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2018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按高校排序）

项目编号 承担学校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201802312013 黑龙江科技大学
苏州高博应诺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师资培训 基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双师型教师培养 武狄 李强 张枢

201802294023 黑龙江科技大学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

地建设
“BIM技术”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赵建

201802070196 黑龙江科技大学
北京千锋互联科技有限公

司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项目名称黑龙江科技大学IT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武狄 李强 韩紫恒

201802047004 东北石油大学
北京华清远见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 新工科校企协同育人改革与实践 李贤丽

201802130010 东北石油大学 东软睿道 新工科建设 校企深度融合下的电子信息专业新工科人才体系建设 韩建

201802130016 东北石油大学 东软睿道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电子技术课程及实验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周围

201802130017 东北石油大学 东软睿道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地质大数据信息处理及挖掘 曹志民

201802130028 东北石油大学 东软睿道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嵌入式系统应用》校企联合开发课程改革 刘强

201802206004 东北石油大学
联创中控（北京）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无线开发应用训练》教学内容与课程改革

葛延良 毕洪波 梁
洪卫

201802282030 东北石油大学
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大庆精神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徐晓宇

201802282041 东北石油大学
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
结合翻转课堂与研讨式教学优势，探索高等 教育教学新模式 张璐莹 蒋鹏 黄斌

Administrator
高亮



2018年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请书

2018年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盲人项目申请书

项目名称：结合翻转课堂与研讨式教学优势， 探索高等

教育教学新模式

申 请人：张璐莹

联系电话：15846163301

工作邮箱： zlycy05@163.com

学校名称：东北石油大学

通信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学府街 99号

申请时间：2019年1月

二0 一 八年十 一 月制



 

 



 

 



 

 

 



 

 



 

 



 



 

 



 



 



 



 



 



 



 



 

 



 

 



 

 



 

 



 

 



 

 



 

 



 

 



 

 



 

 



 

 

 

 

 

 



 

 

 

 

 

 



 

 

 

 

 

 



 

 

 

 

 

 



 

 

 

 

 

 



 

 

 

 



 

 

 

 





1 2 3 4

1 东北石油大学
创新创业背景下公共管理类专业“
3+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SJGY20170022 郑克岭 鲍作臣 史春媛 苗壮 颜冰

2 东北石油大学
专业认证背景下石油工程专业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
SJGY20170023 张继红 曲国辉 王立军 李永瑞 刘进祥

3 东北石油大学
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24 倪晗 胡庆 栗磊 李志科 胡烨

4 东北石油大学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视域下电气工程

专业特色教育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25 李宏玉 付光杰 徐建军 任爽 刘超

5 东北石油大学
海洋油气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校企

协同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26 纪大伟 杨二龙 张弦 逯广东 单丹丹

6 东北石油大学
工程教育体系下石油工程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实习实训教学体系改革

与实践研究
SJGY20170027 赵万春 李玉伟 曲国辉 董驰 刘小双

7 东北石油大学
面向专业认证的“过程装备”系列

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SJGY20170028 林玉娟 龙飞飞 李伟 杨志军 王维刚

8 东北石油大学 数字化地质实习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29 袁红旗 柳成志 衣伟宏 巩磊 毛毳

9 东北石油大学
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机自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探索
SJGY20170030 赵海洋 王金东 陈桂娟 张玉会 李大奇

10 东北石油大学
基于双创型人才培养的通信工程专
业培养方案修订及课程体系建设

SJGY20170031 梁洪卫 王秀芳 阚玲玲 陈雪松 张秀艳

11 东北石油大学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工程实训教学

中的探索与实践
SJGY20170032 吴泽民 田密 孟碧霞 李森 祖海英

12 东北石油大学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
业“3+1”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SJGY20170033 郎松雪 姜莉丽 徐晔 张文喜

13 东北石油大学
大学物理实验MOOC与研讨式教学相

结合的综合教学模式改革
SJGY20170034 张利巍 罗伟 夏长超 张凤云 聂明

14 东北石油大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社会工

作人才多元协同培养模式研究
SJGY20170035 曹隽 郑夏 姚云云 徐晔 曾富生

15 东北石油大学 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36 马云阔 张景富 赵继峰 张慧超 张爽

16 东北石油大学
从三维设计出发面向学生工程能力
培养的制图课程反向教学模式研究

SJGY20170037 王妍 曹喜承 祝娟 杨蕊 徐金超

17 东北石油大学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与实践
SJGY20170038 肖红 王辉 潘俊辉 李建平 赵万平

备注

 附件          2017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研究项目备案汇总表
                                                                                                      注：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

主持人
姓名

项目参与人
（共4人，按照排序填写）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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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2019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般研究项目结题备案汇总表

序号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

负责人
成员1 成员2 成员3 成员4

立项

年度
备注

1 哈尔滨音乐学院
音乐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倦怠成因

分析与对策研究—以黑龙江地区为例
SJGY20170002 王恒昕 贲利 宋蓓 2017

2 哈尔滨音乐学院
俄罗斯美声演唱方法在音乐院校美声教

学中的改进及推广
SJGY20170007 王冬梅 邓丹彤 韩雨佳 李奕锋 方月 2017

3 绥化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研
究

SJGY20170008 赵东江 马松艳 王鹏 田喜强 白晓波 2017

4 绥化学院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基于岗位适应能力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构建研究与实
践

SJGY20170014 高文智 唐敏 贾红 韩飞 赵东江 2017

5 绥化学院
深化产教融合，探索创新新建地方本科

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SJGY20170015 乔秀丽 韩福丽 王海荣 迟彩霞 苏适 2017

6 黑龙江工商学院
民办高校“新工科”背景下电气信息专

业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SJGY20170016 赵常松 李广伟 魏娜 李传娣 杨兴全 2017

7 黑龙江工商学院
民办高校工商管理类专业应用技能型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SJGY20170017 刘秋艳 张家琳 冯明芬 高媛 霍丽洋 2017

8 黑龙江工商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
研究

SJGY20170018 许峰 许韵聪 郑明琪 高媛 李华 2017

9 黑龙江工商学院
翻转课堂在应用型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教
学中的运用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20 王春明 赵佳华 杨迎 邵雪航 尹强 2017

10 黑龙江工商学院
多元智力学习理论与金融企业会计课程

教学改革的研究
SJGY20170021 李丽 贾欣宇 马慧莲 王立平 裴英凡 2017

11 东北石油大学
创新创业背景下公共管理类专业

“3+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SJGY20170022 郑克岭 史春媛 颜冰 苗壮 鲍作臣 2017

12 东北石油大学
专业认证背景下石油工程专业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
SJGY20170023 张继红 曲国辉 刘进祥 杨二龙 冯福平 2017

13 东北石油大学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视域下电气工程专业
特色教育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25 李宏玉 付光杰 徐建军 任爽 刘超 2017

14 东北石油大学
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
与实践

SJGY20170024 倪晗 胡庆 栗磊 李志科 胡烨 2017

15 东北石油大学
海洋油气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校企协同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26 纪大伟 杨二龙 张弦 逯广东 单丹丹 2017

16 东北石油大学

工程教育体系下石油工程卓越工程师培

养计划实习实训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研

究

SJGY20170027 赵万春 李玉伟 曲国辉 董驰 刘小双 2017

17 东北石油大学
面向专业认证的“过程装备”系列课程

的改革与实践
SJGY20170028 林玉娟 龙飞飞 李伟 杨志军 王维刚 2017

18 东北石油大学 数字化地质实习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70029 袁红旗 柳成志 衣伟宏 巩磊 毛毳 2017

19 东北石油大学
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机自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探索

SJGY20170030 赵海洋 王金东 陈桂娟 张玉会 李大奇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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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2019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般研究项目备案汇总表

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
负责人

成员1 成员2 成员3 成员4 备注

1 大庆师范学院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化工专业

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SJGY20190001 何丹凤 周付江 邓进军 陈成 刘超

2 大庆师范学院

按类招生分流培养背景下计算机类

专业教学“金课”建设的探索和实

践

SJGY20190002 王健 刘雅喆 李梓 许有军

3 大庆师范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第二课

堂活动支撑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90003 孙伟仁 徐珉钰 刘楠 邬德林 张平

4 大庆师范学院
工程专业认证视域下生物制药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SJGY20190004 任国领 张志国 赵晓菊 闫立地 殷亚杰

5 大庆师范学院
“双创型”人才培养视阈下的大学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SJGY20190005 刘晓旭 何明霞 王芳 尚艳辉 黄丽双

6 大庆师范学院
打造工科系列专业选修课线上线下

混合式金课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90006 林芳 张丽丽 孙影 齐凤河 王凤嫔

7 大庆师范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下法学专业实

践教学“整合模式”研究
SJGY20190007 刘锐 陈超 史黎 张媛 赵静

8 大庆师范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以专业创新人才
培养为导向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

SJGY20190008 王玉玲 张宏伟 何巍巍 成宝芝 徐权

9 大庆师范学院
教师资格认证背景下卓越教师职前
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SJGY20190009 孙玉红 赵丽 徐晶 原昊 刘玲

10 大庆师范学院
专业认证背景下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90010 赵大伟 王馨玉 董云峰 刘永皓 徐权

11 大庆师范学院
高校钢琴课程“教、练、赛、演”

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SJGY20190011 刘菁菁 李轶男 王宇婧 修金毓 张宁

12 东北林业大学
“互联网+高等教育”新形态下包装

材料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90012 张群利 刘兵 陈春晟 郑权 张希栋

13 东北林业大学
森林工程“一流专业”建设的研究

与实践
SJGY20190013 侯卫萍 李耀翔 辛颖 薛伟 狄海廷

14 东北林业大学
新时代党建引领“三全育人”模式
探索与实践

SJGY20190014 郑燕 王宇 付书朋 申晓腾 杨林光

15 东北林业大学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OBE导向

的三相异步电机拆装课程设计实验
项目教学改革

SJGY20190015 王金聪 谢永华 杨林光 张延林 张澎涛

16 东北林业大学

新工科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双背景

下具有行业特色的工程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SJGY20190016 管雪梅 张佳薇 贾鹤鸣 王铁滨 黄建平

17 东北林业大学
新时代背景下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

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SJGY20190017 黄建平 白雪冰 张佳薇 李东宸 李克新

18 东北林业大学
基于OBE理念的土木工程设计软件类

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
SJGY20190018 李国东 郭楠 杨海旭 徐嫚 张秀华

19 东北林业大学
数字化背景下城乡规划设计手绘教
学研究

SJGY20190019 张茹茹 王丹 万婷 孙晓铭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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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

负责人
成员1 成员2 成员3 成员4 备注

82 东北农业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农科院校“课程

思政”创新模式研究
SJGY20190082 杨勇 刘兆军 刘慧萍 徐玉梅 于骁扬

83 东北农业大学
大类招生背景下经济管理类大学生
合理“增负”的有效路径设计研究

SJGY20190083 于洁 张娜 夏凌云 曲娜 徐衍

84 东北农业大学
建构主义视域下高校篮球教学改革
与发展研究—以东北农业大学为例

SJGY20190084 孙海鸥 张亮 张政龙 王勇刚 李淑芬

85 东北农业大学
文化自信视阈下高校日语教学中的

中国文化导入研究
SJGY20190085 于鹏 杨微 王君 王佳音 赵薇

86 东北农业大学
高校数字化体育教学资源建设与整

合研究
SJGY20190086 王晶 李照和 张亮 魏晓峰 查显峰

87 东北农业大学
社会认同视域下高校体育俱乐部实

践改革研究
SJGY20190087 王伟 康晶 吕春双 查显峰 慕英杰

88 东北石油大学
以一流实习基地群建设及实践教学
创新撬动地质类专业改造研究

SJGY20190088 张庆国 韩刚 陈海峰 丛琳 史集建

89 东北石油大学
石油工程专业专业思政教学改革与
实施

SJGY20190089 冯福平 王昶皓 董驰 赵万春 刘进祥

90 东北石油大学

新工科视域下的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平
台建设

SJGY20190090 王志华 张立刚 杨二龙 胡绍彬 曹广胜

91 东北石油大学
深化油气储运工程专业校企多元合

作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90091 成庆林 张璐莹 孙巍 刘保君 黄斌

92 东北石油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面向安全环保素质能

力提升的化工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
SJGY20190092 荆国林 朱凌岳 所艳华 王雪芹 牛瑞霞

93 东北石油大学
工程认证视角下提升机械工程专业
培养质量的创新模式构建与实践

SJGY20190093 王素玲 赵海洋 刘彩玉 雷娜 董康兴

94 东北石油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工程图学课程新
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SJGY20190094 杜秀华 曹喜承 祝娟 王妍 杨蕊

95 东北石油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SJGY20190095 宫克勤 贾永英 刘立君 李栋 王忠华

96 东北石油大学
基于BIM技术的土木类实践教学模式

的研究与探索
SJGY20190096 李文 张云峰 刘立君 崔红梅 滕振超

97 东北石油大学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驱动下电
气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多视角

探索研究与实践

SJGY20190097 李艳辉 任伟建 陈雪松 徐建军 康朝海

98 东北石油大学
基于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教育技术
学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探索与应用

SJGY20190098 肖红 解红涛 刘芳 赵娅 王颖

99 东北石油大学

基于共建产业学院的卓越管理类人

才双精准双融合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SJGY20190099 林向义 王艳秋 杨东红 王玉翠 张建华

100 东北石油大学
专业认证背景下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体系改革与实践
SJGY20190100 罗伟 张利巍 孙宇 刘松江 安妮

101 东北石油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微积分课程微课及教

学案例研究与实践
SJGY20190101 郑慧军 宋国亮 郭立丰 冯凤萍 徐魁生

102 东北石油大学
基于OBE理念的新时代英语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SJGY20190102 郭欣宇 金瑛昊 于金林 孟宪宇 金国臣

第 5 页，共 37 页

DBSYDX-JD1
高亮







3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
“
十二五

”
规划课题  ^

结题验收材料

课 题 类 别 :    省教育厅规划课题

课 题 编 号 :    GBC1214004

课 题 名 称 :“卓越计划
”
背景下 《石油化工过程及装

备 (卓 )》 课程建设

课题主持人:       崔巍

承担 单 位 :  ~ 东北石油大学

填 表 日期 :   ⒛17年 9月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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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结题编号

鉴定等级

课 题 类 别 :

课 题 编 号 :

课 题 名 称 :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成果鉴定和结题验收申请 ·审批书

课题主持人 :

承 担 单 位 :

填 表 日期 :

课题组成员 :

省教育厅规划课题

GBC1214004

“
卓越计划

”
背景下 《石油化工过程

及装备 (卓 )》 课程建设

崔巍

东北石油大学

2017.9

龙飞飞  张颖  李伟  马云阔 李敏

王庆慧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1



一、基本情况

成果

主件

研究报告

“
卓越计划

”
背景下《石油化工过程及装备 (卓 )》

课程建设

代表作

,
臼

3、

7、

崔巍 ,张颖 ,龙飞飞,赵海峰.卓越计划背景下的 《石

油化工过程及装备》课程改革与实施。黑龙江教育 (理

论与实践)(ISSN1002叫 107),⒛ 16.11^

崔巍 ,张颖 ,马云阔,李伟,龙飞飞.石油化工过程

及装备课程教学中项 目设计的应用.广西教育 (Is洲

0壬50-9889) ,2016.10

崔巍 ,张颖,马云阔,龙飞飞。基于
“
卓越计划

”
的

《石油化工过程及装备(卓 )》课程建设.第十四届《过

程 装 备 与 控 制 工 程 》 论 文 集 (ISBN

978-7—122-2417仝 -0), 2015.8

Cui Wei. 0il equipment design teaching based on

an excellent engineers training plan。   WTE&TE

(ISSN 1446-2257),2015.6 (EI: 20153101100106)

张颖 ,崔巍 ,李伟 ,蒋鹏.基于
“
课证融合

”
的压力

容器安全课程群建设.黑龙江教育 (理 论与实践 )

(ISSN 1002一 4107), 2016.7

龙飞飞,崔巍,张颖:石油化工过程及装备 (下册 ),

东北石油大学自编教材,⒛ 15

张颖 ,赵海峰,龙飞飞:石油化工过程及装备 (上册 ),

东北石油大学自编教材,⒛ 15

5、

其他

研究

成果

及著

作人

著作

系列论文

咨询报告

决策建议

软件

l、 龙飞飞,张颖,赵俊茹,李伟.卓越工程师实训资源

共享平台建设研究与实践。第十四届 《过程装备与控

制工程》论文集 (IsBN97⒏⒎12⒉2417仁0),2015.8

张颖 ,李伟 ,白桦 ,赵海峰 ,蒋鹏.过程装备专业
“
卓

越计划
”
实施中的关键问题及对策.第十四届 《过程

装 备 与 控 制 工 程 》论 文 集 (I出N978-⒎122241740),

2015.8

,
臼

课题研究起止时间 ⒛ 14年 9月 至 2017年 9月

课题主持人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学府街 gg号
由阝纫高 163318

联系电话 (手机 ) 13gO娟 %⒛ 5 | 电 子 信 箱 cuiweivv@I26. con

课题组成员名单

姓 名 |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   承担任务
崔巍  |东北石油大学 副教授  |课程体系及教学文件建设



东北石油大学 编写 《石油化工过程及装备
(卓 )》 下册教材

东北石油大学 编写 《石油化工过程及装备

(卓 )》 上册教材

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

教学方法建设

教学方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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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结题审核、审批意见

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内容提示 :成果是否达到鉴定要求、课题是否完成研究任务、课题组课题管理和经费使用
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同意      需经费是否有保证、是否参加课题开题和中期检查。

负责人

山/拜 彳

县 (区 )、 森工各林管局、农垦各管局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内容提示 :成果是否达到鉴定要求、课题是否完成任务、课题承担单位的课题管理是否严
格、课题研究是否科学规范,是否同意鉴定结题、是否参加课题开题和中期检查。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签章 )

年  月  日

市 (地 )教育科学规划办、大中专院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内容提示:成果是否达到鉴定要求、课题研究是否科学规范,是否同意鉴定结题、是否参加

定的规划课题和青年专项课题要写明鉴定结题情况和意见 )。

逦过验 攵
魏

一

自

单仳
三 月

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    验收、审核意见

级或省教育科学

公 立
早

优

ˉ

 乡,
:
;
亠

责人 (签章)

军℃凋
咄



























 



 

 



 

 



 

 



 

 



 

 



 

 



 

 



 

 



 

 



 

 



公    示 
 

根据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度高等教育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与结题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据《黑

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东北石油大学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经学校教改项目评审专家组评

审，确立 63 项本科项目为 2018 年校级教改项目,拟推荐 21

项本科项目为 2018 年省级教改项目。 

 

附件：1、2018 年度东北石油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2、2018 年度省级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推荐名单 

 

如有异议，请与教务处联系。 

 

联系人：刘晓燕，孙浩 

联系电话：6503690，6504285 

公示时间：3 天 

东北石油大学教务处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 1： 

2018年度东北石油大学 

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备注 

1 OBE 教育理念指导下普通本科高校大学数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郭立丰 重点 

2 教育生态学视域下“互联网+”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乔洪亮 重点 

3 基于新工科人才培养理念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刘华蓥 重点 

4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基础力学系列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丛  蕊 重点 

5 基于 OBE 理念的大学物理课程分层次模块化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贤丽 重点 

6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基础化学》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毛国梁 重点 

7 面向工程教育的“电工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徐建军 重点 

8 地方高校“一体两翼”课程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付晓飞 重点 

9 信息化背景下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研究 付光杰 重点 

10 大庆精神融入“三全育人”模式研究 李万鹰 重点 

11 高校“1236”式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研究与实践 刘晓燕 重点 

12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的创新路径研究 林庆华 重点 

13 地学类本科生野外实践创新素养的培育对策研究 张云峰 一般 

14 基于两平台两竞赛的课堂教学模式及课程考核模式创新与实践 张庆国 一般 

15 边缘学科本科教育发展探索与实践——以地球物理学专业为例 张美玲 一般 

16 案例教学法在地球物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工程与环境地球物理课程为例 刘云鑫 一般 

17 地方行业高校优势特色专业建设一流本科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杨二龙 一般 

18 新工科建设视角下提高油气储运工程专业教学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张璐莹 一般 

19 面向油气储运工程问题的《工程流体力学》课程改革与实践 孙启冀 一般 

20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钻井液工艺原理》课程改革 赵景原 一般 

21 基于数值模拟仿真技术的海洋油气工程专业主干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单丹丹 一般 

22 面向油头化尾需求的化工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陈  颖 一般 



23 新工科背景下能源化学工程专业设计类课程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张  梅 一般 

24 新工科理念下地方院校应用型人才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李海燕 一般 

25 大学化学实验室开放式教学和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王  欢 一般 

26 基于专业认证的工程图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曹喜承 一般 

27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创新型材料工程师培养模式研究 王  勇 一般 

28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基于 OBE理念的石油钻采机械在线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雷  娜 一般 

29 新工科视域下创新创业教育带动专业教育模式的机械类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张  勇 一般 

30 新工科背景下提升过程装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蒋  鹏 一般 

31 新工科和专业认证背景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王秀芳 一般 

32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电工电子类实践课程的教学改革与研究 白丽丽 一般 

33 基于虚拟导师的精准就业指导大数据平台研究与实践 李春生 一般 

34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数据库技术与应用》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杨  永 一般 

35 面向创新创业需求的“四位一体”新工科信息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建平 一般 

36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信息技术类人才培养范式转变的研究与探索 杨冬黎 一般 

37 新工科背景下特色 MOOC 助力土建类专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立君 一般 

38 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契机推进道桥方向理论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李  科 一般 

39 “互联网+”背景下提高建筑学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研究 贾娇娇 一般 

40 基于慕课的热动专业汽轮机原理课程教学改革 贾天骄 一般 

41 大数据背景下本科院校会计专业应用型人才职业胜任力培养研究 朱志红 一般 

42 财会类专业本科教学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生艳梅 一般 

43 互联网金融创新形势下金融教学改革研究 雷  鸣 一般 

44 以学习为中心的“生产与运作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高翠娟 一般 

45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复杂工程问题的构造与教学设计研究  吕秀丽 一般 

46 案例分析创新型光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王  强 一般 

47 “双一流”背景下地方高校“需求导向”特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姚云云 一般 

48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行业特色型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王洪光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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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石油大学教务处制 

一、成员 

主持人 
姓  名 蒋  鹏 性别 男 年龄 36 职称 副教授 

主要教学改革与科研经历 

蒋鹏，副教授，博士研究生，自 2012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一线的教学、课程建设和专业建

设等工作。积极参加了“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国家级和省级“卓越工程师”专业建设，国家级特色专

业、黑龙江省特色专业和过程装备专业工程专业认证工作。曾先后主讲《过程装备成套技术》、《燃烧与

爆炸学》等本科生课程以及《安全系统工程》等研究生课程，发表教改论文 4 篇。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持黑龙江省教育规划课题《产学研合

作提升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与实践》教学改革项目，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发挥

产学研合作优势推进机械类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省级教改项目及《过程装备成套技术》研讨式教学课

程建设项目。获得奖励 4 项，主要包括中国石油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学一等奖 1 项，黑龙江省高教学会

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东北石油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东北石油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优

秀奖 1 项。 

积极参加科研工作，主持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基金 1 项，作为骨干先后参加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 项，省部级基金项目 2 项，市局级科技项目 1 项和横向协作科研课题 20 余项。并结合国家创新创业的

大形势，积极从事教学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工作，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和省级创新项目各 1 项，并于

2016、2017 连续两年指导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创新创业大赛全国一等奖，并指导学生获得第三

届研究生石油装备创新大赛三等奖。在教育教学的同时也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及 WCAE

等国际会议上发表或宣读学术论文 15 篇，其中 SCI 收录 2 篇 EI 收录 2 篇，授权专利 3 项。 

项目组其他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在单位 职称 学位 项目分工 

杨志军 男 41 东北石油大学 副教授 博士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赵俊茹 女 39 东北石油大学 副教授 博士 创新能力体系建设 

李  伟 男 47 东北石油大学 教授 博士 师资团队建设 

张  颖 男 45 东北石油大学 教授 博士 校企合作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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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1.选题意义和应用前景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高等

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进行，综合国力竞争愈加激烈。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紧

密联系、相互支撑。 

高等工程教育是以技术科学为主要学科基础、以培养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工程师为目标

的专门教育，是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根本保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已经走过了一个

世纪的历程，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进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等教育步入新阶段，工科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日益引起高度重视，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关注。深化高等工程教育教学

改革，培养高素质、强能力、能创新的工程科技人才，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

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项目分析过程装备与控制专业特点，从现代工业对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出

发，探求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方向、任务和途径，进而提高过程装备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研究内容

前景广阔，可推广至其他学科或工科院校，这对提升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中国建设创新型

国家对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促进我国由高等工程教育大国转变成为高等工程教育强国，具有极

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信息化时代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高等工程教育的质量和

人才培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全球教育界和企业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15 年的研究

报告中指出：世界高等教育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并呈现出了“大众化、多样化、国际化、终身化、信

息化”的趋势，高等工程教育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遵循上述趋势进行了多次转型，从注重技术

应用的“技术范式”转换为注重科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又转换成为注重实践的“工程范式”，并时刻

瞄准未来的新范式。“新工科”的率先提出为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和“中国方

案”。 

（1）国外研究现状 

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综合化使得现代工程所具有的科学性、社会性、实践性、创新性、复杂性等

特征日益突出，这就要求工程教育界重新构建自己的教育理念、审视自己的定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

William Wulf 说“工程是全球性的，工程只有在整个世界和行业的背景下才能进行。”工程的设计和实施

应考虑全球文化和行业背景的制约——并应在深层次去理解它们，工程同时是新的“学科基础”。 

针对当时美国工程教育过分强调专业教育与技术教育，割裂工程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现状，麻省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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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MIT)工学院院长乔尔·莫西斯强烈呼吁，工程教育的改革方向是要使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工程教育

回归其本来的含义，更加重视工程实际以及工程教育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指出，工程教育要走

出狭隘的科学与技术的视角，要建立以科学与技术为基础的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文化、道德等综合

视域的大工程观思想。 

乔尔·莫西斯倡导的大工程观为工程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工程教育不仅仅是工程知识本

身，而且包括全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乃至人文知识，强调工程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

作用，强调工程人才知识、能力、人格的复合性特征。 

近年来，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RC、美国科学院 NAS、美国工程院 NAE 和美国医学研究院 IOM

陆续推出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告，例如《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The Engineer of 

2020;Visions of Engineering in the New Century》、《Educating the Engineer of 2020;Adpat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o the New Century》等，这些报告一方面阐述了工程科技人才及工程教育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

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未来工程师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应对挑战的战略部署、政策设计与实施。 

（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工程教育在工科人才培养、工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等方面成绩显

著、贡献突出，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大学生实践能力提升方面与社

会需求和公众期望相距不小，从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研究和探索

高等工程教育问题，这些因素导致了近年来高等工程教育研究非常活跃、重点突出，相关论文数量快速

增长，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这反映出高等工程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以及教师和教学管理

人员强烈的责任感、问题意识和参与意识。 

高等工程教育的研究主体是工科教学和科研单位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即工程教育实践者，教育

学专业研究人员及政府管理人员参与研究较少。 

高等工程教育领域的研究主题广泛，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突出，主要体现在：工科人才培养和教

学改革日益受到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得到高度关注；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教学改

革和高等工程教育宏观改革一直是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热点；实践教学和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成为研究

重点；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进一步加强并不断深化。这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现状

是相符的。 

从研究者发表的文章来看，经验类文章和议论类文章多，原创类和文献综述类文章非常少，这与论

文作者多为工科专业人员和教育管理者多有关系。原创类文章少的研究状况与我国是工程教育大国的教

育实践很不相称，工程教育的原创性和开发性研究少的现实，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工程教育改革的主动性

还很有提高的必要，工程教育研究在教育理论界和工科专业人员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创性论文较

少的现实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前的工程教育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从国内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来看，相关研究也存在着一般性介绍多、针对性分析少、基于文献和经

验判断的研究较多、实证性研究较少、专业认证评估研究较少等不足。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以及经济全

球化带来的挑战使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主题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内研究者已不局限于职前高等工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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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究，而对继续工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进行了探讨，重视工程人才的可持续培养。 

我国学者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进展的关注度逐年提高，力图在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得到启示和

借鉴，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工科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同时加强工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中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在继承和发扬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认

真学习与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工程科技人才，

是未来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重点之一。要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国别，尤其要加强高等工程教育比较

研究的针对性和本土化，将学习借鉴与批判反思结合起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深入探析高等工程教

育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开创新的探索方向，更好地为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服务，并提

高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国际竞争力。 

3.项目研究基础 

（1）过硬的教研队伍：项目组成员均为国家特色专业、省级重点专业—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骨干教师，其中包括黑龙江省教学名师 1 人和黑龙江省教学新秀 1 人。各位成员均具有扎实过硬的理论

知识基础和丰富的现场工程经验，目前在研多个科技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黑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黑龙江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等，指导多项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丰富的教学资源：过程装备系 2012 年入选国家卓越计划，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改革课

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建立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等方法，以培养“石油化工机械卓越工程师”为目标，在

适用的专业课和创新创业课程中深入开展以“合作研究”型教学方法和“分层次”双语教学方法为特色

的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在装备无损检测和完整性评价方面形成了一些国内领先的研究方向，为学生创

新活动提供基础，在全国过程装备创新大赛、石油装备创新大赛等活动中获得丰硕成绩；依托各级科研

平台将成果与教学内容和学生创新教育有机地结合，专业整体建设水平处于全国同类专业前列。 

（3）先进的实验设施：拥有过程原理实验室、无损检测实验室和过程装备成套技术实验室，且每

个实验室配备多种先进实验仪器，设备资产总值达 1500 多万元，实验室总面积达 1100m
2，可为过程装

备专业本科生开展创新性实验提供保障。 

（4）坚实的实践基地：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系与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建设有国家级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石油化工过程装备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根据国家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的

总体要求，结合学校与大庆石化公司特点，通过建立高校、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进一步发挥企

业在工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完成了相应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教学环节建设、队伍

建设及教学改革，搭建了工程人才培养的综合平台，使现代装备制造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成为集工程训练、

创新实验、生产实习、培训认证、对外技术服务、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国家级校外工程实践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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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方案与计划 

1.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研究内容 

“新工科”（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3E）是基于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国际竞争新形势、

立德树人新要求而提出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方向。“新工科”的内涵是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

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

卓越工程人才，具有战略型、创新性、系统化、开放式的特征。从新工科建设的内涵及特征出发，结合

过程装备工程专业实际情况，为切实提高高等工程教育本项目将将从以下及部分内容进行研究： 

① 坚持产教融合，创建新工科多方协同人才培养模式 

在新工科理念下，根据企业和社会提出的技术标准设计相应课程、编制针对性教材给予实现；根据

企业和社会发布产业趋势，用专业的教育保障学生培养质量；根据企业和社会提出创新需求，提供创新

成果。企业、社会和学院的全方位融合保证信息的及时性、方向的稳定性、方法的先进性，切实为人才

培养质量奠定坚实基础，确保人才健康发展。 

在具体培养模式上借鉴 CDIO 工程教育理念，以产品“构思、设计、实现、运行”的全生命周期为

载体，建立从理论学习、动手实践再到探究学习的教学链条，把设计活动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实现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交叉螺旋进行，实践能力培养不断线，使学生获得有意义的综合设计体验，通过

主动实践和做中学，形成未来工程师的综合品质和工程能力。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倡导“讲授与自学、

讨论与交流、指导与研究、理论与实践、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方法，加强学生的

创造思维、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优化学生的知识和智能结构。压缩理论课学时、强化实践教学

环节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设立创新学分并明确创新学分管理办法，激励学生参加全国性的各类

竞赛，指导学生发表论文、申报专利使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工程应用能力，提高创新能力。 

② 以新工科教育体系为引领，优化知识结构体系； 

根据专业知识与能力等的培养连续性和相关性，将课程分成课程群，如过程装备中的过程原理及设

备、过程设备设计及制造、过程装备控制及检测课程群。根据新工科理念中的专业培养标准，每个课程

群都要列出核心知识、能力和技能要求及核心知识和能力的达到标准。对课程群中每门课程，确定课程

目标、学习内容和结果，根据学习内容和掌握程度，确定学习结果的评价方法。 

为了更好实现核心知识、能力和技能、以及专业素质的培养，对核心课程，整体希望通过一个或多

个实际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培养，全面展示学生的整体专业能力和水平、综合工程设计和创新能力、以及

工程实践能力。每个课程群都要设立综合课程设计项目，通过做课程群的项目，培养学生的课程群的核

心知识、能力和技能、和职业素质。对于每门课，特别是核心课程，鼓励有一个课程层面的项目作为载



 

 6 

体，通过这个项目培养学生这门课的核心知识、能力和技能、以及职业素质。 

③ 深化产学研合作教育，强化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采用“时间集中、分组合作、多点并行”的方法，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借助石油化工过程装备工程

实践教育中心等产学研基地或本科教学实习基地开展多种形式的企业实践教学项目，为学生提供工程实

践条件，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并采取“1+1”分段教学模式，以保证实训期间工、学任务顺利完成。

构建协同育人平台促进科教融合，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使大学生创新团队能在平台内申请企业课

题和社会项目，在企业、社会和学校教师的指导下锻炼独立创新能力，平台提供社会资源将创新团队成

果进行转化，实现创新团队向创业团队自然过渡；成熟的创业团队能为平台提供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业的

最新发展动态并产生研究项目和课题，反哺创新团队，做到相互支持，相促发展。 

④ 推进过程装备工程专业认证工作，建立 OBE导向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在过程装备专业正在进行的工程专业认证工作的基础上，以 OBE 理念为导向，建立以学生毕业要

求达成度为准绳的课程体系持续改进机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并结合新工科理念重视过程管理和过程

评价，学生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等评价指标，引入多维度、多元化的工程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考核

方式上侧重考量学生分析理解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工程实践能力等，重点考核学生对新

经济、新产业、新任务的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 

（2）研究目标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通过树立大工程观教育理念，有效开展创新教育、实践教育、深化产学研合

作，拓展过程装备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改善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及内部管理体系，强化学科的交

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增加实践、创新环节在人才培养中所占权重，切实提升过程装备专业人才高等

工程教育的培养质量。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高等工程教育是开放和应用的学科专业，它所培养的人才应是能够将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能创造

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科技人才，这类人才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科学理论知识和良好的专业素养，而

且更需要具备面向职业的多种技能和创新能力。也与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新世纪人才要求高度相符，因此，

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完善学科、高校、企业、科研院合作教育制度，实现知识体系继承与创新、交

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是实现高等工程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 

2.具体实施计划： 

本项目以“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国家级和省级“卓越计划”试点专业为依托，并在新工科建设背

景下，开展过程装备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与改革。项目研究拟用时 2年，具体完成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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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019.03   组织项目开题，分配研究任务，准备相关材料。 

2019.03-2019.08   项目调研，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过程装备专业的新要求，分析“新工科”内

涵与工程专业认证标准之间的融合度，确定新工科背景下的过程装备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的指导思想

和基本原则； 

2019.08-2020.08  以东北石油大学过程装备专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

构建大工程观育人课程体系、创新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培养体系，并将改革方案进行试点实施； 

2020.08-2020.12  总结项目研究情况，撰写研究报告，申请项目结题和成果鉴定等。 

3.拟采取的研究途径与方法、主要保障条件 

（1）拟采取的研究途径 

根据新工科建设要求重新整合构建过程装备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专业基础课、

专业提高课、拓宽课和方向特色课等。增加前沿知识讲座、创新类课程、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

践学时。瞄准海外油气开发市场培养国际化人才，在专业课程教学中适当增加节能减排、商务、法律和

国际金融管理方面的知识。 

将实践教学目标任务具体化、设置能力培训类课程、科研促教学、加强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和各种学

科竞赛。建立以实践能力考核为主的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全面考核学生质量；将实践教学环节和内

容层次化，发挥产学研合作教育优势，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设立创新学分，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发表科

技论文、申请专利、自选实验实训项目、参与多种高层次学科竞赛，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贯穿整

个培养过程。 

坚持校内外结合、课内外结合的原则，丰富学生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活动，活跃学术氛围和文化氛

围。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且聘请企业专家作为主讲人进行的主题讲座不得少于讲座总次数的二分之

一；另外为增强产学研合作效果，扩大毕业设计及课程设计选题中工程实际应用课题的比例。 

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变革和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学校与大庆油田的地缘优势以及学校石油

石化学科专业优势，校企互动，坚持产学研合作教育，借助石油化工过程装备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大庆

油田天然气分公司、大庆油田金属结构厂等本科教学实习基地作为教学和科研的大后方、大课堂、大实

习基地，推进高等工程教育应用型人才不断向纵深发展。 

积极参加教育部和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组织的“专业认证”研讨交流活动，采用动态的管理和运

行模式，以专业认证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为中心，一边实践，一边调整，一边积累经验，

一边完善成果，以保障过程装备专业顺利通过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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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①文献分析法。通过对现有的相关著作、论文、调查材料等文献和各级政府颁布的有新工科建设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方面的法规等进行阅读、整理、归类分析，把握体系的内涵、特征等内容。 

②调查研究法。一方面通过搜集资料，借鉴前人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通过访谈法进行实地

调查、随机取样，调查样本涉及选择中国石油大学、长江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几所石油类高校，以此

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体现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途径。 

③理论研究与实证相结合法。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及

其发展规律进行宏观把握，完善丰富相关理论。在理论研究成果基本成型的情况下，通过在过程装备专

业试点运行，验证体系建设目标的合理性，并反复修正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途径，使之日趋完善。 

（3）保障条件 

（1）学校的高度重视：新工科计划是提高高等工程专业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卓越工程

师计划”的升级版，自新工科概念提出以来，学校积极开展相应研究工作，启动新工科建设战略，机械

学院也成功申报国家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给本项目的开展提供了顶层支持。 

（2）专业认证计划进展顺利：自过程装备专业工程专业认证申请正式受理以后，我专业的专业认

证进入正式实施的新阶段，在此阶段我校高度重视，教务处会同机械院，积极以“专业认证”要求为目

标的专业培养方案、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建设，目前已完成专业认证自自评报告，准备提交审核； 

（3）产学研合作的深厚基础：作为石油石化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校，我校与全国主要石油石化企业

有着深厚的产学研合作基础；大庆是我国的第一大油田，也是我国主要的石化生产基地，拥有大庆石化

公司和大庆炼化公司二大石化企业，以及其它石油化工企业。深厚的产学研合作基础，为项目的开展和

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5）学生和社会的需求：通过开展专业认证，能够更好地保障及拓宽过程装备专业的生源质量及

毕业生就业渠道。石油石化企业迫切需要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

满足行业企业需求，是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也是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源动力； 

（6）过硬的教研队伍：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拥有一支思想活跃和善于钻

研的教师队伍，多年的合作，在专业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中取得了多项成果。过程的教研队伍，为项目

的完成提供了人力支撑。 

 

 

 

 



 

 9 

四、预期项目成果 

1.实施范围、教学受益面 

本项目以东北石油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改革措施先在本专业

内进行；通过实践不断完善优化，进而可推广应用到同类石油石化院校或高等工程教育院校的相关

专业之中。 

2.预期成果形式及数量 

（1）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 

（2）改革实践课程考核方式和考核方法，制定考核标准； 

（3）发表 3 篇以上相关教学研究论文； 

（4）总结新工科建设视角下提高过程装备专业高等工程教育质量探索与实践经验，提交课题

研究总结报告 1 份。 

3.预期的主要创新之处 

（1）理论特色与创新：将新工科建设与大工程观育人理念有机融合，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

育相结合的“一个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三个结合”（学校与企业结合、技术与人文结合、教

学与研究结合）、“五位一体”（校内学习、企业学习、校内实践、企业实践、综合训练）的高等工

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2）方法特色与创新：借鉴管理学的“戴明环”原理，建立符合专业认证要求的以持续改进

为原则的过程装备专业质量保障体系，保证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动态控制和持续提高； 

（3）实践特色与创新：以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建立“专业理论和知识训练、专业实践

能力训练、科研和创新能力训练、双证书培训”四维度的人才培养体系，采用“时间集中、分组合

作、多点并行”的方法，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企业实践教学项目，为学生提供工程

实践条件，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 

（4）制度特色与创新：通过开展“双师型师资交流、产学研合作、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拓展”四平台建设，探索一套包括工程教师队伍建设、产学研校企合作、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和评价

标准等在内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文件，在制度上对专业认证质量进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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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费预算 

项目的经费预算 

1．项目调研费                      4000元 

2．资料费                          1000元 

3．会议交流费                      2000元 

4．论文版面费                      2000元 

5. 项目结题验收费用                1000元 

合计                              10000元 

 

六、评审意见 

项目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教务处（盖章）         教务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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