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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加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等

级 
授奖部门 

教学成果奖 

2014-05-01 
基于校企共培提升工程能力的现代水利人才培养探

索与实践【2013 年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 
一等奖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18-04-01 
基于 OBE的水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四川省

第八届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 
二等奖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18-04-01 
基于互联网+的电工电子智能化实验室建设与实验

教学改革【四川省第八届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 
一等奖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18-04-01 
构建以互联网＋先进制造技术为特色的工程训练课

程与示范中心协同创新模式 
二等奖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04-08 

打造“多元融合，因材施教”的科研训练体系，提

升工科类本科生科学创新能力【2021年四川省教

学成果奖】 

二等奖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04-08 
聚焦能源变革 厚植创新土壤：电气类一流课程建

设模式探索与实践【2021 年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04-08 
铸魂提能：构建价值与能力并重的多重融合工程实

践教学新体系【2021年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0-09-01 
产出驱动-校企协同的水工专业实践模式创新与实

践【2020 年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中国水利教育协

会 

2020-09-01 

夯实工程教育认证，推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可

持续发展的实践与改革【2020年高等学校水利类

专业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中国水利教育协

会 

教学质量工程（专业建设与实践平台） 

2019-12-24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

动化、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国家级 教育部 

2011-07-06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训计划【水利水电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国家级 教育部 

2007-11-06 
四川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 
国家级 教育部 

2012-06-07 

国家级工程教育实践中心 2 个【中国电建成都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 

国家级 教育部 

2022-06-15 
四川省 2021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四

川大学-岷江港航电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省级 教育部 

优质教材与课程 

2016-01-01 国家级规划教材 2部【随机水文学、水文学原理】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01-01 

全国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7 部【水

文学原理、随机水文学、土力学、水利工程经济、

环境水力学、村镇供水工程、河流动力学】 

省部级 
教育部水利类教

指委 

2020-11-25 
国家一流本科课程/精品资源课程 4门【水力学、

电机学、电路原理、机械原理】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4-26 

四川省一流课程/精品课程 9门【水力学、土力

学、工程水文、岩石力学、水工钢筋混凝土及砌体

结构、土木工程材料、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机械

制图 I、机械制图 II-2】 

省级 四川省教育厅 

2022-04-28 
四川省第三批高等学校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门

【岩石力学、网络分析与综合】 
省级 四川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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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荣誉与获奖 

2019-11-01 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刘超】 国家级 宝钢教育基金会 

2018-04-19 四川省青年五四奖章【戴峰】 省级 共青团四川省委 

2019-12-01 四川省青年科技创新研究团队【戴峰、周家文】 省级 
四川省科学技术

厅 

2018-07-07 第四届四川省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苟思】 三等奖 
四川省总工会、

四川省教育厅 

2020-06-20 第五届四川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刘晓宇】 二等奖 
四川省总工会、

四川省教育厅 

2020-09-01 全国水利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贺宇欣】 特等奖 
中国水利教育协

会 

2014-07-01 全国水利类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李洪涛】 一等奖 
中国水利教育协

会 

2016-07-01 全国水利类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李红霞】 一等奖 
中国水利教育协

会 

2018-06-01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2018年度智慧教育之星

【张英敏】 
省部级 

教育部在线教育

研究中心 

2018-07-01 
全国水利类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李俊、周家

文】 
一等奖 

中国水利教育协

会 

学生代表性荣誉与创新创业成果 

2016-10-01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王

仕锐、石希等 12人】 
金奖 

教育部、中央网

信办，等 

2017-07-01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特等奖 2

项；负责人：曾俊、杨林】 
特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

水利类教指委 

2018-12-01 
第四届四川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李泽瑞等 13人】 
金奖 四川省教育厅 

2018-07-01 中国高校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王铭敏等 9人】 一等奖 
共青团中央网络

影视中心 

2019-07-01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陈思良等 5

人】 
特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

水利类教指委 

2019-06-01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卫晨昊

等 3人】 
一等奖 

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等 

2020-12-01 
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李

泽瑞等 10 人】 
金奖 

“挑战杯”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组织委员会 

2021-08-01 
第二届华维杯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

创新设计大赛【宫嘉豪等 4人】 
特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

农业工程教指委 

2021-07-01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宫嘉豪等 5

人】 
特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

水利类教指委 

2021-08-01 

第二届华维杯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

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 2项；负责人：余芊、岳

洋】 

一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

农业工程教指委 

2021-07-01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付晨曦等 5

人】 
一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

水利类教指委 

2021-12-01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李想等 3 人】 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组织委

员会 

2022-07-01 
华维杯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

创新设计大赛【张斓菲等 4人】 
特等奖 

中国农业工程学

会 

2022-07-01 
华维杯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

创新设计大赛【王冉等 4人】 
一等奖 

中国农业工程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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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2 

第十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国家级 14项、省部级 16

项） 

其他 

全国大学生先进

成图技术与产品

信息建模创新大

赛组委会 

2021-12-31 

数学类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美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比赛等】（国家级 22项、省部级 83

项） 

其他 

中国数学会、美

国数学联合会，

等 

2021-12-31 
力学类竞赛【全国/四川省周培源力学竞赛、孙训

方力学竞赛等】（国家级 21 项、省部级 96项） 
其他 

中国力学学会、

四川省教育厅 

2021-12-31 
英语类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英语口语

测评大赛等】（国家级 24 项、省部级 3项） 
其他 

高等学校外语教

指委，等 

2019-11-19 
四川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省级重点团队】

（成员：兰玲、李亚楠、唐金龙、刘永浩） 
省级 共青团四川省委 

2019-12-01 
“寻最美家乡河”社会实践活动：锦江调研团队

【最佳团队奖】 
省级 

中国水利教育协

会 

2016-12-19 
“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奖【优秀

团队】（负责人：刘豪） 
省级 共青团中央 

成果起止

时间 

起始：2008 年 9 月 实践检验期:    5 年 

完成：2017 年 8 月 

成果 

关键词 
水利人才；产学研；卓越工程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成果简介： 

治国安邦，人才为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

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在“为谁培养人”等时代

命题背景下，水利、土木、制造等领域的卓越工程人才不仅需要具有解决

大型、系统、复杂“大工程”问题等“智”方面的知识和实践创新能力，

更强调具有家国情怀等“德”方面的素质。“产学研”（企业、高校、科

研机构）是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如何充分发挥“产学研”在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培养“富家国情怀、覆盖范围广、专业口径宽、多学科

交叉、富创新实践”德才兼备型卓越工程人才，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问题。 

项目组依托 20 多项省/国家教改项目和质量工程，结合水利、制造、

能源等工程专业综合改革，在水利类专业开展全方位探索与实践，并推广

运用到机械、电气等专业，取得以下主要成果：①确立了“育人为本、基

础为根、能力为要、创新为魂”的人才培养理念，构建并实施了“产学

研”协同驱动、“通识-学科-专业-交叉-拓展”五大课程群、“学术研究-

https://www.so.com/zt/zhixuan.html#/?srcg=ob&src=zhixuan&q=%e4%b8%ba%e8%b0%81%e5%9f%b9%e5%85%bb%e4%ba%ba
https://baike.so.com/doc/4404826-46118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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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应用-创新创业”三大平台、“通识-学科-专业-个性”四阶段德智融

合的宽口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全过程、全环节、四结合”德

智融合评价体系。②实行“专业系+研究所”科教一体组织架构和名师团

队, 建成科教协同育人大平台，创建“平台开放-名师引领-项目驱动-科研

哺学”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科研助教哺学，提升研究创新能力。③建成

产教协同育人大基地，构建“队伍联建、人才联培、科产联合”和“方案

共定、质量共管、学生共培、产研共推、成果共享”的校企合作新模式，

提升实践创新能力。 

项目成果特色鲜明，辐射广泛，效果显著：涌现出“中国大学生自强

之星”“四川省优秀第一书记”等一批德才兼备学生楷模，逾 45%学生获

国家、部省等各级奖励和荣誉；获批省及国家双创项目 136 项，省及国家

竞赛奖 303 项；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6 个，卓越工程师专业 2 个；省

及国家级课程 13 门，省课程思政示范课 2 门，出版教材 17 部；建成科教

协同育人平台 13 个和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创新实践基地 28 个。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大工程”人才培养学科共性基础薄弱，学科交叉渗透不足，德

育要素与专业教育融合不够。 

（2）优势科研资源助教哺学薄弱，学生研究创新能力不足。 

（3）校企协同育人深度不够，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不足。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德智融合，产学研协同，构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新体系，培厚学

科共性基础，强化学科交叉融合 

确立新理念。面向多领域、多学科、大工程特征，确立“育人为本、

基础为根、能力为要、创新为魂”人才培养理念。 

构建厚基础人才培养新体系。完善通识-学科-交叉-专业-拓展五大课

群，改革、新建 30 余门跨学科和本研衔接课，厚植大基础，搭建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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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应用-创新创业三大平台 36 个，支撑通识-学科-专业-个性四阶段德

智融合人才培养体系。 

解析新机制。以学为主体，产促实践创新、研促学术创新，建立“产

学研”协同驱动机制。 

德能双育贯穿人才培养全体系。创建全过程、全环节、四结合德智融

合评价体系，提出 6 个一级和 18 个二级融合评价指标；推行辅导员和班主

任带班、精准导师（3-5 人/师）、学术导师“一人一师”、专业教师“课

程思政”、企业导师“工匠传承”六位一体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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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平台开放-名师引领-项目驱动-科研哺学”的科教融合新

机制 

创新科教融通平台。构建 9 个“国家-部省-学校”校内科教平台，

3444m
2
实验大楼、40 亩实验场和 1.35 亿元装备 100%向学生开放；与南科

院等共建 4 个校外研学平台。 

院室共融名师团队。创新学院、国重室“专业系+研究所”科教融合架

构，组建科教团队 13 个，院士领衔“深地与地下水利”创新班，实施本研

贯通培养，深造率达 95%。 

项目驱动科创竞赛。依托 1042 项课题，年支持毕设近 100 个、双创

140 余项、竞赛 40 余项。 

科研资源转化哺学。投入逾 1500万元建科教融合平台，年支持双创 60

余项；81 项成果向教学转化，融入 13 门一流课程和 17 部优质教材。 

 

（3）构筑队伍联建、人才联培、科产联合和方案共定、质量共管、学

生共培、产研共推、成果共享的“三联五共”产教协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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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 23 个实践育人基地，与华能西藏等共建高原水电等 5 个创新基

地，覆盖流域集控等五大领域，构建方案共定、质量共管、学生共培、产

研共推、成果共享新模式。 

队伍联建。聘请 125 名企业专家，开设 25 门课程，指导毕设 70 人/

年；投入 1100 万元建成智慧水利中心，联合华为等企业柔性入驻，实现

“实验→实景→实战”链式培养。 

人才联培。学生 100%到基地开展实践；90%以上毕设、竞赛题目源于

校企合作；基地学生参与双江口等重大工程方案论证。 

科产联合。联合开展三峡、白鹤滩等课题 60 余项，申报重点研发等项

目 15 项，获国家/省部科技奖 28 项，共建省部级平台 4 个。 

 

3.成果的创新点 

（1）构建了水利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新体系 

提出“育人为本、基础为根、能力为要、创新为魂”的卓越人才培养

新理念，解析需求导向、产研助教哺学的“产学研”链生驱动机制；改

革、新建 30 余门跨学科课程和本研衔接课程，与实践环节一并无缝耦合于

人才知识-能力-素养体系，厚植大基础、拓宽大口径，实现立体育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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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术研究-实践应用-创新创业”三大创新实践平台，实现“产学研”

一体化协同育人；创建了“全过程、全环节、四结合”德智融合评价体

系，提出了 6 个一级和 18 个二级德智融合评价指标，推行辅导员、班主

任、本科精准导师、学术导师、专业教师、企业导师的六位一体协同育人

机制，将德能双育贯穿人才培养全体系，使育人“软指标”变为“硬约

束”。 

（2）创建了科教协同育人大平台和新机制 

创新研学融通平台，构建 9 个“国家-部省-学校”三级校内研学融合

平台和 4 个校外研学平台；构建院室共融机制，创新学院、国重室“专业

系+研究所”的院室研教融合组织架构，组建研教一体化团队，疏通研教协

同的组织、人事关键脉络，创建了“平台开放-名师引领-项目驱动-科研哺

学”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推动了科研资源助教哺学，培育学生科学精

神，显著提升了学生研究创新能力。 

（3）构建了产教协同育人大基地和新模式 

深化校企合作，建成 23 个实践育人基地（国家级 2 个、省级 1 个）和

5 个创新创业基地，覆盖“流域集控、综合利用、生态环境、防灾减灾、

交叉创新”等五大领域，形成了“队伍联建、人才联培、科产联合”和

“方案共定、质量共管、学生共培、产研共推、成果共享”的“三联五

共”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破解产用创学协作壁垒，实现从“教学实验→

实景训练→工程实战”的链式培养，推动产学协同共享，培育学生工匠精

神，大幅提升了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能力。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德智双育，学生综合素质高。学生表现优异，事迹突出，涌现出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等一大批德才兼备学生楷模；近 75%学生到西部就业，守

初心建功业，服务脱贫攻坚和西部大开发，如毕业生杨帆选派甘孜州扶

贫，获评“四川省优秀第一书记”、毕业生李光耀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毕业生谭雪峰获评全国脱贫攻坚标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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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协同育人大幅增强学生研究创新能力。近五年获省级及以上双创

项目 136 项（国家级 44 项），发表论文 76 篇，授权专利 46 项，获全国互

联网+等奖励 303 项（国家级 114 项）。本研贯通培养成效凸显，受到清华

大学、牛津大学等顶尖高校青睐，如本硕毕业生杨雨亭 2018 年入选国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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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本硕博研究生许媛 2018 年入选牛津大学博士后全球职位，成为具有国

际竞争力人才的成功范例。 

产教协同育人显著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学生 100%到合作基地开展

实践；90%以上毕设/竞赛选题源于校企合作；40%以上学生到基地完成毕

设，直接参与双江口、滇中引水等重大工程方案论证；毕业生积极投身白

鹤滩、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赞比亚查乌玛水电站等“一带一路”建设；

涌现出海亮副总裁陈军伟为代表的一批创业精英。 

（2）“科产教”协同，专业建设成效显著 

教育教学建设成效突出。获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 2 个和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6 个，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5 个。建成 13 门国家/

省级课程，34 门“课程思政”课程，出版教材 17 部。 

建成师德高尚、精于科研和教研、技艺精湛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形成

了院士领衔、24 名国家级人才为代表的科教融合师资队伍，涌现出宝钢优

秀教师等优秀个人和团队 99 人次。聘请中国电建、省水利厅等企事业兼职

教师 125 人，开设核心课 5 门和选修课 20 门。 

（3）行业认同度高，引领示范作用显著，推广价值高 

全国水利行业和教育界积极评价。开展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受到中国电

建成勘院、中南院等水利企业高度评价。发表论文 34 篇，在全国水利教指

委年会、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电气类专业课程教学研修班、全国机械学院

院长大会等全国会议作专题报告，获国内同行专家普遍认同和高度评价。 

教学改革理念和做法形成有效辐射。相关成果同武汉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同行进行了交流探讨，得到广泛认可；成果已全部或部

分被武汉大学、西安理工大学等高校借鉴，推动了我国大工程领域卓越人

才的培养，应用效果好，评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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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最后学历  

专业技术 

职        称 
 

现任党 

政职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 

处分 
 

主 

要 

贡 

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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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四川大学 主管部门 教育部 

联系人 卿培亮 联系电话 028-85405270 

传     真 028-85401102 邮政编码 610065 

通讯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四川大学行政楼214室 

电子信箱 jyk@scu.edu.cn 

主 

要 

贡 

献 

1、提出“育人为本、基础为根、能力为要、创新为魂”卓越

工程人才教育理念。 

2、探索出需求导向、产研助教哺学、平台助创的“产学研用

创”协同驱动机制，厚植大基础、拓宽大口径，构建人才培养新体

系。 

3、创建了“平台开放-名师引领-项目驱动-科研哺学”研学协

同育人新机制，科研资源助教哺学。 

4、构建了“队伍联建、人才联培、科产联合”和“方案共

定、质量共管、学生共培、产研共推、成果共享”协同育人新模

式。 

 

单位盖章：  四川大学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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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单位意见 

推 

荐 

意 

见 

该成果针对水利、制造、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面向多领域、

多学科、大工程特征，提出并践行“育人为本、基础为根、能力为

要、创新为魂”卓越工程人才教育理念。 

成果探索出了需求导向、产研助教哺学的“产学研”链生驱动

机制，重塑课程体系与创新实践环节，形成了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新

体系；创建了“平台开放-名师引领-项目驱动-科研哺学”科教协

同育人机制；构建了“队伍联建、人才联培、科产联合”和“方案

共定、质量共管、学生共培、产研共推、成果共享”校企协作新模

式，突破了大类培养学科共性基础薄弱、学科交叉渗透不足、德育

要素与专业教育融合不够、“产学研”协同不足等问题。成果覆盖

水利、电气、机械、能动等多个专业，并为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全

部或部分采用，学生受益面大。成果培养理念先进，体系新颖，实

施效果显著，为我国创新人才培养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同意推荐申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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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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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