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教学成果奖申报公示信息表 
 

成果名称 
文理工交叉，产教研融合：培养复合型经管人才的

探索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 
周德群、欧阳林寒、邓晶、胡苹、丁浩、虞先玉、

陈剑、郝晓晴、孙晓池、蔡静雯 

成果完成 

单位 
经济与管理学院 

成果简介 

（300字内） 

该成果着力从课程体系改革、优质资源建设、实践活动创新入手，探

索并实践了“文理工专业互融互促、产教研资源共建共享”的复合型管理

人才培养新模式。 

（1）解决了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单一、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复合知识结构要

求的问题。针对专业壁垒森严、知识结构单一缺陷，打破专业界限，推动

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学、工商管理等多个专业融合，率

先实行大类招生、大类培养，面向复合知识结构需求，构建了动态迭代的

课程体系。 

（2）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缺乏、难以支撑复合型经管人才培养体系落实

的问题。针对专业资源建设分散、质量不高缺陷，提炼专业共性知识，推

动产教研深度融合，打造管理定量方法、工业与系统工程、智能决策等一

批省部级以上教学团队，实现教材、课程、平台等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3）解决了复合型经管人才创新能力培养平台缺乏、训练不足的问题。

针对科教渗透不够、实践平台虚化缺陷，建立先进制造与智能决策、可持

续能源系统等交叉“主题创新区”，对学生进行跨专业训练；首创“军演式”

实习，推出欧盟 Erasmus+项目“海外实习计划”，提供沉浸式、竞争性、

国际化实训环境，实现 “教-科-训-赛”一体化。  

 

主
要

完

成
人

情

况 

1 

姓名 周德群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2012 年-2023 年是学院人才培养总负责人，全面负责成果的研究与

推进。 

1.负责两化融合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构思与系统设计，推动工业工

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家一流专业的申报与建设工作； 

2.作为教育部工业工程类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负责优秀课程设计展

示活动组织，负责教育部 “江苏省工业工程虚拟教研室”建设与运行；  

3.首次提出 “军演式实习”模式，推动学院“主题创新区”建设，指

导本科生获江苏省优秀毕业设计，指导大学生获全国“挑战杯”一等奖； 

4.负责“系统工程”教材与课程建设，《系统工程概论》入选国家规划



教材、《系统工程导论》入选国家在线开放一流课程； 

5.负责“工业与系统工程”团队建设，并入选工信部研究型教学创新团

队; 

6.宣传推广两化融合人才培养理念与培养模式，多次在全球华人工业工

程与物流管理系主任会议等国内外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2 

姓名 欧阳林寒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院长助理、教育部工业工程类专业教指委实践教学组秘书和本项目

的核心成员，参与项目的研究与实施。 

1.参与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应急物资航空运输相机决策

与调度虚拟仿真实验》、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质量管理与控制》建设； 

2. 参与编写教材《现代制造系统》（中国科学院规划教材）和《现代质

量工程》（校“十三五”优秀教材一等奖）； 

3. 牵头建设南航-富士通校企实习基地，在欧盟 Erasmus+校企协同项

目中，撰写、整理了 15篇校企合作教学案例； 

4．参与制定了工业工程类专业教指委课程设计活动作品的评审标准，

已连续三年被教指委评审专家采用，负责具体评审工作的组织。 

3 

姓名 邓晶 单位及职务 
教务处副处长（分

管教研）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1.主持教育部和江苏省教改项目的研究； 

2.统筹组织各种资源探索并落实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3.推进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两个专业的大类培养，组织大类

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设计，促进专业融合； 

4.统筹学院教学资源建设，组织本专业一流（精品）课程建设、优秀教

材编写及相关申报工作； 

5.牵头学院实验室建设，督促相关实验课程、实验平台的开发和应用；

联系并维护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推进“军演式”实习的持续改进。 

4 姓名 胡苹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党委副书记 
专业技术职称 

副研究

员 



主要贡献 

（100字内） 

曾在学院分管科研、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协助成果研究、推进与实

施。 

1.负责“两化融合”高水平师资队伍引进和培养； 

2 参与“教-科-训-赛”一体化培养体系的设计与建设； 

3.统筹可持续能源系统“主题创新区”的具体建设和推广；  

4.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核心成员；  

5.“系统工程”国家规划教材、国家一流课程的副主编、主讲教师; 

6.培养的多名本科生获省普通高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一等奖、二等奖，指

导学生发表 SCI/SSCI等高水平论文 10余篇，人才培养成效被《学习强国》、

《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 

5 

姓名 丁浩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专业技术职称 

助理 

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1.参与基于“主题创新区”的科教融合人才培养框架研究与设计，参与了

“可持续能源系统”主题创新区的项目设置、学生项目指导工作； 

2. 参与校企共建专业教学资源的组织实施，参与“军演式”实习模式的研

究与落实，作为企业项目式实习指导教师，参与相关实习指导工作，参与

了与无锡捷普、南京德朔等企业的实践平台建设； 

3. 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作为国家一流课程“系统工程导论”主讲教师参与

课程体系建设与配套教材修订、课堂教学方法改革、课程资源建设等工作。 

6 

姓名 虞先玉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系副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2018 年-2024 年先后担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学副主任、学院产学研

合作主管，具体落实本科生的培养方案制订、实践教学环节组织、校企协

同等工作。 

1. 负责本科生培养方案的调研、分析与“两化融合”课程体系设计； 

2. 负责本科生“教-科-训-赛”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 

3. 参与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申报与建设； 

4. 参与国家虚拟仿真课程、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工作； 



5. 参与“可持续能源系统”主题创新区的产教融合与项目指导。 

7 

姓名 陈剑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系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主任、工业工程专业建设负责

人，推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工业工程专业建设。 

1.参与江苏省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工业工程）的建设； 

2.主持建设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本科课程《飞机总装脉动生产线

规划与优化》； 

3.作为副主编编撰教材《生产与运作管理》； 

4.担任 2023级工业工程卓越工程师班班主任； 

5.指导工业工程学生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竞赛一等奖； 

6.参与工业工程专业多个“项目式”实习基地建设； 

7.参与智能决策与数字化运营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建设。 

8 

姓名 郝晓晴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系党支部纪

检委员 

专业技术职称 
副研究

员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党支部纪检委员和经济

系系务委员会成员，负责支部纪检、党日活动等工作，协助做好院系的学

科、专业建设等工作。 

1.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与

家国情怀； 

2.深耕研究领域，主持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 20余篇。 

3.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组织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

赛、江苏省高校“丝路电商”创新挑战赛等高水平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

项共 8项，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4.指导学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指导三组本科生获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

目立项，其中 1项被认定为国家级，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5.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主持 2 项校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参



与 1项江苏省高校外国留学生英文授课精品课程《宏观经济学》建设项目。 

9 

姓名 孙晓池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无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南航经济与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在教学方面，连续多个学期获得

学校 “优秀”评教等级，获得学院优秀教学奖；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学校参

加教学竞赛并获得省级奖项；代表学院进行面向全校范围的教学经验分享。 

在科研方面，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表包括南航经管 A+

类期刊在内的多篇专业权威期刊文章，以研促教。 

在服务方面，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得国家级奖项；作为新生导

师、学业导师和班主任指导学生学习和生活；作为学院 AACBS、BGA认证工

作小组成员协助学院教育认证申请工作；协助学系进行学科评估以及各类

教育教学资质申报。 

10 

姓名 蔡静雯 单位及职务 
经济与管理学院，

案例中心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经济与管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负责学院案例建设、开发、教学

比赛相关工作。 

1. 教学相长，根植中国本土实践带领团队进行案例实地剖析，指导学生参

加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获亚军、江苏省研究生工商管理案例大赛获特等奖、

一等奖。 

2. 扎根案例，指导学生在访谈、采编后将实践经历转变为管理案例、实践

案例，形成“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传播方式。 

3. 奔赴千里，传承红色精神自 2021 年暑期起，带领团队围绕“传承工匠

精神”的主题，通过两年的实地走访、调研与访谈，寻访了二十余家国防

企业、近百位“大国工匠”的工匠事迹，基于此凝练总结形成了调研报告。、

结合实践场景，深入探究了工匠精神在产业链、技术链、人才链和人才培

养生态圈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总结出以“三链一圈”模式构建大国工匠的

链式培养体系，为我国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提供了借鉴与思考。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1 

第一完成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成果结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办学特色，瞄准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重要战

略，对基于两化融合的管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系统探索与实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两个强国”为引领，围绕“两化融合”人才培养定位，在该

项目下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构建了两化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建立

了工业工程+、信息管理+的“两化融合”管理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形成了优质教学资源



贡

献 

的培育机制；实现了“教-科-训-赛”一体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该成果的培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提供了研究与实践所需的

条件，配套政策完备，建设经费充足，保障措施有效，有力推动了项目的深入开展和成

果的形成。 

 

申报单位 

承诺 

以上信息与该成果的申报材料完全一致。 

 

 

申报单位（盖章）： 

2024年 1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