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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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代码，按照附件 1

《2014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各推荐单位代码及推荐限额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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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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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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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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4.19 

基于人才成长规律

的本硕博一体化培

养探索与实践 

2017年北京市

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北京市人

民政府 

2018.4.19 

本硕博一体化培养

模式下的学术用途

英语课程建设 

2017年北京市

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北京市人

民政府 

2018.4.19 

秉承锅炉房精神，

构建五位一体的软

件产业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 

2017年北京市

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北京市人

民政府 

2013.9.11 

建立多层次开放实

践研究平台，实现

一体化本研协同创

新模式 

2013年北京市

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 

北京市人

民政府 

2017.12.20 

“双一流”背景下

研究型大学博士生

质量监测与评价体

系构建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重点课题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 

2017.12.20 

本硕博一体化贯通

培养知识体系构建

研究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面上课题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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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5 

科研协同创新与研

究生培养的融合模

式探索及相互影响

研究 

中国研究生院

院长联席会 

课题 

中国研究

生院院长

联席会 

2015.8.18 

比较研究生教育学

研究－汉译国际研

究生教育经典名著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面上课题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 

2013.6.13 

我国研究生招生选

拔科学性与公平性

问题研究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面上课题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 

2013.6.13 

协同创新形势下博

士生教育改革和创

新能力提升研究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面上课题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 

2017.5.17 

工业和信息化部研

究型教学创新团队

（4个） 
省部级 

工业和信

息化部 

2015.11.4 
工业和信息化部研

究生创新基地 省部级 
工业和信

息化部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07 年 9月 1日           实践检验期: 8 年 

 完成：2010 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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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迫切需要国防武器装备从跟跑、并跑

发展到未来领跑，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持续拥有一大批立足国防军

工科研的创新领军人才。作为国防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我校肩负着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重任。学校结合 2007 年第十四次教育思想

大讨论，面向国防特色学科提出了本硕博贯通培养方案，经实施和逐

步完善，进一步系统优化了覆盖理工类学科的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

体系、培养机制、培养模式，形成了本成果。内容包括： 

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系统性顶层优化设计了学科方向与

专业基础相适应的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体系，包括一体化的课程、

教材、实践能力和素质教育；基于学生兴趣和能力，建立了符合拔尖

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3+X”动态调整机制；构建了激励学科和科研

优势资源投入本科生培养的内生动力机制；立足国防军工科研优势，

创建了以重大项目研究需求为导向的“军、民”融合素质与能力贯通

培养模式。经十余年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该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 

（1）本、硕、博三段式教育难以系统优化全过程课程知识体系 

我国高等教育主要以本、硕、博三段式教育为主，各阶段培养目

标、课程体系、培养方案难以实现系统、科学统筹优化。学科研究方

向与本科专业知识不完全适应、课程设置或授课内容有重复、培养环

节或课程衔接存在一定程度不合理等，阻碍了上研率很高的研究型大

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效果难以更好的发挥。 

（2）分专业、分段式的培养模式相对固化，学生难以根据个人兴

趣和能力调整专业和选择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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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通过高考成绩选择专业存在盲目性，研究生以入学考试或

课程成绩为门槛存在片面性，各阶段培养相对固化，不能很好的发挥

个人兴趣和能力水平，导致学生理论学习的主动性不高、专业创新能

力训练的动力不足，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 

（3）三段式教育不利于调动学科和科研优势资源向本科阶段投入

的积极性 

优秀导师和优秀学生有相互选择的强烈意愿，但目前研究生选拔

方式客观上造成导师主要在招录环节发现和争取优秀生源，阻碍了优

秀导师主动投入到本科培养阶段，导师重大科研项目和研究平台等资

源也很少向本科生开放。 

（4）三段式培养模式不能很好的适应我国国防和国民经济实际发

展需求 

    三段式教育使本科生缺少个性化专业指导，难以尽早参与导师重

大科研项目，不利于学生系统全面进行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也

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持续性和深入度，造成学生毕业后难以尽早适应和

较快开展实际研究工作。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1）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顶层统筹优化设计学科研究方向与

专业基础知识相适应的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体系 

顶层统筹优化本硕博一体化知识体系，包括课程、教材和培养环

节。梳理课程大纲和关键知识点，明确课程层级、关联性和先后顺

序，精选或编著教材，避免重复设课和讲授重复内容。 

本科一年级强化数、理、化、生以厚重基础；二年级按机械、信

息、理科大类设置专业基础课和体现交叉的专业导论课；三年级按学



5 

科和专业适应性保留核心专业课、改造传统专业课为学科贯通课；四

年级毕业设计以科研训练替代，并选修硕士课程。研究生数学类课采

用“1+N”模式（1 为基础数学、N 为各学科应用数学），开设前沿交

叉课，实施理工类选修课全校任选，提前选修博士课程，补修研究方

向欠缺的本科生核心课。外语课本硕博全贯通。 

   （2）基于学生个人兴趣和能力，建立符合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

的“3+X”动态调整机制 

本科实行理工类统一招生，按机械、信息、理科大类培养，建立

基于学生兴趣和能力的“3+X”动态调整机制。“3”为本科前三年，

每年根据个人兴趣和能力进行调整，调出学生任选专业。导师指导工

作前移至二年级末，三年级及以后在导师指导下选择不同类型和层级

专业课模块，提前进入导师团队，与硕博生共同参与科研项目，进行

科研素质训练。X=1 表示不攻读硕士的学生本科毕业，X=3 表示不攻

读博士的学生硕士毕业，X=5-6表示博士毕业。 

   （3）构建激励学科和科研优势资源投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内生

动力机制 

打通优秀导师提前发现和选择优秀学生的通道，遴选培养质量

高、责任心强、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获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导师进入

本硕博一体化人才选拔体系，实现本硕博连续指导，激励了优秀导师

提前投入本科培养并选择优秀学生的主观愿望，也使导师的国际学术

前沿和国家重大项目研究的优势资源提前投入人才培养。 

   （4）立足国防军工科研优势，构建“军、民”融合的拔尖创新人

才综合素质能力培养模式 

    发挥国防军工科研优势特色，设立高水平、复杂型、综合性创新



6 

科研项目和竞赛活动，突破学科界限和学位层次组建研究组，有效培

养学生科研综合能力、创新思维和协作精神；依据强国必须强军的发

展理念和军工科研高规格、重质量、严要求、守保密的特点，全过

程、持续化、深入性对学生进行科研素质和综合能力训练，将国防军

工科研文化融入到本硕博培养的国民教育中，使学生在军工科研领域

早训练、早养成，满足高层次人才早进入、早服务、早贡献的紧迫急

需，体现“军、民”融合。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1）顶层优化设计了本硕博一体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顶端需求入手，系统全面优化了学科研究方

向与专业基础知识相适应的培养体系，包括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培

养环节，形成了知识结构完整、课程衔接合理、培养环节优化的本硕

博一体化方案。不同于其他高校在一个特定学科专业实施的本硕博贯

通培养，我校本硕博贯通培养面向全部理工类学科，更突出本硕博纵

向贯通、跨学科横向交叉、本科重基础和训练、研究生重能力和创

新。 

 （2）建立了基于学生兴趣和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全过程动态

调整机制 

本科跨理工类统一招生，二年级大类培养，三年级及以后依个人

兴趣能力选专业和导师，并在导师指导下学习专业核心课和学科贯通

课；研究生阶段依个人能力和发展潜力合理分流。能力强的学生可快

跑，后期动力弱的可回头充电，符合拔尖人才成长规律。 

 （3）构建了激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与导师的内生动力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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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基于学生个人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和导师，优秀导师可

在本科二年级末提前选择并指导学生，且本硕博培养全过程实行动态

调整，有效激励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学生与导师的内生动力，较好

解决了优秀导师重科研轻本科人才培养的问题。本科阶段重视学生基

础知识学习、理想信念教育、创新能力培养，使这些拔尖创新人才的

优良“种子”，播撒在各学院本科生和优秀导师研究团队中，起到了

良好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促进学校全面形成人才培养良好生态。 

 （4）构建了寓军于民的拔尖创新人才高效培养模式 

充分利用国防军工科研的高规格、严要求特点和独特地位，本硕

博全过程持续和深入参与重大科研活动，跨层次、多学科学生组成研

究组，优秀导师本硕博全程指导，国防军工龙头企业参观实习和聆听

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型号总师等杰出人才讲座报告，有效培养了拔

尖创新人才爱国情怀、雄心壮志、担当意识、科研精神和创新能力，

使拔尖创新人才更早、更快、更好地适应国防军工发展和国家经济建

设实际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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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1）成果应用 

    本成果经历了三个阶段：2009 年，学校在宇航、机电、信息三个

学院设立本硕博班，采取针对单一学科专业的本硕博贯通培养。2013

年，创建了徐特立学院，面向全校理工科专业招收本硕博学生。2014

年，学校将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纳入综合改革，在全校理工类 14

个学院实施了本硕博贯通培养。 

 （2）推广情况 

本成果在全国博士授权点高校具有推广前景。成果完成人应邀在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工科工作委员

会、北京市高教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会等学术会议和“卓越大学联盟”

高校研究生教育研讨会等做大会报告，向大约 200 所重点高校介绍本

成果，得到了与会人员高度认可和关注。 

先后有西交大、西工大、大连理工、北工大、北交大、南理工、

华东理工等高校先后到我校进行专题调研，其中已在西交大、大连理

工、北交大、南理工等高校得到了应用。 

 （3）实际效果 

    本成果经历了“本硕博实验班—徐特立学院—理工类所有学院”

发展历程，承担了教育部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项目 8 项，发

表教改论文 7篇。 

    本成果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科学优化的成长路径和富有生机的

培养机制，具有明显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成效显

著。近四年我校理工类博士生在读期间人均发表 SCI 论文从 1.26 篇

提高到 2.48 篇、硕士发表 SCI 论文增长了 3 倍、本科生发表 SCI/EI

或获批发明专利每年超过 100 人。经本硕博一体化培养的学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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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性成果更加突出，占博士生总数不足 10%的本硕博学生，取得

的标志性成果占比达到 62%，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ESI 高被引论文：全校共有 18 名博士在读期间发表 ESI 高被引

论文，其中本硕博学生 13人，占比 72%。 

 科研成果获奖：在读博士生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有证

书）31 人，其中本硕博学生 17 人，占比 55%。例如，2009 级本

硕博学生秦同、龙嘉腾 2017 年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 级

本硕博学生李朝玉 2016 年获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 级本硕

博在读学生倪俊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并获北京青年五

四奖章。 

 科技竞赛获奖：参加省部级及以上科技竞赛获奖 65 名博士生

中，本硕博学生 41 人，占比 63%。2012 级本硕博学生叶剑川作

为“飞鹰”无人机团队骨干成员参加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机器人

挑战赛，战胜 MIT、宾大、帝国理工等名校，荣获冠军，获奖金

35 万美元；2011 级本硕博学生刘冬琛（排名第一）获 2017 年全

国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 

 获得学会优博：近两年毕业的博士生中，全校获学会优博（含

提名）共 21篇，其中本硕博学生 12篇，占比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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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主 持 人 

姓    名 
王军政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年 5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博导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研究生院 

常务副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研究生教育与管理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联系电话 010-68913971 移动电话 13901079153 

电子信箱 wangjz@bit.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一） 

2017年获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指导教师、排名

第一） 

201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一） 

2007年获国防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7年获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

第一） 

2012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第五） 

2009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三） 

201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2015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mailto:wangjz@bit.edu.cn






mailto:liping85@b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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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完成人 

姓   名 
唐胜景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年 5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博导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研究生院副院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研究生教育管理、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工作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联系电话 010-68911644 移动电话 13911082906 

电子信箱 tangsj@bit.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五） 

2016 年获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型教学创新团队，团队

负责人 

2014 年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排名第四） 

2005 年获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排名第二） 

2013年获北京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一） 

2009年获北京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四） 

2013 年主编教材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十二

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二批） 

2013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2012年获第八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mailto:chqiyuan@bit.edu.cn


mailto:hwhebit@bit.edu.cn


mailto:cuiwei@bit.edu.cn




mailto:zhaoly@b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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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