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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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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4
地方院校科教产融合土木交通
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与实践

一等奖（校级最高
奖）

山东建筑大学

成
果
起
止
时
间

         起始：2009年 09月          实践检验期：5年 

         完成：2016年 12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对成果内容概述并阐明其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1000字)

      

山东建筑大学是一所以土木建筑为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校。鉴于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学校1995年开办交通土建专业，后来发

展成交通工程和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针对土木交通类行业“环境复杂、条

件刻苦、实践性强”的特点，开始思考如何为交通强国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培养“
有知识，有能力，有人格”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成果源自2009年企业投资1000万元共建道路与交通工程实验室，开启科教

产融合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之路，后经多个质量工程不断充实，历时12年沉淀而成

。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以需求导向理论为指导，借鉴工程认证教育理念，紧扣

交通强国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结合土木交通行业特点和学校应用型人才培

养办学定位，构建了坚守立德树人初心（O）、以学生为中心（C）、行业需求为

导向（D），以课程思政、工程专业认证为驱动（M），以科教、产教为引擎（E
），以培养适应大学的学生素养、适应职场的职业素养、适应社会的公民素养（

A）和具有应用研究、实践和创新能力（C）为目标的“两心一导向（OCD），双

驱动双引擎（ME），三素养三能力（AC）”人才培养理念。构建了“纵横交织、

点面结合”思政育人体系；实施教学科研“一体化”，构建了“全景融入式”校企生共

赢 “五共建”人才共育模式，突破育人资源瓶颈，促进科教产深度融合；实施了“
行业导向-平台支撑-校企驱动”“3+1”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广适应、多元化“平台

+模块”特色课程体系和递进式实践平台。实现“三素养三能力”应用型人才培养目

标。

本成果明确了提升土木交通类人才培养质量途径，突破解决了：

1、学校与企业协同育人不够紧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土木交通行业及区域

产业发展需求脱节问题；

2、科研成果应用性不强，科教融合度不高，科研平台未发挥对人才培养支撑



作用问题；

3、专业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价值培养匮乏，实践教学不足

，学生应用实践能力不足问题；

4、由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制机制不健全，产教融合深度不够导致的专业人

才培养实践教学资源不足，而社会资源没有充分整合利用问题。

项目借助与31家企业共建产学研平台，发挥学校土木交通类专业设置齐全优

势。对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等与土木交通行业密切相关专业，进行了更加深入的

科教产融合人才培养实践检验，取得一系列成果。成果在多所高校推广应用，与

企业深度的合作引起媒体广泛报道，具有极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具体指出成果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思路要清晰，不超过1000字)

结合交通强国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针对产业链需求，建构了“两心一导

向（OCD），双驱动双引擎（ME），三素养三能力（AC）”人才培养理念，为土木

交通行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1、、革新思政育人模式，实现革新思政育人模式，实现“知识知识-能力能力-价值价值”全方位人才培养全方位人才培养

支部建在专业上，以“学科、专业、基层教学”为主线，形成党建与专业同向

同行的思政教学组织结构；凝练交通强国6种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和相关指导中

，形成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以师生互动，“课内外、校内外”互动为载体，形成“一
、二课堂相互延伸、相互渗透”点对点思政教学方式；以5类文化活动和4类科技竞

赛为基础，以研、以赛促学，形成氛围育人格局。

2、、重构科教融合体系，教学科研重构科教融合体系，教学科研“一体化一体化”，强化科研平台对人才培养的，强化科研平台对人才培养的

支撑支撑

专业与学科建设一体化，依托土木和交通学科，构建以道路交通为核心的土

木交通专业群，打造了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山东省名校建设专业。强化

科研平台的教学功能，开展教研一体化设计，30余项研究成果转化为教材、教学

案例、科技大赛等，实现教学与科研深度融合。



3、、  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模式，实施互利互动的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模式，实施互利互动的“五共建五共建”  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机制

以共建地方特色专业、实验室、服务结构、双师型队伍、科教融合平台为载

体，成立2个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与31家企事业单位产学研合作、设立实习基地

和奖学金，共建3个服务机构，开展教师培训、30余位产业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共

建20余项教学案例等，实现社会资源充分利用，产教深度融合，为培养交通行业

所需应用型人才提供制度保障、智力支撑和实践平台。



4、、构建构建“3+1”人才培养模式，重构课程体系和实践平台，培养理论与实人才培养模式，重构课程体系和实践平台，培养理论与实

践融通能力践融通能力

通过对土木交通专业人才所需能力解构，构建了“行业导向-平台支撑-校企驱

动”的 “3+1”人才培养模式；以“大土木，大交通”为背景，构建了广适应、多元化

“平台+模块” 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了“校内外+虚实”互动融合的递进式实践平台体

系，推进多元递进式学习方式改革，实现行业对人才所需6大核心能力提升。

5、、利益驱动，建构校企学术共同体，搭建共赢联动机制利益驱动，建构校企学术共同体，搭建共赢联动机制

学校为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和智力支持，专业与企业构建了实践教学平台共建

共享、双师型教师培养、专业委员会指导、课程质量监控和评价、企业成果反哺

教学、兼职教师聘用与淘汰、学科竞赛激励以及人才跟踪评价等9种机制，维护

三方利益，实现“全景融入式”“校-企-生”共赢格局促进了学生就业和成长成才。



3.成果的创新点(是成果在创新性方面的归纳与提炼，不超过800字)

首次提出首次提出“两心一导向（两心一导向（OCD），双驱动双引擎（），双驱动双引擎（ME），三素养三能力），三素养三能力

（（AC））”创新教育理念，培养高素质土木交通类应用型人才。创新教育理念，培养高素质土木交通类应用型人才。

1、创新构建专业思政育人体系，实现科学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有效融、创新构建专业思政育人体系，实现科学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有效融

合合

通过以思政教学组织结构、知识体系、教学方式和育人氛围为着眼点，构建

具有“纵横交织、点面结合”特色的思政教学新模式，强化思想引领作用和德育教

育功能，在加强学生知识、方法、技能培养同时，提高学生理想抱负、拓展学生

视野、培养学生人文情怀，实现科学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有效融合，解决了学

生学习和职业发展目标不清晰、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

2、创新实施科教融合促创新、产教协同育人促发展的科教产深度融合的、创新实施科教融合促创新、产教协同育人促发展的科教产深度融合的

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了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了“五共建五共建”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了校企生三方共赢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了校企生三方共赢

创新实施专业与学科建设一体化，强化科研平台的教学功能，研究成果转化

为教材、教学案例、实训项目、创新创业课题等，实现教学与科研深度融合；创

新实施了以共建地方特色专业、实验室、服务结构、双师型队伍、科教融合平台

为载体的“五共建”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和需求企业互利互动，并以“校-企-生”
共赢为导向建构校企学术共同体，搭建共赢联动机制，实现了科教产深度融合，

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智力支撑和实践平台，促进了学生应用能力提升。

3、、  创新实施创新实施“行业导向行业导向-平台支撑平台支撑-校企驱动校企驱动”“3+1”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广适应、多元化的广适应、多元化的“平台平台+模块模块”特色课程体系和递进式实践平台体系特色课程体系和递进式实践平台体系

    结合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和区域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针对土木交通类产业链需

求，为企业“量体裁衣”，通过山东地区42家企业的调研，构建了“行业导向-平台

支撑-校企驱动”“3+1”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广适应、多元化的“平台+
模块” 专业群课程体系和递进式实践平台体系，完善了多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

，推进了多元递进式学习方式改革，实现了土木交通类行业人才所需要的6大核

心能力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就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阐述，不超过1000字)（含应用学校及教学质量提升、教师和学

生受益等情况。提供应用学校的证明并加盖学院或教务部门、学校公章)

1、、  学生的专业水平、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近年来，依托本成果我校土木交通类学生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提升显著，学

生获得专利42项，发表论文40余篇。近三年考研率均超过30%，110余名学生考入

哈工大、山大、北京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在交通科技大赛、结构设计大赛、节

能减排等比赛中获国家级奖励30余项、省部级奖励30余项。三位同学被评为中国

交通优秀学子。社会实践硕果累累，三支队伍荣获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优秀团队、志愿服务团队等。

2、、  教学改革硕果累累，办学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教学改革硕果累累，办学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

依托本成果建设了土木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个国家级教

学实践平台，重点实验室（专业）等6个省级教学实践平台；教师6人次获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山东省十大师德标兵、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教育先进工作者

、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称号；获省级教学（科研）团队2项；获批5项省级一

流和精品课程；承担省级教改项目9项，校级教改项目3项；出版教材、专著15部
；发表教研论文19篇，获得教研类专利2项，教研类软件著作权7项；在全国建筑

类院校数字化微课比赛获奖1项；科技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一等奖4项、二等奖5项
、三等奖6项、厅局级8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3项，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研发项目20项。

3、、  成果示范辐射效果显著，专家和同行高度认可，推广应用广泛成果示范辐射效果显著，专家和同行高度认可，推广应用广泛

经全国知名专家鉴定，教改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教育部交通工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朱顺应教授、道路与交通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裴玉龙教授高度评价

本成果的创新做法，认为成果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被山东大学等6
所兄弟高校推广应用。与31余家企业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科教产融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获得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中建八局等企业高度赞誉，对于推进行业发

展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多次受邀在全国交通运输院长论坛和土木交通学科建设院

长论坛上交流推广教改成果经验，反响强烈。

4、、权威媒体广泛聚焦，引起强烈反响权威媒体广泛聚焦，引起强烈反响

  《大众日报》、《济南日报》、人民数字网、网易新闻、中国山东网、山东省

教育厅官网、山东教育电视台等十几家新闻媒体对本成果的创新做法和效果进行

了深入报到。大众网等就交通工程学院的成立进行了广泛报到，称之为校企合作

的成功典范；腾讯网以“作灯作桨育人成才”为题，报道了任瑞波教授的事迹；大

众网等媒体对卢小林老师以“互联网+”思维方式助力教学改革进行了报道，并引

起广泛关注。















第（4)完成人 王文蕊
姓名 $令寸

1卞·一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7年03月
r, Y”
i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讲师 ： 现任党 I教工党支部书记职称 ． 政职务
现从事工

矗

从事交通工程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作及专长
工作单位 山东建筑大学

联系电话 15969704864 移动电话 I 15969704864 

电子信箱 wangwenrui@sdjzu.edu. en 

通讯地址
1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凤鸣路1000号山东建筑大学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无

励

主要贡献

(1)参与实践教学平台共建共享、专业委员会指导、学科竞赛激励、课程质社监

控和评价、人才跟踪评价等工作的方案制定并组织实施。

(2)组织实施成果在其他院校的推广工作。

(3)将成果引入教学实践中，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并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

奖励，秉承成果的教学理念，主持教研课题并发表思政教学论文，积极推广成果在

教学中的应用。

(4)参与撰写本成果实施的总结报告。

本人签名： ii怂

沁江1年 11 月讶日



































六、评审意见六、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省级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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