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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特色共建院校兵器学科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教学成果报告 

 

（一）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在军民融合战略大背景下，

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高校如何与科研机构、军工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进而多方位提高兵器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培养高素质国防科技工业科研

创新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防现代化建设，是每所国防特色共建高校一

直探索与实践的方向。 

1.1 成果简介 

    兵器科学与技术以兵器工程技术为研究对象,具有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

的科学内涵，所研究的发射、燃烧、爆炸、侵彻、毁伤等科学问题均具有高

瞬态、强载荷、高危险、高成本、一次性、不可再现的特点。国防特色共建

院校只有依托国防特色学科建设、军工企业优越的科研实践平台和靶场试验

条件，才能更好地加强对兵器学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

养，满足国防科技工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 

中北大学从 2010 年 5 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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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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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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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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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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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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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程体系偏重理论、教学模式注重讲授、前沿交叉知识缺乏等造成

培养体系与人才需求不匹配，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强问题。 

3）科研实践平台不足、外场试验条件薄弱、工程实践环节偏少等造成

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不足问题。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2.1 确立“一个中心”，制定需求引领、多层构建的人才培养方案 

2.1.1 以培育国防军工情怀为核心，构建国防育人体系 

中北大学作为国家国防科工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服务国防一

直是学校的重要办学定位和面向。秉承和弘扬学校厚重的军工文化，依托教

育部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国防科工局“军工文化示范单位”、“中国军工文

化团”和“军工文化艺术团”，构建了“浓郁国防氛围熏陶、厚重国防精神

培育、特色军工专业教育、丰富军工企业实践”四位一体的国防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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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太行精神”为核心的办学文化、“致知于行”为校训的育人文化、

优良传统的军工文化相融合，激发投身军工、献身国防的热情。 

 

2.1.2 以培养多层次国防人才为目标，重构人才培养方案 

按照兵器学科学位基本要求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从事基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数理课程体系，为重点高校培养国防基础科研

人才；设置工程实践训练、科研实践训练、企业工程技术攻关环节，为军工

企业培养武器装备型号研制人才；设置项目组长岗位、精英意识培养、名师

个性化指导环节，为科研院所培养国防拔尖创新领军人才。 

2.2 建设“四大体系”，构建立体推进、多维互动的创新能力体系 

以提升研究生学术素养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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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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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以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为目标，构建交学科交叉课程体系 

    兵器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按兵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设置课程体系，

充分体现学科发展的特点、趋势和技术发展方向；开展跨二级学科交叉研究

内容，注重各类课程设置的针对性；设置跨一级学科选修课程，增加交叉前

沿课程。学位课程突出数理课程体系和兵器学科的前沿发展动态，以提高研

究生前沿探索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非学位课程突出能够实现态势感知、电

子对抗、战场侦察、精确打击、高效毁伤和毁伤评估等研究方向，提高研究

生武器装备科研实践能力；跨学科选修课程是拓宽学生学科知识面，增加

MEMS 技术、导航定位、动态测试、信息处理等学科交叉课程，培养创造性

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提高研究生国防基础科研项目研究能力。 

2.2.2 以培养启发性思维能力为目标，构建多元化教学模式 

    兵器学科研究生教育具有一定特殊性，如爆轰理论、毁伤理论、应力波

传播理论、发射理论等课程无法仅凭课堂讲授方式表达清楚。构建“理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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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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研究

生启发性思维能力。理论讲授式教学重在夯实学生的学科理论功底；课题探

究式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项目案例式教学重在提高学

生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论坛交互式教学重在开阔学生学术视野，启

发主动思维，激发创新灵感，从而使研究生教学成为一种开放的、互动的、

弹性的学术交流活动。 

2.2.3 以培养卓越思维能力为目标，构建协同培养模式 

    目前，兵器学科已建立起弹箭毁伤、精确制导、动态仿真、远程技术、

可靠性技术、武器发射、特种能源等七个方向的导师团队，形成和凝聚了一

批在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研究生导师学术创新团队。以省部级重点

学科建设为引领，以国防科研项目为牵引，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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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研究生卓越思维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的培养。 

2.2.4 以培养辩证思维能力为目标，构建学术交流体系 

    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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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研究生辩证思维能力，增强

研究生学术交流能力。 

    在兵器学科研究生学术团队中，坚持每周 1 次的项目小组讨论；每两周

1 次的研究室学术报告；每人每年研究生论坛 1 次的学术交流制度；每人每

年不少于 1次参加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如国际弹道会议、轻武器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含能材料与钝感弹药技术年会等行业会议），拓宽研究生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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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参加兵器科学与技术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了解本领域国际前沿技术

和发展态势，启发研究生科研思路，提升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科研素质。 

2.3 构建“两个协同”，集成双方共建、校企协同的科研实践平台 

以双方共建校企协同为机制，集成创新人才科研实践平台。加强学科专

业建设，建成“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弹药工程

与爆炸技术”和“军事化学与烟火技术”国防特色学科，建成“兵器科学与

技术”山西省优势重点学科，获资金 1.2 亿元；建成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

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山西省高校优势专业、国家出版基金图书等优质教

学资源。加强科研平台集成，与军工集团公司协同合作，建成包括国家级工

程实践教育中心、山西省兵器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和 13 个校企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在内的一批产学研科研实践平台。加强人才培养协同，与军工

企业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建立校企项目合作和校企双导师研究生人才培

养模式。 

2.4 强化“三个环节”，构建目标引领、能力导向的工程实践体系 

以强化研究生工程素养为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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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校内兵器“高层次学科实验室、学科方向研究室、兵器创新实验室”实

践能力训练平台，通过结构设计、原理实验、创新项目研究，增强基础工程

实践能力。通过科研院所工程实践，参与装备型号项目预研和技术攻关，培

养研究生开展重点工程项目的研究能力。通过参加企业和基地靶场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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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摸底、样机测试、设计定型、产品检测等试验环节，了解武器装备全寿

命周期内的质量管控机制，提升靶场试验组织实施能力。 

 

（三）成果的创新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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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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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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开拓思维能力，为国防科技工业培养国防基础科研人才、国防装备型号研

制人才和国防拔尖创新领军人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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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校内兵器“高层次学科实验室、学科方向研究

室、兵器创新实验室”实践能力训练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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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为国防特色共建院校提供了一种辐射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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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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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武器

发射工程省级特色专业、省级优势专业，省兵器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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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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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4.1 校内推广应用 

本成果首先在本校兵器科学与技术 12 级～17 级研究生中进行了实践。 

4.1.1 人才培养成效 

研究生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获山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 篇，山西省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 14 篇；获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 13 项。发表 SCI 论文

117 篇、EI 论文 144 篇、核心论文 180 余篇；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交流会议

和研究生暑期学校 300 余人次；23 人获国家奖学金，7 人获中国航天公益奖

学金和航天科工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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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人才培养贡献大。在兵器行业招录的毕业生中，中北大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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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兵工学会                 淮海工业集团 

  

重庆建设工业集团            山东特种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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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208 所        中国兵器工业 59 所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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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研究

生教育优秀导师，被聘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兵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军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学位委员会委员。5 人为山西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1 人为山西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3 人

为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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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工局国防基

础科研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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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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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学科建设成效 

获批国防科工局“十三五”国防特色学科 2 个（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军事化学与烟火技术），国家特色专业 2 个（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特种能

源技术与工程）、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 2 个（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特种能

源技术与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获批山西省优势重点学科和山西省“133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获批山西省兵器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和山西省兵器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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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显著的推广应用效果，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同时，为国家国防科工局

与地方政府共建的 40 多所高校国防特色学科建设、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提

供了可借鉴的辐射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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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材推广。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弹药学》、《弹药制造工艺学》和

《火炸药安全技术》被多所高校广泛应用，并作为多家军工企业职工培训教

材使用，受益人数每年约 600 人。 

   

学科学位基本要求和专业教学质量标准。作为编写组成员，参与由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组织的《“兵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编写工作；作

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兵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兵器类专业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4.3 同行反馈评价 

教学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工程院朵英贤院士、李魁武院士的高度认可，

得到了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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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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