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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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代码，按照附件 1

中各推荐单位代码填写，后三位为推荐单位推荐成果的顺序编号。 

5．申请单位需提供一个成果网址，将成果申请材料和认为必要的

视频及其他补充支持材料放在此网址下，并保证网络畅通。 

6．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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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检验期应从正式实施（包

括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

时间。 

8．本申请书统一用 A4 纸双面打印（封面去掉“附件 3”字样），

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4 号字。需签字、盖章处打印复印无效。 

9．指定附件备齐后合装成册，但不要和申请书正文表格装订在一

起；首页应为附件目录，不要加其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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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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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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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8.04 
“兵器学科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2017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山西省 

教育厅 

2018.04 

“基于调查研究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

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2017 年山西

省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山西省 

教育厅 

2010.10 
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国家级 教育部 

2011.10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国家级 教育部 

2012.06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国家级 
教育部 

工信部 

2014.10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国家级 教育部 

2015.12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兵器陈列室及创新实验中心） 
国家级 中国科协 

2016.07 

国防科工局“十三五”国防特色学科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军事化学与

烟火技术 2 个国防特色学科） 

国家级 国防科工局 

2016.10 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艺术团 国家级 国防科工局 

2017.01 国防教育特色高校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09 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园 国家级 国防科工局 

2017.09 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示范单位 国家级 国防科工局 

2014.10 

《弹药学（第 2 版）》“十二五”普

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尹建平 王志军） 

国家级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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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十二五”国家

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弹药

学》、《火炸药安全技术》、《弹药

制造工艺学》三本学术著作 

国家级 

国家出版基

金管理委员

会 

2010.12 
山西省研究生教育精品课程 

《爆炸作用及原理》 
省级 

山西省 

教育厅 

2011.01-

-2018.03 

山西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总计 16 篇 
省级 

山西省政府

学位办 

2011.01-

-2018.03 

山西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总计 11 人 

（王志军、尹建平、李强等） 

省级 
山西省政府

学位办 

2013.10 
山西省先进班集体 

(Y130101 班，兵器科学与技术专业) 
省级 

山西省 

教育厅 

2014.04 
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 

优秀企业导师 3 人 
省级 

山西省经信

委、山西省

教育厅 

2014.09 
山西省教学名师 

（尹建平） 
省级 

山西省 

教育厅 

2017.01 
山西省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 

（王志军） 
省级 

山西省政府

学位办 

2011.10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势重点学科 

（兵器科学与技术） 
省级 

山西省 

教育厅 

2012.12 
山西省兵器工程研究生 

教育创新中心 
省级 

山西省经信

委、山西省

教育厅 

2013.10 
山西省兵器工程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 

山西省 

教育厅 

2014.12 
山西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武器发射工程） 
省级 

山西省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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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从 2010 年起，通过“顶层构建、资源共享、校企协同、导师

互动”，发挥国家国防科工局和山西省“双方共建”机制优势，以国防特色

学科和省部级重点学科为支撑，以山西省兵器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和校

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平台，着力构建“1423 兵器学科研究生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建成了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1）确立“一个中心”：需求引领、多层构建的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把

培养具有“军工情怀、专业素养、创新思维、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国防科技

创新人才作为中心任务，为重点高校培养国防基础科研人才，为军工企业培

养武器装备型号研制人才，为科研院所培养国防拔尖创新领军人才。 

2）建设“四大体系”：立体推进、多维互动的创新能力体系。构建

“学科交叉课程体系、多元化教学模式、协同培养模式和学术交流体系”四

位一体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加强创造性思维、启发性思维、卓越思维

和辩证思维能力培养，提升兵器学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 

3）构建“两个协同”：双方共建、校企协同的科研实践平台。以国家

重点（培育）学科、国防特色学科、省部级重点学科为载体运行的科研创新

平台。以山西省兵器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和校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

载体运行的协同育人产学研实践平台。 

4）强化“三个环节”：目标引领、能力导向的工程实践体系。构建

“学校实验室实践能力训练、科研院所工程实践、企业和基地靶场试验”三

位一体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通过学校实验室加强基础工程实践能力培

养，科研院所加强重点工程研发能力培养，企业靶场和基地靶场加强试验组

织实施能力培养。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生源来源专业多样、国防精神培育不足、军工情怀基础不牢等造成

研究生立志服务国防、献身国防事业的意识不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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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创新点 

1）构建了兵器学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以提升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为目标，构建了“学科交叉课程体系、多元

化教学模式、协同培养模式和学术交流体系”四位一体的多层次科研创新能

力培养体系。按照兵器学科学位基本要求，设置了不同层次人才培养方案；

构建了“理论讲授式、课题探究式、项目案例式和论坛交互式”多元化教学

模式，培养启发性思维能力；以国防科研项目为牵引，构建了“多学科导师

团队指导、校企双导师协同培养、名师个性化培养和项目组长岗位锻炼”协

同培养模式，培养卓越思维能力；构建了“项目小组讨论、研究室学术报

告、研究生学术论坛、参加专业学术年会和研究生暑期学校”学术交流体

系，培养辩证思维能力，为国防科技工业培养国防基础科研人才、武器装备

型号研制人才和国防拔尖创新领军人才。 

2）构建了兵器学科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以提升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为目标，以国防特色学科、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省部级重点学科为创新支撑平台，以山西省兵器工程研究生教育

创新中心和校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科研实践平台，构建了“学校实验室

实践能力训练、科研院所工程实践、企业和基地靶场试验”三位一体的多层

次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提升了兵器学科研究生基础工程实践能力、重点

工程研发能力和靶场试验组织实施能力。 

3）为 40 余所国防特色共建院校提供了一种“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提升

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的辐射推广模式 

兵器学科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对学科建设水平提升、科学研

究能力提高、强化师资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辐射和推动作用。有力地推动

了国防科工局“十三五”国防特色学科、兵器科学与技术省级优势重点学科

和山西省“1331 工程”重点学科，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国家特色专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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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上；每年 80%以上的毕业生均进入兵器工业、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工

作。培养的兵器学科研究生得到了中国兵工学会、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

等单位的高度赞誉。 

  

  

②队伍建设成效 

校企导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导师被评为山西省教学名师、省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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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优秀导师，被聘为教育部兵器类专业教指委委员、教育部军事教指委委

员、省研究生教育学位委员会委员。5 人为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1 人为省优

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3 人为省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优秀企业导

师。 

校企导师科学研究水平稳定提升。导师承担高新工程项目、总装重大专

项、国防预研项目、国防瓶颈项目、武器装备型号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项目层次、数量、经费均大幅提高，每年经费达 2000 万元以上。导师出版

学术专著和国家级规划教材 11 部。 

③学科建设成效 

获批国防科工局“十三五”国防特色学科 2 个，国家特色专业 2 个、卓

越工程师计划专业 2 个；兵器科学与技术获批山西省优势重点学科；获批山

西省兵器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和省兵器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校外推广应用 

  

共建高校推广。项目研究成果在沈阳理工大学兵器学科研究生培养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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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朵英贤院士          中国工程院李魁武院士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兵器类专业教指委秘书长 

北京理工大学焦清介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林海教授 

 











mailto:liqiang17@n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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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