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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培育工程 

 

一、 指导思想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教学成果的总结凝练。全面总结和深入

挖掘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优势和特色，遴选 1-2项基础扎实、特色

鲜明的教学成果进行重点培育，通过系统梳理和持续改进，进一步完

善内容体系，凝练项目特色，增强推广价值，力争形成国家级高水平

教学成果。 

二、 培育目标 

未来三年内，培育省级教学成果奖 1-2个；未来四年内，培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 1个。 

三、 遴选原则 

1、成果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引领教学改革方向，在设计、论

证和实施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属于国内、省内首创或

部分首创； 

2、成果要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围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长

期的改革实践，方案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改革前后效果对比突出，



 

支撑材料丰富，有较强的应用推广价值； 

3、成果要有鲜明的特色，在教育教学管理、更新教学方式方法、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具有突出的、为社会所认

可的特色，在同类高校中优势突出； 

4、鼓励跨学科、跨专业、跨学院联合申报，鼓励与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或企业联合申报，但我院教师应为第一负责人，我校应为第

一单位。 

四、 选题方向 

成果应紧密结合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热点及学校推进的重点工作，

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题：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依托学科和专业优势，在工程型、复合

型、国际化等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形成的成果； 

2、专业建设与改革。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在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推进专业综合改革、加强专业优质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形成的成果； 

3、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在优化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与教

学方法、促进教学与科研融合、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等方面形成的成果； 

4、实践教学改革。以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在实践教学模式改

革、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校企合作培养、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形

成的成果； 

5、其它方面。深入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本科教育培养

体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形成的成果。 

五、申报条件： 



 

1、项目来源：已获省校级教学成果奖，但近年又在已有研究基

础上进行了深入拓展并取得较大突破的项目；虽未经立项或未获成果

奖，但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预期成果有较大推广价值与应用前景的

项目； 

2、项目负责人条件：项目负责人应至少具有正高级职称，具备

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曾承担校级及以上教学

项目或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项目负责人应主持并直接参与教

学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践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 

六、培育项目管理与考核 

（一）培育期限 

本教学成果奖培育工程的培育期限为三年，自获批起，至 2022

年 12月结束。 

（二）培育管理 

1、入选本培养工程的项目和团队，学院配套经费 50万元，用于

成果的前期培育。第一年配套 20万元，第二年配套 20万元，第三年

配套 10万元。 

2、获评省级一等奖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后，学院增加配套经费 30

万元，用于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培育和报奖。 

3、入选本培育工程的项目和团队，在培育期内，在职称评审、

人才项目、教改项目、教材项目等相关环节的推荐中，享有优先推荐

权。 

4、培育经费从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和省优势学科中进行配套。 



 

（三）目标考核 

1、入选项目需填写目标任务书，按年度明确建设措施与考核目

标。 

2、学院教授委员会对照培育合同的年度工作目标，对入选项目

每年考核一次，考核合格者可继续培育；考核不合格者，停止培育，

合同自行终止。 

3、培育期满，合同自行终止。 

 

机械工程学院 

2019年 6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