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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教学成果丰硕，示范效应明显 

以“三创”为核心的卓越工程师教育为引领，坚持学用结合、分

段培养，工程知识结构建构阶段重构了“知识、能力、素质”三层课

程架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阶段构建了“工程素养、工程实践、工程

能力”三层实践体系；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建立了“机械+电子+

液压+控制+计算机+信息”多学科融合的课程体系，实施“教学+X”

教学方法，采用“双导师+实践教学+岗位实训”方式共同实施培养过

程，建立了“知识评价+能力评价”的校企协同育人质量评价体系共

同评价培养质量。最终实现“双访双师”导师队伍建设与产业发展需

求对接、多学科融合培养方案和汽车企业“五化”转型需求对接、两

段式培养过程与汽车工程师职业需求对接、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与工程

实践项目对接。学校和企业形成了人才目标共同体，实现育人引才校

企共赢。 

以工程类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为主轴，实现该成果转化为优质教

学资源，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5 项、获批 2 门全国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线课程重点项目，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其中一等奖 5 项）。建设 3 个湖北省名师工作室、12 个湖北

省教学团队。出版特色教材 15 部，其中国家规划教材 4 部。国家规

划教材《汽车设计》连续印刷 8 次，印数达到 1.1 万册，在武汉理工

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文理学院等 20多所高校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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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成果丰硕 

4.1.1 国家级教研课题（5 项） 

1.高等工程教育回归工程实现机制的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王

超，2006 年 

2.高校-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案例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王超，2010 年 

3.促进高校、企业的科技和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的研究与实践，全国

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王超，2010 年 

4.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王生怀（2021 年） 

5.基于产教融合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王保华（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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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省级教研课题（15 项） 

1.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王生怀

（2021 年） 

2.“双一流”背景下地方行业高校校企共建学科发展路径研究，王

保华（2021年） 

3.面向“信息+汽车”的产教融合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模式研究，陈宇峰（2020 年） 

4.汽车产业产教融合实践创新平台建设，张红霞（2020年） 

5.面向智能网联汽车工程师人才的产学研用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周海鹰（2018 年） 

6.新工科视域下车辆工程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冯樱

（2017 年） 

7.依托汽车产业背景构建机械工程实践教学大平台，王生怀（2014

年） 

8.依托东风汽车工程师学院培养卓越工程师，李楚琳（2014 年） 

9.基于 CDIO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王保华

（2011 年） 

10.融通校企地资源，构建材料类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新模式，曾大

新（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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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线课程重点项目 2 项 

1.车辆系统动力学 

2.汽车嵌入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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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省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其中一等奖 5 项） 

该成果内容累计获得湖北省教学成果奖 10项，其中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项。 

表 4-1 该成果获省级教学成果奖情况 

序

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获批年份 

1 
开展课外科技实践活动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与创新能力研究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省一等奖 2005年 

2 
基于产品开发过程的汽车类专业人才工程能

力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省一等奖 2018年 

3 
建立校企“六共”长效合作机制，培养应用型

卓越工程人才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省一等奖 2018年 

4 
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 HUAT 东风协同育人模

式创新与实践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东风

悦享科技有限公司、哈尔

滨工业大学（威海） 

省一等奖 2022年 

5 
适应区域汽车产业的地方高校工程应用型创

新人才“12345”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北文理学院 省一等奖 2022年 

6 
依托大工程背景 坚持产学研结合 高校应用

型人才培养方法和途径的研究与实践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省二等奖 2009年 

7 
面向汽车产业的共建学科产教融合工程类硕

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省二等奖 2022年 

8 促进高校与企业资源共享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东风

汽车公司 
省三等奖 2013年 

9 
创新引领 应用贯穿 面向汽车产业的机械基

础课程群改革与实践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省三等奖 2018年 

10 
面向汽车产业的计算机专业工程应用型人才

培养探索与实践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

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省三等奖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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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湖北省名师工作室 3 个（负责人：冯樱、任爱华、张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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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湖北省教学团队 12 个 

表 4-2 湖北省教学团队一览表 

团队名称 负责人 年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团队 王生怀 2020 

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任爱华 2019 

自动化专业教学团队 罗敏 2019 

基础化学课程群教学团队 李建 202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张元好 2019 

汽车材料课程群教学团队 张红霞 2019 

汽车营销专业教学团队 肖俊涛 2019 

车辆工程专业教学团队 冯樱 2019 

基础力学课程教学团队 郝琪 202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团队 钱洁 2020 

材料物理专业教学团队 熊永臣 2020 

英语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闵祖传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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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编写的特色教材被多所高校应用推广 

出版特色教材 19 部，其中国家规划教材 4 部。国家规划教材《汽

车设计》连续印刷 8 次，印数达到 1.1万册，在武汉理工大学、武汉

科技大学、湖北文理学院等 20多所高校推广使用。 

表 4-3 出版教材情况 

序

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类别 

1 汽车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国家规划教材 

2 汽车设计（第 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国家规划教材 

3 
基于 HyperWorks 的结构优化设计技

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国家规划教材 

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家规划教材 

5 汽车可靠性 人民交通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6 发动机原理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

社 
专业特色教材 

7 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

社 
专业特色教材 

8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

社 
专业特色教材 

9 汽车构造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10 汽车构造（第 2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11 汽车测试技术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12 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13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14 应用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15 现代制造技术应用与创新研究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

社 
专业特色教材 

16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社 
专业特色教材 

17 汽车发动机原理（第 3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18 
FANUC数控系统 PMC编程从入门到精

通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业特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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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机械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 
专业特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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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受到高度评价 

在第八次国际工程教育会议、汽车行业人才培养院长论坛等会议

上做专题报告 20 余场，得到高校、企业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4.3.1 王天国教授在清华大学 2018 年国际工程教育学术工作坊做工

程类硕士培养模式经验交流（2018 年） 

王天国教授在清华大学 2018 年国际工程教育学术工作坊上就我

校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做经验交流，得到国内外专

家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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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张友兵教授在第一届全球创新教育大会做创新创业经验交流

（2019 年） 

张友兵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圆桌会议：学科创

新论坛等活动。他在会上着重介绍了我校依托特色学科，坚持走产学

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全面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意识

的理念与做法，得到了与会嘉宾一致好评，提升了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的声誉度和展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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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冯樱教授在全国车辆工程学科教学委员会年会做车辆工程“金

课”经验交流（2019 年） 

在分组交流讨论中，我校以《“金课”视角下<汽车构造>课程

教学改革与实践》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从学院《汽车构造》建设背

景、金课建设过程、金课建设效果、对金课建设的思考和建议等四

个方面进行了分享与交流，汇报内容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与认

可，对扩大我校办学特色、提升车辆工程专业影响力起到了很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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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陈宇峰教授在 ICCIS2019 国际学术会议做科研成果及人才培

养成效主题报告（2019 年） 

在会上，陈宇峰教授作为大会特邀专家就汽车智能网联技术及

人才培养做主题报告，并与知名专家深入交流，报告内容受到专家

的高度关注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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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张红霞教授在首届汽车行业人才培养院长论坛做校企协同育人

模式创新与实践主题报告（2021 年） 

张红霞在“智能化背景下课程体系和教材改革”分会场发表题

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 HUAT东风协同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的报

告。她以“汽院印象“介绍了我校发展概况，从”办学机制体制创

新“、“跨学科交叉新工科专业创新”、“工学交替、国际合作的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创新“、”科教、产教融合，科研反哺教学创新

“等四个方面对我校新工科人才培养方面进行的思考与实践进行了

介绍，最后围绕我校基于十堰、襄阳、随州、武汉基地的”智能汽

车现代产业学院育人模式“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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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构建的“一二三四”工程类硕士培养模式示范应用情况 

创建了“一引领、二阶段、三共同、四对接”工程类硕士研

究生培养新模式，构建人才目标共同体，实现育人引才校企共赢。

该成果在湖北工业大学、武汉工程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湖北文

理学院等省内外 20 多所高校推广应用，累计受益研究生达 3500

余人，示范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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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武汉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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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湖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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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武汉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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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河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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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湖北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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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湖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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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辽宁工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