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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综合性高校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汇报交流分组名单 
组
别 

项目群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第

一

组 

“新工科”建设进展
与效果研究类项目

25 综合性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 桂永浩 复旦大学 

个性化培养模式 

改革项目群 

3 新工科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咏梅 北京大学 
8 大类培养模式下新工科个性化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机制的深化与完善 杜小勇 中国人民大学 

21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BE）的新工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刘鹤 吉林大学 
53 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四维一体”深化新工科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邬大光 厦门大学 
55 具有侨校特色的港澳台侨工科学生工程实践 曾志兴 华侨大学 
56 实课协同+多小学期实训模式探索 缑锦 华侨大学 
59 崇新学堂新工科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平台建设 李德春 山东大学 
77 强通识 重实践 跨学科 融产教—-新工科领袖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张红伟 四川大学 
93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互联网+”教学资源平台建设 肖瑛 大连民族大学 

工科与人文社科 

交叉项目群 14 智能体育工程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刘昊扬 北京体育大学 

航空航天、交通 

运输类项目群 
78 民航交通运输新工科多方协同培养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潘卫军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第

二

组 

安全、公安、 
兵器类项目群 

66 基于仿真与信息化技术的传统安全工程专业革新与实践 张敬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电子信息、仪器类

项目群 

2 信息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张海霞 北京大学 
15 信息类新工科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 曹永存 中央民族大学 
19 智慧城市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孙桂玲 南开大学 
26 深度产学融合集成电路创新人才培养 周鹏 复旦大学 
36 电子信息类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徐骏 南京大学 
61 “海洋机电装备与仪器”新工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刘贵杰 中国海洋大学 
89 农业大学信息类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与实践 张宏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5 应用型本科院校信息类专业多方位全过程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焉德军 大连民族大学 

自动化类项目群 

13 “演艺工程与舞台技术”新工科专业建设 任慧 中国传媒大学 
58 智能时代自动化专业多元化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承慧 山东大学 
94 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机器人工程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张汝波 大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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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项目群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第

三

组 

材料、化工与 

制药类项目群 

17 纳米材料与技术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探索 张谷令 中央民族大学 

68 多学科交叉复合新兴材料科学专业新体系建设探索 黄丰 中山大学 

85 新工科背景下制药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曹秋娥 云南大学 

9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胡道道 陕西师范大学 

生物、 

医药类项目群 

22 交叉复合型“仿生工程与装备”新工科专业的创建与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任露泉 吉林大学 

72 基因工程药物高新技术产业对生物类工程技术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 冉艳红 暨南大学 

医工结合类项目群

18 “人工智能医学”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向荣 南开大学 

31 上海交大致远生命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向理工医交叉专业延伸的探索与实践 陈峰 上海交通大学 

43 “医药工业 4.0”背景下，中国大健康产业人才需求调研分析 姚文兵 中国药科大学 

47 技术医学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臧建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7 面向现代医疗的生物微电子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王永 山东大学 

70 多学科背景下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医工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张超 中山大学 

第

四

组 

计算机和 

软件工程类项目群

1 “软件+”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 林慧苹 北京大学 

4 示范性软件学院教育改革经验分析与引领未来新工科探索 吴中海 北京大学 

5 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分类推进新工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陈钟 北京大学 

6 以数据为中心的计算机专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文继荣 中国人民大学 

11 “虚拟现实+教育”新工科建设探索与实践 周明全 北京师范大学 

12 面向“互联网+教育”的创新设计方法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崔光佐 北京师范大学 

33 新工科背景下网络空间安全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曹珍富 华东师范大学 

38 大应用环境下面向个性化人才培养的新工科软件工程专业基础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骆斌 南京大学 

54 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 ——以厦门大学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为例   吴清锋 厦门大学 

64 面向跨界深度融合新业态的软件工程专业培养模式研究 李兵 武汉大学 

65 财经院校背景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计算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研究 金大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1 新技术背景下信息安全专业的建设 蒋朝惠 贵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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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项目群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第

五

组 

计算机和 

软件工程类项目群

84 面向新工科的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杨鉴 云南大学 

90 从计算科学和数据科学到学科交叉与创新 曹菡 陕西师范大学 

大数据类项目群 

28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数据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吴力波 复旦大学 

32 面向新经济的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 周傲英 华东师范大学 

46 大数据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陈恩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9 大数据专业在新工科多方协同育人模式中的改革与实践  纪荣嵘 厦门大学 

80 新工科视野下创新型大数据专业人才协同育人实践平台的建设 谈文蓉 西南民族大学 

人工智能类项目群

27 理工融合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新工科研究与实践 胡波 复旦大学 

34 面向智能系统的卓越 IT 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 何积丰 华东师范大学 

45 人工智能新工科建设及传统工科智能化改造升级 吴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5 “计算+”多学科的“智能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洪玫 四川大学 

第

六

组 

环境、纺织、 

轻工类项目群 

16 面向西部民族地区环保工程人才需求的协同育人模式改革研究 金军 中央民族大学 

24 寒区特色环境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 周丹丹 东北师范大学 

42 面向农业环境污染控制的农科院校环境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 周立祥 南京农业大学 

67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多方协同环境工程新工科“梯田”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孙杰 中南民族大学 

69 新工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探索-以环境工程为例 孙连鹏 中山大学 

矿业、地质、 

测绘类项目群 

62 基于成果导向的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工程实践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实践平台的升级改造 童思友 中国海洋大学 

63 面向新工科的遥感信息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 李刚 武汉大学 

83 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工程教育信息化的探索与实践 刘志红 贵州大学 

能源、电气、 

核工程类项目群 

20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探索与探索 陈军 南开大学 

23 “非常规能源工程”新工科专业建设 孙友宏 吉林大学 

51 复合型新能源行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缪惠芳 厦门大学 

79 新工科背景下民族院校电气信息类专业协同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黄勤珍 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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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项目群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第

七

组 

数学、物理、化

学、力学类项目群

9 近代物理和高新技术物理新进展与新工科建设 王青 清华大学 

29 面向新工科人才培养的物理实验课程体系建设 乐永康 复旦大学 
30 数学类应用理科专业“数据计算及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吴泉水 复旦大学 
37 新工科重要基础课程-大学物理课程体系的构建 王炜 南京大学 
52 基于化学的新工科专业设置和建设方案研究 郑兰荪 厦门大学 
76 面向新工科的力学专业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标准研究与实践 谢和平 四川大学 
86 面向新工科的大学数学基础课程体系构建 徐宗本 西安交通大学 
92 依托物理学科培养新工科高层次人才 罗洪刚 兰州大学 

机械类项目群 82 面向创新人才培养的机械开源平台研究 李少波 贵州大学 

土木、建筑、水

利、海洋类项目群

39 以综合性大学通识教育为基础的新工科建筑学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吉国华 南京大学 
50 基于数字技术的建筑师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李立新 厦门大学 
87 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水利水电动力工程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陈帝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第

八

组 

新兴工科探索 

项目群 

7 信息化时代多学科交叉综合决策型社会治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龙永红 中国人民大学 
10 “信息计算与安全”新兴应用理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郑志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5 综合性大学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志林 南京大学 
44 面向复杂系统的综合性工程科学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吴恒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8 量子信息新工科建设 潘建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1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敏 中山大学 
73 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刘彭义 暨南大学 
74 基于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跨学科项目学习模式探索与实践 熊峰 四川大学 

食品、 

农林类项目群 

40 面向“互联网+”新兴工科“计算农业”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徐焕良 南京农业大学 
41 面向新经济需求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与实践 辛志宏 南京农业大学 
60 海洋特色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政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与实践平台建设 毛相朝 中国海洋大学 
88 面向产业发展的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 陈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