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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谋者远，实干者成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培育与申报 

 

        李正良 
 

     重庆大学本科生院 

• Chongqing University, Sept. 2021 



教学成果奖的内涵与范围 

●教学成果奖是指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

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

教学方案。 

●教学成果奖授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作出重要成绩，在教育教学改革

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和个人。 

●按其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产生的效果，

教学成果奖可分为国家级和省部级。 



什么样的教学成果才算是教学成果？ 

●高等学校教学工作领域涉及面很宽，从领域上看涉及教书育人（含思政工作和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教学建设、教学管理和教学辅助等方面；从对象和层面上看涉及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等；从

具体内容上涉及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工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专业（课程）建设、方法技术手段、

人员队伍和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等。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认定为教学成果： 

（1）针对教育对象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在创新或转变教育理念，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课程

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实验技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的综合提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成果。 

（2）根据教育目标和教育教学规律，在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改革，加强专业建设、教师队伍

建设、教材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实验实习基地、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促进产学研结合与各种

合作办学，实现教学管理现代化等方面的成果。 

（3）结合自身特点，推广、应用已有的教学成果，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显著提高办学

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成果。 



重庆市教学成果报奖范围（2021年） 

●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质量文化、课程思政、“四新”、

“三个一流”建设，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创业教育和教育评价改革，创新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

科教融合、夯实实践育人体系，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实现文化

传承等方面的研究生教育、普通本科教育、高职（专科）教育和继续教育教

学成果。 

●结合自身特点，推广、应用已有的教学成果，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和发

展，显著提高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成果。 

● 2021年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设特等奖20项、一等奖60项、二等奖60

项和三等奖70项。 



教学成果奖申报的条件 

●申报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必须满足： 

（1）国内/省（市）内首创； 

（2）经过两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3）在全国/全省（市）产生重要/一定影响。 

‚两年以上‛的实践检验这项规定是保证获奖成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

条件，也体现了教学成果奖所强调的实践性的鲜明特征。实践检验的

时间应从方案正式开始实施开始计算，不含方案的研讨、论证及制定

过程的时间。 

 



教学成果奖申报的支撑材料 

●申报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的支撑材料有： 

（1）研究论文（国内有影响的刊物） 

（2）规章制度、文件 

（3）教改课题 

（4）有关资料汇编 

（5）报刊报道 

（6）教材等 



获奖成果的学科分布（近两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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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的省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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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情况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4项（其中3项牵头，1项参与）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1 
国际化引领建筑与环境领域“二三二”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和实践 

重庆大学（周绪红、李百战

等） 

2 机械专业人才创新能力跨界协同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重庆大学（王时龙、杜静等） 

3 
面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构工程管理本科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 

重庆大学（任   宏、杨宇、丁烈

云等） 

4 
打造跨校跨地区通识教育联盟，构筑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体系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重

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

大学（杨丹参与） 

根据青塔对获奖结果排名，重庆大学排名35位。 



重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7年度）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人 

所在单位 
获奖 

等级 

艺术与科技融合视野下的复合型视觉艺术人才培养模
式的建构 

张春新、龙红、范正妍、许世虎、赵一鑫、文俊浩、何中
市、李雅梅、夏进军 

重庆大学 一等奖 

电子信息工程三课堂融合递进，回归工程教育的探索
与实践 

曾孝平、印勇、张玲、甘平、周喜川、颜芳、林英撑、宋
焱翼、刘书君 

重庆大学 一等奖 

自主发展导向的仪器大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教学
体系研究与实践 

郭永彩、刘嘉敏、李敏、高潮、袁刚、潘银松、应苑松、
杜基赫、余华 

重庆大学 一等奖 

聚焦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创新计算机类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 

王茜、朱征宇、朱庆生、李学明、李佳、刘慧君、李杰、
李双庆、张忠、古平、周庆、王强、惠兴海、黄玉刚 

重庆大学、四川华迪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等奖 

建筑与环境领域国际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李百战、周绪红、刘猛、蒲清平、姚润明、刘红、张智、
喻伟、Andrew Baldwin 

重庆大学 一等奖 

建筑学科开放性人才培养体系与教学实践改革 
卢峰、杜春兰、李和平、黄海静、周铁军、陈兰、龙灏、
褚冬竹、徐煜辉 

重庆大学 一等奖 

机械创新人才能力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王时龙、杜静、宁先雄、江桂云、李良军、丁一、秦伟、
刘英、汤宝平 

重庆大学 一等奖 

面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新体系 

任宏、杨宇、张巍、徐波、姬淑艳、顾湘、毛超 重庆大学 一等奖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经管类多专业学习共同体培养模
式创新 

龙勇、刘星、杨俊、刘伟、邵兵家、辛清泉、廖冰、袁晓
浩、李华 

重庆大学 一等奖 

公益创业实践育人‚AFO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旭、陈科、蒋华林、李林、肖旭、熊健汝、陈洁、张军、
李菁晶 

重庆大学、四川大学 一等奖 

理工类高校‚通专融合‛的通识教育体系创新与实践 
杨丹、曾佐伶、陈朝晖、万曼璐、郑泓、唐杰、蒲俊杰、
张德昭、汪红梅 

重庆大学 一等奖 

医工-理工-学研三融合跨界培养生物医学类创新人才
的探索与实践 

王贵学、侯文生、陈自强、田学隆、董世武、梅虎、叶志
义、罗万春、蒋雪梅、罗彦凤、蒋稼欢、秦建 

重庆大学、第三军医大
学 

一等奖 



成功案例一（南京大学） 

●2018年第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中，南京大学获得5项一等
奖。 

01 高素质外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 

02 ‚悦读经典计划‛——重塑大学生阅读文化的育人路径新实践 

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集群建设 

04 化学专业大学生科创能力培养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05 综合性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2014年第七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中，南京大学的‚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体系‛获得特等奖。 



成功案例二（浙江大学陆国栋教授） 

●陆国栋，浙江大学求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现任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负责的《工程图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资源共享

课，出版教材和专著多部，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次、二等奖3

次，发表学术论文220余篇。多次参与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起草研讨，

受聘担任教育部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和创新创业专家组成员。 

在第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陆国栋教授的“时空融合、知行耦合、师

生多维互动的机械大类课程教学新范式“获得一等奖。 

先后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大学教学》《中国高等教育》《高等理科

研究》等期刊发表教改论文30篇。 



成功案例三（2018年度特等奖和部分一等
奖） 

●2018年第八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突出‚新‛和‚实‛。 

01 

 

    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流本科教育川大实践 

 （四川大学谢和平等，特等奖） 

02 
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与探索实践 

（华中师范大学杨宗凯等，特等奖） 

03 
入耳入脑入心 同向同行同频：以思政课为核心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复旦大学许宁生等，一等奖） 

04 
中国根、复旦魂——打造重实效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体系 

（复旦大学吴晓明等，一等奖） 

05 
服务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研究和推广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西安交通大学桂小林，一等奖） 

题目很重要！！！                 摸准时代的脉搏，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站位高，立意深（内涵），内容新，成果实，影响大。 



2021年校级奖评审工作概览与重庆市申报指标 

 

1. 评审过程 

 2020年5月：校级教学成果奖预申报 

 2021年1月：校级教学成果奖正式申报 

 2021年3月：校级教学成果奖通讯评审 

 2021年4月：校级教学成果奖会议评审 

2. 评审结果 

共评出一等奖40项，二等奖65项。 

公示结束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公布。 

3. 我校申报名额 

 24（基础指标）+4（上届国家奖奖励指标） 

  +17（互联网+大赛奖励指标） 



教学成果奖申报书撰写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1000字以内）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1000字以内） 

3.成果的创新点（800字以内）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1000字以内） 

申报书中巧妙应用图片 

（2）教学成果的创新性、申报书内容的新颖性、文字表达的

精准性，以及成果和完成人在全国的影响力是决定教学成果能

否获奖的关键！ 

（1）教学成果应该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现代教育理念 



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成果奖规划 

 

顶层设计 

 教学成果奖规划 

 思政类（三全育人、十大育人体系构建） 

 新工科建设、校企合作、创新创业、X-CENTER 

 研究生教育 

 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围绕新工科、新文科建设等）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 

 一流课程建设和课程思政 

 谋划与其它高校合作 

下一步重点工作： 

1. 学校和学院加强成果规划、整合与投入； 

2. 发挥院长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作用（在全国教学工作会议宣讲） 

学院层面 

学校层面 



       时间进度表 

 

工作时间进度表 

2021年1月—5月：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评审 

2021年6月—9月：重庆市级教学成果奖申报评审 

2022年3月—9月：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评审 

 



四年一次君须记，最是关键播种子； 
 
立德树人是根本，教学成果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