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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成果曾

获奖励

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授奖部门 

2022-09-19 

教育教学成果奖：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国防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 

特等 
北京市人民政

府 

2018-04-25 

教育教学成果奖：从概念创

新、方法创新到实践创新的全

程贯通式国防拔尖人才培养模

式 

一等 
北京市人民政

府 

2013-12-10 

教育教学成果奖：“理论与基

础-实践与综合-创新与竞

赛”，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方

法与实践 

一等 
北京市人民政

府 

2022-09-19 

教育教学成果奖：铸魂树人、

强化交叉融合、培养国防领军

领导人才十五年创新实践 

二等 
北京市人民政

府 

2022-06-07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武器系统与工程等 2个 

其他-国

家级 
教育部 

2021-02-10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其他-国

家级 
教育部 

2019-12-24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等 3个 

其他-国

家级 
教育部 

2022-06-07 
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其他-省

部级 
教育部 

2020-11-24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反坦克

聚能战斗部设计与威力性能虚

拟仿真实验、武器装备概论等 

其他-国

家级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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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3 
北京市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爆

炸力学（王晓锋、张建国） 

其他-省

部级 

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作委员

会和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 

2021-09-10 
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重点项

目：有机材料化学基础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20-10-23 
北京高校优质本科教材课件：

随机信号分析与估计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18-01-11 

教育部兵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优秀教材：高能炸药与装

药设计等 2项 

其他-省

部级 

教育部兵器类

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17-10-26 
兵工高校优秀教材：含能材料

无机化学基础等 3项 

其他-省

部级 

兵工高校教材

工作研究会 

2018-03-09 近感探测与毁伤控制技术丛书 
其他-国

家级 
国家出版基金 

2016-03-01 现代引信技术丛书 
其他-国

家级 
国家出版基金 

2017-05-17 

研究型教育创新团队：武器系

统与工程专业研究型课程创新

教学团队 

其他-省

部级 

工业与信息化

部 

2022-09-16 
第十八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张建国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15-07-28 
第十一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罗庆生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21-09-10 
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主

讲教师：张建国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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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9 

新工科教学改革项目：面向新

经济的兵器类专业改造升级探

索与实践等 2项 

其他-国

家级 
教育部 

2018-03-15 

新工科教学改革项目：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兵器类工程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其他-国

家级 
教育部 

2021-11-15 

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

新项目：校际校企联动式武器

系统与工程专业拔尖人才创新

能力培养的教学改革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21-12-14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智能材料概论》虚拟仿

真实验课程建设 

其他-省

部级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 

2021-03-04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智能机器人新工科人才的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探索 

其他-省

部级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 

2020-06-05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兵器类专业信息化教学条

件改造及实践基地建设等 4项 

其他-省

部级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 

2019-12-19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弹药火工品感度虚拟仿真

实验等 5项 

其他-省

部级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 

2019-09-28 

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校企合

作 双百计划”典型案例：弹

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教学基

地等 2项 

其他-国

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 

2021-04-02 
重大委托课题 1项：面向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的兵器类专业新

其他-省

部级 

教育部兵器类

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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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联合研究与实践；重点课

题 2项；一般课题 4项 

2020-12-21 

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

培养“实培计划”项目：固体

火箭发动机结构完整性检测辅

助软件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19-09-20 

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

培养“实培计划”项目：发动

机健康监测系统增强软件等 2

项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18-10-30 

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

培养“实培计划”项目：5kg

超轻型无人机载武器站设计等

2项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20-11-13 

北京高校优秀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改性剪切增稠液浸

渍纤维的弹道性能及作用机理

研究等 2项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19-12-04 

北京高校优秀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腿足型机器鼠控制

系统设计等 2项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21-02-09 
中国兵工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获得者：周续源、欧亚鹏 

其他-国

家级 
中国兵工学会 

2020-04-25 

中国兵工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获得者：吴金婷、鲍丙亮、

王昕捷、刘丹阳、何飘、王乾

有共 6人 

其他-国

家级 
中国兵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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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4 

中国兵工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获得者：佟文超、许彩霞 2

人 

其他-国

家级 
中国兵工学会 

2017-12-13 

中国兵工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获得者：杨喆、姜夏冰、王

昆、李志敏 4人 

其他-国

家级 
中国兵工学会 

2018-12-10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北京

理工大学机电学院无人飞航工

程系党支部 

其他-国

家级 
教育部 

2015-11-20 

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

指导教师：罗庆生 

一等 教育部等 

2016-11-20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

会指导教师：罗庆生 
特等 教育部 

2017-11-01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最佳指导

教师：罗庆生 

其他-国

家级 
教育部 

2018-10-14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年会指导教师：罗庆生 
特等 教育部 

2020-10-01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

年会优秀指导教师：罗庆生 
特等 教育部 

2018-09-01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指导

教师罗庆生 

其他-省

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2019-12-08 

全国大学生智能机电系统创新

设计大赛一等奖：腿足型仿生

灵巧鼠的设计与实现 

其他-国

家级 
人工智能学会 

2019-12-08 

全国大学生智能机电系统创新

设计大赛二等奖：轮履腿混合

式移动侦察平台 

其他-国

家级 
人工智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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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8 

全国大学生智能机电系统创新

设计大赛：基于风力俘能无线

自供电结构健康监测系统 

其他-国

家级 
人工智能学会 

2019-12-08 

全国大学生智能机电系统创新

设计大赛优胜奖：自主割胶机

器人 

其他-国

家级 
人工智能学会 

2021-11-01 
第二届全国特种装备创新设计

大赛：罗庆生 
一等 中国兵工学会 

2021-10-15 
第七届互联网+国际赛道竞赛

指导教师：罗庆生 

其他-国

家级金

奖 

教育部、科技

部 

2022-04-12 
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 

教育部、科技

部 

2022-08-22 
第十三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奖：许毅 

其他-国

家级 
共青团中央 

2021-11-01 

第二届全国特种装备创新设计

大赛二等奖：基于车载的蜂群

固定翼无人机快速收发一体系

统 

其他-国

家级 
中国兵工学会 

2021-11-01 

第二届全国特种装备创新设计

大赛二等奖：基于车载的蜂群

固定翼无人机快速收发一体系

统 

其他-国

家级 
中国兵工学会 

2021-11-01 

第二届全国特种装备创新设计

大赛三等奖反渗透水下仿生弹

药等 5项 

其他-国

家级 
中国兵工学会 

2021-10-30 

2021年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

片与系统设计竞赛北部赛区三

等奖 

其他-国

家级 
中国电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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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6 
2020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

新创意大赛优秀奖 

其他-国

家级 

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 

2020-11-01 

第六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

程大学生实践与创新作品一等

奖：爆炸恐怖袭击预警软件 

其他-国

家级 

公共安全科学

技术学会、中

国职业安全健

康协会 

2017-05-27 
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个

人）：王海福 

其他-国

家级 
国务院 

2021-09-23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王海福

（1） 

其他-国

家级 
国务院 

2016-12-21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王海福

（1） 

其他-国

家级 
国务院 

2021-11-01 
国防科技工业先进集体（负责

人）：王海福 

其他-国

家级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国防

科工局 

2018-11-01 
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奖（带头

人）：王海福 

其他-国

家级 
国防科工局 

2021-04-27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王海福 
其他-国

家级 

中华全国总工

会 

成果起

止时间 

开始：2010年 01月             实践检验期:4年 

完成：2018年 09月 

主题词 多学科交叉融合；国防拔尖人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培养人才、培养拔尖人才、培养国防拔尖人才，它们是不同层

级、不同要求的重要课题。比较而言，国防拔尖人才培养问题最多、

难度最大。因为他们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和能力特质。思想

特质包括敢于担当、勇于冒险、甘于寂寞、乐于奉献；能力特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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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创新意识。思想特质决定国防拔尖

人才为谁服务，能力特质决定国防拔尖人才服务水平的高低、服务效

果的好坏。培养特质、涵育特质、考查特质、检验特质、运用特质、

发展特质，是本成果的核心与特色。 

 

图 1  主要工作 

根据党和国家的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新国际环境、新战争理

念、新作战模式、新装备特性对国防拔尖人才的迫切需求及北京理工

大学的办学定位，本成果依托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国防科技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面向强化国防拔尖人才思想特质、提

升国防拔尖人才能力特质的根本任务，在兵器学科的深度交叉、高度

融合上做文章。围绕北理工“爱国、奉献、奋斗、创新”的兵器精

神，实施“四个融合”，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模式。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打破专业条块分割与行政壁垒，成立跨学院跨学科兵

器学科特区，打造“通识教育+大类基础+专业贯通”国防拔尖人才培

养模式。推进兵器专业建设，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6 个；领衔

制订兵器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工程教育认证补充标准，引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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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兵器专业规范化建设，促进我国兵器专业提质升级。优化兵器专业

培养方案，重构兵器专业知识体系，打造立体型全相关教材体系，出

版全国首套兵器专业类系列规划教材，为兵器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保

驾护航。依托 3 门国家级一流虚仿课程和 20 余个校企实践基地，推

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兵器专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途

径，推行“三三制”，提升学生双创能力，获省部级奖励 158 项。拓

展兵器专业群建设，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国防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已

推广应用，并获广泛好评。 

本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以“思想特质为抓手”，解决了以往在铸造国防拔尖人才

思想特质方面措施偏弱的问题，实现了“敢于担当的觉悟、勇于冒险

的魄力、甘于寂寞的心态、乐于奉献的动力”等思想特质的全方面提

高； 

（2）以“能力特质为目标，学科融合为特色，体系创新为突

破”，解决了以往在改善国防拔尖人才能力特质方面力度偏软的问

题，实现了“深厚的基础理论、精湛的专业技能、过硬的实践能力、

强烈的创新意识”等能力特质的全方位提升。 

 

图 2  发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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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代表人物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国防拔尖人才须具备高素质、强能力，这不是一个专业、一个学

科、一门课程、一个群体就能解决的事情。为此，项目组实行多学科

融合、多体系构建、多措施并举、多渠道推进。 

（1）狠抓立德树人成效，构建育人保障体系 

依托北理三代兵器人“爱国、奉献、奋斗、创新”的兵器精神构

建红色育人体系，以品牌党建强基，军工文化聚力，兵器精神铸魂，

从名师、金课、精品教材、军工文化、红色基地、新媒体对学生开展

全方位浸润式熏育，将学科传统与家国情怀融合、知识传授与红色基

因融合、工程实例与伦理美学融合、实践创新与学术诚信融合，形成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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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思政领航 

（2）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树立整体武器观，突破内部机制障碍，打破学院体制壁垒，强化

多学科交叉融合，成立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的兵器科学

与技术学科特区。启动实验班、特色班建设，实行贯通型直联制培

养。依托学科特区，申报并获批智能无人系统技术新工科专业。深化

“寰宇+”计划，持续推进大类培养、书院制改革，打造“通识教育+

大类基础+专业贯通”的兵器类国防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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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体制创新 

（3）推进兵器专业建设，引领专业规范发展 

依托兵器专业教指委主任单位职责，领衔制订兵器专业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兵器专业工程教育认证补充标准，以及全国兵器类专业实

践教学指南、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和虚仿实验教学课程指南，起草兵器

专业发展规划报告和专业认证规划，推动兵器专业进入中国工程教育

认证序列。贯彻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提质为目标、持续改进

的理念，引领我国兵器类专业规范化发展。 

（4）优化专业培养方案，重构专业知识体系 

促进兵器专业与人工智能等新工科交叉融合，优化培养方案，重

构兵器类专业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课程体系，规划出版全国首套

兵器类专业系列教材，为兵器专业学生培养提供支撑与保障。探索兵

器专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新途径，结合国家一流虚仿课

程，在完善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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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科融合 

（5）依托校企实践基地，提升学生双创水平 

聚焦产学研用一体化目标，将顶级科研平台转化为双创平台资

源，将优质科研师资转化为双创指导教师，将尖端科研项目转化为学

生科创题目，将科研合作单位转化为实践育人基地。鼓励兵器专业学

生课余开展大创，要求学生前期自由组合、自由选题、自由畅想；中

期自主探索、自主实验、自主研制；后期自我总结、自我完善、自我

提高，持续提升学生双创能力。 

3.成果的创新点 

国防拔尖人才培养要适合新时期国际环境、战争理念、作战模

式、装备特性的需求，具有前瞻性、预见性、适应性、实效性。本成

果以“思想特质为抓手，能力特质为目标，学科融合为特色，体系创

新为突破”，主要创新点如下： 

（1）传承延安根军工魂，强化人才培养思想特质 

“延安根、军工魂”是学校之基、专业之本，用红色基因武装兵

器专业学生，将立德树人融入专业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

体系，在培养学生敢于担当、勇于冒险、甘于寂寞、乐于奉献上反复

淬炼。为我校兵器学科奠基人丁敬立传，为我国氢弹引爆药发明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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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光出书，厚植爱国主义、军工强国情怀，培养学生矢志军工、铸国

利器、舍我其谁的壮志。 

（2）成立兵器学科特区，深化人才培养组织保障 

深化体制改革，突破机制障碍，成立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的

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特区，深化书院制改革，实行跨兵器、宇航、机

械等一级学科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在完善

组织保障方面真心投入、真情落实。 

（3）重塑专业建设理念，打造人才培养实施标准 

领衔制订兵器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兵器专业认证补充标准，

为国防拔尖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贯彻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

向、提质为目标、持续改进的理念，引领我国兵器专业规范化建设，

促进专业建设提质升级。 

（4）重构培养知识体系，支撑人才培养高效推进 

跨学科课程体系实行横向专业间大类打通，纵向专业内本研贯

通;保证主干学科个性化需求，兼顾大类课程统一性要求。统筹兵器

类专业教材建设，教学内容与国际前沿密切接轨，融合国防复杂工程

最新研究成果，实现课程教学与国防攻关有机结合，支撑国防拔尖人

才高效培养。 

（5）注重科研教学融合，促进学生双创建功立业 

依托重大国防工程，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跨专业研究平台、跨

院系实践基地。通过实施“四个转化”，打造校企合作育人新范式。

推行大创“三三制”，全面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工程问题的

能力，促进学生双创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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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围绕国防拔尖人才培养目标，坚持人才特质用特殊体系、特殊方

法、特殊举措培养，并用特殊方式、特殊标准、特殊途径检验。经过

10余年的反复打磨与检验，取得以下成效。 

 

图 7 标志成果 

（1）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质量标准高 

成立兵器学科特区，实施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有效地实现了跨

专业交叉、跨学科融合。获批的“智能无人系统技术”新专业，有力

引领了全国兵器类专业拓新建设。全部兵器类专业入选国家/市一流

本科专业。领衔制定的“两项标准”已成为业界标杆，弹药专业在全

国率先通过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带动全国 24 个兵器类专业启动实施

专业认证工作。 

（2）规划全新课程体系建设，培养方案优 

以解决兵器类各专业课程衔接畅通性差、课程内容知识面窄为目

标，统筹打造一体化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论证全国首个兵器新工科

专业培养方案，为国内高校提供标杆和参照。制订兵器类专业全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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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推出系列高端规划教材、国家级一流课程，已被国内同类高

校参考选用，对提升全国兵器类专业教育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3）打造校企合作育人范式，工作模式新 

打通市场经济和保密限制下兵器专业学生开展实践体验的渠道，

利用国防合作优势，与大型军工企业共建 20 余家国防特色实践教育

基地，使多种资源有机融合，起到倍增器、催化剂作用。相关实践教

育基地已有效服务于兄弟院校兵器类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践。 

（4）构建教学竞训实战体系，育人平台广 

构建覆盖国防特色各专业、贯穿本科教学全周期的能力特质培养

体系，提供多种育人选择与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开展大创，推行“三

三制”，实现学知识、搞研究、做实训、弄竞赛四位一体，提升兵器

专业学生双创能力。创办全国大学生智能机电系统创新设计大赛，为

逾百所高校近万名学生搭建先进理念高端技术交流平台，佳作叠出，

影响深远。 

（5）满足国家社会用人需求，育人成果好 

经多年矢志追求，我校兵器专业毕业生在国防领域就业比例从

2010年的 64％提高到 2018年的 85％，2022届兵器类专业毕业生上研

率达 90%。实验班、特色班建设和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效。优秀人才

学军工、优质资源搞国防蔚然成风。在兵器类专业自主培育国防领域

领军人才上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兵器集团、航天科技集团等龙头企业

争相张开欢迎我校军工人才的臂膀。国内主流媒体对我校兵器专业育

人模式及成效进行广泛报道。我校兵器专业赓续红色基因、培育大国

栋梁的系列成果在社会引起广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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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8 级实验班培养成效 

 

图 9  人才培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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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王晓锋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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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分管学校的本科教学管理工作； 

（2）提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国防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构想； 

（3）创新性提出设立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特区； 

（4）论证兵器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建设； 

（5）负责项目的总体规划与协调实施； 

（6）负责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指导、检查； 

（7）协调各方力量，保障项目的顺畅执行。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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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二完成人 

姓    名 
张建国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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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负责组织兵器类专业建设规划； 

（2）参与论证兵器类专业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建设； 

（3）参与兵器类专业认证补充标准编制； 

（4）负责组织修订兵器类专业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 

（5）负责特能专业本科生研究型课程建设及课堂教学。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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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三完成人 

姓    名 
罗庆生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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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教育高度融合，为国家培养后备创新人

才； 

（2）负责开展多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活动，引导学生自觉投入到

国防拔尖人才培育过程； 

（3）负责带领学生创新攀登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高峰；

（4）参与探测专业学生课程建设及课堂教学。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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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四完成人 

姓    名 
陈鹏万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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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参与学院兵器类各专业制定本专业的建设规划； 

（2）参与兵器类专业国家标准、兵器类专业认证补充标准编制； 

（3）完成兵器类专业学生的学科前沿讲座； 

（4）参与兵器类专业学生课程建设、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活动

及国防拔尖人才培育过程。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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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五完成人 

姓    名 
王海福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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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hf@b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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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负责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2）负责《反坦克聚能战斗部设计与威力性能虚拟仿真实验》国

家级一流课程建设； 

（3）参与兵器类专业学生课程建设； 

（4）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活动及国防拔尖人才培育过程。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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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六完成人 

姓    名 
王亚斌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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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负责兵器类专业学生思政教育，参与项目实施； 

（2）开设兵器类专业研究型实验教学课程； 

（3）参与兵器类专业研究型课程建设； 

（4）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活动及国防拔尖人才培育过程。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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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七完成人 

姓    名 
李东光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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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负责工信部武器系统与工程研究型课程创新教学团队建 

设； 

（2）开设公选课《武器装备概论》，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 

（3）负责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建设； 

（4）参与兵器类专业学生研究型课程建设； 

（5）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活动及国防拔尖人才培育过程。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25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八完成人 

姓    名 
马天宝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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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负责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 

（2）负责完成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 

（3）负责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业的卓越工程师项目建设； 

（4）参与兵器类专业研究型课程建设； 

（5）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活动及国防拔尖人才培育过程。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26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九完成人 

姓    名 
谢雨珈 性    别  

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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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主 

 

要 

 

贡 

 

献 

（1）作为学院本科教学管理干事，认真协助培养方案、课程设置

的校对等工作； 

（2）协助完成兵器类专业一流专业的申报、专业认证相关工作； 

（3）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活动； 

（4）协助完成本学院兵器类专业学生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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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1）完 

成单位名称 
北京理工大学 主管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联 系 人 张丽娜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电子信箱  

主 

 

 

要 

 

 

贡 

 

 

献 

1.项目组依托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积极推动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国防特色拔尖人才培养，取得了良好教育教学效果。 

2.强化专业规范化建设，领衔论证兵器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建设，注重新工科建设，获批首个兵器类新工科专业，获批兵器

类国家一流专业6个。 

3.牵头起草兵器类专业认证补充标准和认证程序编制，完成全国

首个兵器类专业认证，引领国内兵器类专业建设。 

4.组织兵器类各专业修订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负责制定兵

器类各专业的教学运行相关管理文件。 

5.面向国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依托“兵器科学与技术”双一流

学科，获批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型课程创新教学团队。 

6.针对国防拔尖人才培养，创新性开设公选课程《武器装备概

论》，获批国家级一流线上课程，在全国广泛选用。 

7.项目研究成果获国家一流课程、市级优秀教材（课件）、北京

高校优秀课程（重点）、北京市教学名师、工信部规划教材、教

指委优秀教材等奖项、荣誉共50余项。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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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单位意见 

 

推 

 

荐 

 

意 

 

见 

 

 

该成果（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国防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

实践）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正确，成果完成人政治上无问题，

无违法违纪情形，无师德师风问题，社会形象正面。该成果根

据党和国家的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新国际环境、新战争理念

等对国防拔尖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办学定位，

创新性提出国防拔尖人才必须具备过硬的思想特质和超强的能

力特质，并以思想特质为抓手，以能力特质为目标，以学科融

合为特色，以体系创新为突破，历经十余年的矢志追求与苦心

坚守，实现了五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和显著创新，在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国防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该成果对全国兵器类专业建设、国防拔尖人才培养起到重要的

引领示范作用，对我国高等院校培养国防拔尖人才、提高教学

水平和教育质量产生重大成效，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 

同意推荐参加 2022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

审。 

 
 
 
 

推荐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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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