆 301室隆重举行。

赵显利院长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朵英贤，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庞思勤，北京理工大学倪国强教授、王霞教授、冬雷教授、北理工深圳研究院副院长程



灏波、中山研究院副院长邵立伟，清华大学杨耕教授、中山大学江灏教授、华南理工大

学杨金明教授，北方激光集团技术总监孙琦、艾派克微电子丁励总工、安联锐视李志洋

总经理、深圳信桥王健总经理，广东省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院办公室主任陈平朗、规划

所主任奚俊忠，我校科技处处长齐延信、条件装备处处长姜公信、教务处处长张克军、

信息学院院长苏秉华、教师代表以及多家企业代表出席了此次揭牌仪式，揭牌仪式由赵

粤生副院长主持。

王霞教授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光电成像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宣布珠海分

室正式成立，宣布苏秉华教授担任重点实验室珠海分室主任，她介绍重点实验室情况。

苏秉华教授介绍了珠海分室的建设基础和规划，他表示珠海分室将成为光电成像技术与

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窗口。倪国强教授和苏秉华教授共同为珠海分

室揭牌。



赵显利院长发表讲话，他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对重点实验室珠海分室的建设

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兄弟学校专家学者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希望校企合作更加紧密；

赵院长指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将继续大力引入校本部及各方优势资源，提升人才

培养水平和科研实力，深化内涵发展，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理工大学，在珠海“三高一

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广东经济产业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随后，全体与会人

员合影留念，此次揭牌仪式圆满落幕。



揭牌仪式后，光电信息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和智能电网与新能源重点实验室分

别在图书馆301和知行楼ZB408召开了学术委员会会议，举行了学术委员会聘任仪式，

苏秉华院长就“光电信息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和“通信与信息系统优势学科”的建

设计划做了报告，苏禹老师就“智能电网与新能源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做了报告，两个

学术委员会分别针对建设内容进行讨论，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给珠海

市三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方案指明了方向，为顺利完成建设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下午三点，科技处和信息学院在知行楼 ZB408联合举办了科技沙龙活动，邀请了

北京理工大学倪国强教授就“科技管理体系改革和科研项目申请”主题与全校四十多位

教师进行了交流。活动中，倪国强教授给各位老师介绍了目前国家科技管理体系改革的

最新动态，并就如何申请科研项目和各位老师进行了充分交流，与会教师纷纷表示受益

良多。（撰稿：司炜 审核：苏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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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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单位：按 2017 年广东教育教学成果

奖评选表彰工作方案等有关规定填写。集体完成的成果，成果完成

人和完成单位按照其贡献大小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顺序排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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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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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推荐序号由 5位数字组成，各单位均自 00001 开始填写。

6．推荐单位：市或各高等学校

7.推荐时间：2017 年 6 月 25 日

8. 编号由省教育厅高等教育类教学成果奖评审办公室填写。

网上申报时不填写。

9．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地市、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

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的教学奖励；经登记常设的社会力量设立的教

学奖励，但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10．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开始研制日期，完

成时间指成果通过验收、鉴定或实施日期。

11.主要完成人不只一人的，请自行增加该表格；按一人一表

填报。

12.主要完成单位不只一个的，请自行增加该表格；按一单位

一表填报；加盖完成单位公章。

13.推荐意见：由推荐单位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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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加盖推荐单位

公章。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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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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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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重点培育学科（通信与信

息系统学科）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6 年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校级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2016 年
华为 ICT 优秀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

（信息工程专业）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重点建设专业（电子科学

与技术专业）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协同育人平台（电子信息

类创新创业协同育人平

台）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珠海市协同创新中心（光

电信息技术与应用协同

创新中心）

市级 珠海市科技局

2015 年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珠海

分室（光电成像技术与系

统）

部级 教育部

2015 年
教学团队（电子信息基础

课程群）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4 年

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电

子信息类应用型人才培

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4 年

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大

学生科技创新团队的建

设与实践）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4 年

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电

子信息类专业协同育人

平台建设）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4 年

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机器视

觉技术实验室）

市级 珠海市高新区

2014 年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电子信息类创新型、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9

2012 年、

2013 年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广

东省大学生实践教学基

地）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12 年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电子

信息基础教学实验示范

中心）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2 年 01 月 实践检验期:2.5 年

完成：2014 年 12 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 字)

近年电子信息类应用型人才仍然存在供给缺乏的情况，究其原因主

要是学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匹配度较低、育人方式不能适应产业发展

需求，导致全人教育不够、培养手段单一、毕业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薄弱等情况，造成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需求错位。

为解决上述教学问题，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电子信息类教学团队

基于自身优势，成立课题组并聘请校外专家，经过教育思想大讨论，形

成以产业需求为引领的“拉动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思路，不断创新协同

育人机制、强化产教融合手段，将产业需求与学生的能力特长相结合，

着眼源头和目标一致性，构建持续改进的闭环体系，从“本科基础教育”

和“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两个方面，实施分类、分层次培养，形

成一套有效的双力驱动人才培养新模式—“3+X”模式（见图 1）。



10

图 1 “3+X”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总体框架

电子信息类专业现有 5 个专业，校企联合成立“应用型人才培养教

学指导委员会”，对照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通过 2012 年以来前

后对教学计划进行了 3 次修订，构建适应应用型人才的新型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合理安排人才培养的内容，建立了稳定的、符合业界要求的

人才培养标准，新教学计划中毕业生核心能力的达成都有相应的课程支

撑，注重人文科学的素质教育，增加复合型课程比重，加大实践教学的

力度，丰富实践教学的形式，将工程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纳入其中，

实现“3+X”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优化和完善，有利于专业教育目标和毕业

生核心能力的达成。

经过实践，专业建设效果明显，建设了一只双师型人才队伍，积累

了大量精品教学资源，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社会美誉度不断上升。近四

年建设产学研单位 70余家，建设育人平台、实践基地等 5 个，共建实验

室 9 个，建设精品教育资源有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3 门、省级教学成果

奖培育项目 3 项、省级教改项目 6 项；出版教材 4 部，共同开发网络课

堂资源 2 项。获批省级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攀登计划等学生

项目 22项；学生发表论文 20篇，专利 15 项，其中蒋才高、庄广利两位

同学的英文论文被 EI检索；培养学生科技团队 6个，学科竞赛获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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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奖项 60余项，省级奖项 150 余项；出国与考研的人数逐年递增；共有

1200 名学生通过各种职业资格认证；毛伟强、黄拓、梁鸿宇等同学成为

创新创业型人才典型。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 字)

（1）“3+X”培养模式的理论探索

1）以产业需求为引领的应用型人才 “素质结构”

为培养出行业满意度比较高的应用型人才，引入人才“素质结构”

模型作为评价人才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职业道德、专业知

识、操作技能、协作能力、心理素质、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总体评价

等八个方面内容（见图 2）。

图 2 应用型人才“素质结构”与行业人才需求关系图

“3+X”培养模式基于应用型人才“素质结构”科学设计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教学方案等环节，实施差异化教育，构建分类培养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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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素质结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要素图

2）本科基础教育的贯通式、模块化

本科基础教育采用贯通式、模块化培养，基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

复合教育等“3”部分内容，对应设计了 7 个模块化的课程包，组合实施

分层次培养，逐步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分类培养与多元化教学

兼顾学生个体差异，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因材施教，引导学生

发挥自己的能力特长，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3+X”应用型

人才分类培养“X”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工程型类、技能型类、卓越

工程师类、创新创业型、国际型类、研究型类、复合型类。

（2）“3+X”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

历经 2012-2016 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验证，电子信息类“3+X”应用

型人才培养积极落实“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理念，逐步走向规范化、

科学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主要实践方式有：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成立由业界代表、家长代表、

校友代表组成的教学咨询委员会，定期开展教学交流，持续改进人才培

养方案，丰富课程体系。

△共建协同育人平台：搭建电子信息类创新创业协同育人平台、创

建电子信息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组建电子信息

基础课程群教学团队；建立校外产学研基地；共建开放联合实验室。

△共同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共同立项建设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制定

人才评价机制，联合开发教材、课件等教学资源。

△共同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校企双方联合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

聘请企业高工作为校外指导老师。

△共同举办学科竞赛：企业资助资金，校方提供场地、平台，联合

举办科技创新大赛。

△订单式培养：依据企业需求，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路线，采取

交叉式培养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专项技术人才。

△共同技术合作：基于珠海市光电信息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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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平台，在协同创新机制下实现技术融合，共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和

项目开发。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 字)

（1）“3+X”推进了分类培养、差异化发展

“3+X”分类培养模式主要是将产学研合作深度融合到人才的分类培

养，根据学生能力特长、兴趣爱好等的差异化，以及产业需求的不同，

通过贯通式培养方案、模块化课程体系，采用产教融合的教育教学手段，

在培养过程中不断强化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切实落实产业化人才培养，

实现人才差异化、多样性发展。

（2）借助产教融合与协同创新实现双力驱动

以需求为牵引，通过产教融合与协同创新推动资源共享、沟通协调、

创新与合作（见图 4），拓展多样化人才培养的空间，保证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效果。

实施管理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协同育人平台管理机构、协同育人激

励机制、人才评价机制，完善管理制度，推进校企文化融合，校企双方

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学业指导。

图 4应用型人才协同创新培养机制

（3）多样化教育教学方法

为了实现分类培养，践行产教融合和协同育人，实施多样化教育教

学方法，主要做法如下：

1）协同项目教学法。采用企业的实际项目实施项目教学，由校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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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组成教学团队。如数字图像处理等课程。

2）工程创新教学法。以“技术引领创新，创新引领创业”，依托创

新类实验室、校企共建实验室、科研实验室、创客空间为平台，鼓励学

生参与实际的工程研发项目，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和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的能力。如创新实践课程、专业综合实训等课程。

3）新“二元”教学法。实践实训类课程教学的实施分校内和校外两

个部分，充分体现产教融合的培育手段，如嵌入式系统等课程。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 字)

（1）推广方式

项目成果公开主要是通过网络、交流会、论文、教材、服务平台、

观摩等共享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学资源、培训开放等，全面实现实

验室开放制度、培训中心开放制度，将教学成果进行公开和辐射。主要

形式包括：视频公开课、精品课程、网络课堂、微课堂、网络直播、面

授、认证培训等形式。

（2）推广效果

首先，从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示范性实施，同时进行内部交流

和探讨并向电子信息类其他专业进行推广，如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专业；通过成果的公开和宣传，逐步得到

校内兄弟院系、专业的认可和借鉴；也得到了周边其他高校吉林大学珠

海学院、中山电子科学大学好评。在交流活动中，还受到湖北汽车学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省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总之，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双力驱动电子信息类“3+X”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教学成果共享与推广有利于加速应用型人才集约化发展，可

以大力提升我省应用型技术大学的长足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动手

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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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主 持 人

姓 名
苏秉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2 年 11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光学与工程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信息学院

联系电话 0756-3622321 移动电话 13703008268

电子信箱 bhsu@263.net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6号北理工信息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5年，获评“南粤先进教育工作者”

主

要

贡

献

深度探索应用型人才素质模型，制定产业需求“拉动式”培

养模式，长期探索基于“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双驱动式“3+X”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设计分类、分层次教学的具体教学实施方案，

参与教学方案的设计、模块化课程体系的建设和教学计划的设计。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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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2 )完成人

姓 名
李克勤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 年 08 月 最后学历 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教学副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通信工程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信息学院

联系电话 0756-3622321 移动电话 18666148198

电子信箱 2412796294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6号北理工信息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参与制定双驱动式“3+X”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设计分类、

分层次教学的具体教学实施方案，参与教学方案的设计、模块化课

程体系的建设和教学计划的设计。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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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3 )完成人

姓 名
张恩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 年 06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信息学院党总支

书记、副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学生事务管理、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信息学院

联系电话 0756-3622302 移动电话 13825611223

电子信箱 18942596@qq.com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6号北理工信息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2 广东省教育厅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优秀成果，优秀奖；

2014 年广东省教育厅“百系列”德育成果展示，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创新创业体制机制建设，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及活动组织实

施指导，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创新创业团队管理等。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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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4 )完成人

姓 名
张克军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 年 08 月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处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教学管理与人事管理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联系电话 0756-3622500 移动电话 13631206568

电子信箱 811015411@qq.com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 6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作为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双驱动式“3+X”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参与教学方案的设计、课程体系的建设和教学计划的设计。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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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5 )完成人

姓 名
张小凤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2 年 06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院长助理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自动化专业教师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联系电话 0756-3622500 移动电话 13631206568

电子信箱 811015411@qq.com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 6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6 入选广东省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改革成果案例集

主

要

贡

献

主要参与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共建实验室建设、教学计划的落实。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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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持

单位名称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信息学院
主管部门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

学院

联 系 人 苏秉华 联系电话 13703008268

传 真 0756-3622321 邮政编码 519088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金凤路 6 号北理工信息学院

电子信箱 bhsu@263.net

主

要

贡

献

学院与深圳比亚迪、康佳通信、深南电路等 10余家深度融合

单位协同完成本项目的理论研究、方案设计、组织协调、实施应

用及总结推广。

拥有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信息工程专业），广东

省重点培育学科（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广东省电子信息基础

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广东省电子信息类创新创业协同育人平台，

广东省电子信息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广

东省电子信息基础课程群教学团队；建立珠海市光电信息技术与

应用协同创新中心，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教

育部光电成像技术与系统重点实验室珠海分室。

实施了分类培养，践行了产教融合和协同育人，对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进行了创新和改革，注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获取知

识的能力，重视学生基本技能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获得国家级、

省级多项奖励，该成果在校内外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

单 位 盖 章

2017 年 6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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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评审意见

学校教学成果

评审委员会或

学校教学指导

委员会表决情

况

投票人数 赞成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主任签名：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裴雪丹老师参加中国光学学会学术大会邀请函



裴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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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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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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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培
训
证
书



田刚老师参加 2017 年夏季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师资培训班



李克勤、裴雪丹老师参加了“学生为本、能力为重的 21 世纪课堂教学—国际接

轨、形塑品牌成果导向教学实务操作”专题培训班



安玉磊老师参加第九届蓝桥杯大赛省赛师资培训会



田刚老师参加广东省高校电工电子技术研究会 2017 年年会



田刚、张凯老师参加 2018 粤嵌众创春季师资培训班



苏秉华老师参加第三届中国工业文化高峰论坛



张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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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参
加

P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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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n
大
数
据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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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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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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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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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构
建
教
与
学
新
模
式
骨
干
教
师
培
训



李克勤、裴雪丹老师参加全国高校多元化教学方法、信息化教学法系列课程巡讲

交流会



孙鲁老师参加全国地方应用型院校新工科技企协同育人交流会暨人工智能人才

培养高峰论坛



裴雪丹老师参加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师资培训



鄢
永

明
、
黄
振
永
、
邓
垲
墉
老
师
参
加

P
y
t
h
o
n
人
工
智
能
开
发
课
程
师
资
培
训
班







岗位职责和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