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表 说 明

1．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个汉字。

2. 成果科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教高[2012]9 号）的学科门类分类（规范）填写。

综合类成果填其他。

3．成果类别代码组成形式为：abcd，其中：

ab：成果所属科类代码：填写科类代码一般应按成果所属学科代码

填写。哲学—01，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文学—05，历

史学—06，理学—07，工学—08，农学—09，医学—10，军事学—11,

管理学—12，艺术学－13，其他—14。

c：成果属普通教育填 1，继续教育填 2，其他填 0。

d：成果属本科教育填 1，研究生教育填 2，其他填 0。

4．推荐序号由 5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代码，按照附件 1

《2014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各推荐单位代码及推荐限额指标》

中各推荐单位代码填写，后三位为推荐单位推荐成果的顺序编号。

5．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6．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的日期;完成时

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的日期。

7．本申请书统一用 A4纸双面打印，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4

号字。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



一、 成 果 简 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6 年 河南省教学成果奖 一等 河南省教育厅

2016 年
河南科技大学教育

教学成果奖
特等 河南科技大学

2017 年
河南省校园文化建

设优秀成果
一等 河南省教育厅

2017 年

河南省“大美学

工”十佳学生工作

优秀品牌

优秀品牌 河南省教育厅

2017 年
河南高校精神文明

建设优秀案例
一等 河南省教育厅

2017 年

河南科技大学获得

“全国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称号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 年

北京工业大学获得

“全国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称号

国家级 教育部

2018 年

河南科技大学获得

“全国国防教育特

色学校”称号

国家级 教育部

2015 年

北京工业大学获得

“全国高校实践育

人创新创业基地”

称号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 年

北京工业大学获得

“全国创新创业典

型经验高校”称号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 年

河南科技大学获得

全国第十五届“挑

战杯”优秀组织奖

校级优秀

组织奖

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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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河南科技大学获得

全国第十四届“挑

战杯”优秀组织奖

校级优秀

组织奖

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组委会

2015 年

北京工业大学获得

全国第十四届“挑

战杯”优秀组织奖

校级优秀

组织奖

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组委会

2015 年

上海师范大学获得

全国第十四届“挑

战杯”优秀组织奖

校级优秀

组织奖

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组委会

2017 年

上海师范大学《一

张地图、一座城

市、一种文明——

以上海首张生态文

明教育资源地图开

发为例》项目荣获

第十五届“挑战

杯”国赛

特等奖

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组委会

2015 年

河南科技大学赵冉

等同学作品《我国

城镇化进程中的

“逆城镇化”现象

透析—基于洛阳、

新政、禹州三市农

户的典型调查》荣

获第十四届“挑战

杯”国赛

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组委会

2017 年

北京工业大学《北

京旧城胡同 We空

间——东四南历史

文化保护区胡同微

空间营造》项目荣

获第十五届“挑战

杯”国赛

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组委会

2014 年

上海师范大学《上

海贝耳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荣获

2014 年“创青春”

金奖 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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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北京工业大学《古

道建筑保护协会》

项目荣获 2016 年

“创青春”

金奖 共青团中央

2017 年

河南科技大学荣获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

汽车大赛

第二名
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

2017 年

河南科技大学荣获

全国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单位

优秀单位 共青团中央

2014 年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荣获全国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优秀单位

优秀单位 共青团中央

2015 年

上海师范大学荣获

全国第四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校

长杯”

校长杯 教育部

2015 年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荣获全国第四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校长杯”

校长杯 教育部

2015 年

河南科技大学著作

《多维解读中国

梦》荣获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

二等奖
河南省委宣传

部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1 年 3 月 实践检验期:4年

完成： 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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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 字)

成果简介：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的大学课外培养体系建设研究和实践》，

是由河南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四所高校共同完成的教学成果。

该成果的主要内容包括梳理高校人才理念、确立课外培养地位、构

建课外培养体系、研究课外培养理论、创建课外培养制度、推进课外培

养实践；该成果通过探讨人才培养模式、精心组织顶层设计、系统开展

理论研究、全力推进实践探索等方法，解决了大学课外培养在高校人才

培养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自 2014 年初开始在河南科技大学、北

京工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实

践，同时在山东理工大学和湖南工程学院进行了推广应用，均取得了突

出的育人成效，在课外培养中受益学生达 15.09 万人；该成果先后获得

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同时获得其他省级和国家

级重要荣誉和奖项 23 项。共出版著作 12 部，发表论文 21 篇（其中

CSSCI 6 篇，中文核心 6 篇）。

该成果是新时代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高校人

才培养的一系列要求，突破传统思维观念，改进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在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基础上，提升和强化大学课外培养，全面发展大学

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所开展的面向地方高校的具有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

的探索与实践。

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

（1）解决了大学课外培养地位缺失的问题。长期以来高校没有准

确赋予课外培养应有的地位,弱化了课外培养的作用。该成果借鉴中外

教育家的论点，将大学课外培养也提升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进行建构；

（2）解决了大学课外培养散乱无序的问题。该成果针对大学课外

培养目标不明确、缺乏系统性、随意性强、短期行为等散乱问题，构建

了课外培养的六大体系，实现了课外培养的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3）解决了大学课外培养认知度低的问题。由于缺乏对课外培养

的深入研究，课外培养的内涵、特点、功能和价值等未能得到有效揭

示。该成果通过深入研究，为人们提供了认识课外培养的全新视野；

（4）解决了大学课外培养实施困难的问题。基于大学课外培养面

广、线长、点多、系统化实施困难的问题，该成果提出了由学生工作部

门统筹、多部门联动实施的总体思路。通过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观念

转变、考核推动等措施,建立了课外培养实践的有效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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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 字)

为有效解决大学课外培养面临的诸多问题，该成果依托合作高校的

优质资源，采取了以下方法：

（1）探讨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课外培养地位。课外培养新理念的

提出，是基于长期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深入思考的结果。高校要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仅仅

重视课内培养是不够的，长期的教育研究显示，要实现全面发展，必须

实施多途径培养。该成果在广泛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课内课外“双轨

并行 融合联动”的人才培养新模式。通过建构人才培养新模式，将课

外培养也提升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为大学课外培养重新定位。

（2）精心组织顶层设计，构建课外培养体系。该成果通过对大学

课外培养进行顶层设计，建立了理论体系、目标体系、模块体系、路径

体系、保障体系和考核体系六大课外培养体系。凝练了课外培养的重要

理念和重要观点，提出了课外培养的四种素质和十种能力培养目标，构

建了课外培养六大工作模块，制定了课外培养的十二条实现路径，确立

了思想、组织、队伍、制度、物质五大保障体系，制定了十三项考核指

标体系。通过设计和构建使大学课外培养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运行有

序的科学体系。

（3）系统开展理论研究，揭示课外培养规律。该成果深入研究了

党和国家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

育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借鉴了世界著名大学的育人理念，全面阐释了课

外培养的基本理论，剖析了课外培养的基本概念、特点、功能、结构、

价值和实现路径等，有效促进和有力支撑了对大学课外培养认知的深

化，挖掘了课外培养所具有的“广阔的舞台，无限的空间，潜默的功

效，独特的作用”育人特征，赋予了课外培养新的更深刻的价值。

（4）全力推进实践探索，展示课外培养成效。河南科技大学作为

成果牵头单位，全力推进实践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转变

干部教师的思想观念，树立大格局人才培养理念；明确学生工作的核心

任务是实施课外培养；把课外培养作为衡量学生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高

度和层次、业绩和成效的价值标准；倡导学生工作者把“定位于课外培

养、筹划于课外培养、聚焦于课外培养、成就于课外培养”作为自己的

根本任务；制定大学生课外培养指导纲要；发布课外培养项目清单；制

定课外培养成绩单管理办法；建立考评推动机制等。其他三所大学也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了课外培养的组织实施，有效发挥了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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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 字)

该成果对大学课外培养进行了新的定位，构建了大学课外培养的运

行体系，研究了课外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挖掘了课外培养的重大价

值，更新了课外培养的理念，开展了实践探索，实现了四个创新：

（1）提出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该成果在深入解读党和国家

关于高校人才培养的一系列政策、广泛分析发达国家高等学校课外培养

情况、认真梳理国内外诸多教育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课内培养

和课外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两条轨道、两个主战场的建设理念，提出

了课内课外“双轨并行 融合联动”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2）构建了大学课外培养的新体系。该成果深入探讨了课外培养

的一系列问题，剖析了课外培养的基本理论、提出了课外培养的素质和

能力培养目标、布局了课外培养的工作模块、规划了课外培养的实现路

径、建设了课外培养的保障措施、制定了激励课外培养的考评办法。建

立起了课外培养从概念认知、目标确立、工作部署、活动开展、措施保

障到评价推进等完整的思维和实践体系，构建了大学课外培养的新体

系。

（3）引发了大学课外培养的新理念。该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

要理念，包括“课外培养也是人才培养的主战场”“课外培养也是高校

人才培养的重要轨道”“课外培养是高校学生工作的核心任务”“高校

学生工作必须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传统的学生工作观念将要实现重

大转变”“课外培养对大学生的影响将愈加深远”“课外培养与课内培

养要实现深度融合”等，这些理念对推动大学课外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4）开展了理论制度实践的新探索。该成果出版的专著《大学课

外培养》《大学课外培养路径》，填补了国内在课外培养研究方面的空

白；成果牵头单位河南科技大学制定的大学生课外培养指导纲要、大学

课外培养项目清单等从宏观到微观的制度体系，是全国首创；河南科技

大学在推进课外培养的过程中，成立课外培养指导委员会，建立以课外

培养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也是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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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 字)

该成果通过多渠道进行推广应用，并产生了突出的应用效果：

（1）培养成效。自 2014 年来四所高校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大赛事中共获得 67 个奖项，其中特等奖 1 项，

一等奖 3 项、金奖 5 项；四所高校 2014-2017 年被列入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共计 875 项，参与学生 3938 人；四年来仅河南科

技大学学生在省级以上竞赛中，获奖项目 1302 项，获奖人数 4681 人，

学校奖励资金 800.47 万元，在 2017 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结果

中，河南科技大学排名第 60 位。四年来四所高校共有 15.09 万学生在

课外培养中受益，大学课外培养取得重大实践成效。

（2）获得荣誉。在该成果的带动和促进下，河南科技大学、北京

工业大学获“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称号；北京工业大学获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称

号；河南科技大学获“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称号；上海师范大学、北京

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在第十四届“挑战杯”竞赛中获高校优秀组织

奖，河南科技大学在第十五届“挑战杯”竞赛中获高校优秀组织奖；辽

宁石油化工大学获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校长杯”等荣誉。

（3）推广应用。该成果自 2014 年开始在河南科技大学、北京工业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

同时还将成果提出的新理念、新举措推广到山东理工大学、湖南工程学

院进行实践，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成果主持人杨国欣教授先后在西交

利物浦大学、河南城建学院、郑州牧业经济学院、安阳师范学院等高校

宣讲推广应用，在河南省高校学工部长培训班进行专题宣讲推广；中共

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近年来通过《河南教育信息》《教育

要情》先后五次向河南高校推介大学课外培养的新成效。

（4）媒体反响。该成果在四所高校的实践经验和成就，得到了国

家级媒体、地方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如《中国青年报》报道：

河南科技大学把课外定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中国教育报》报

道：河南科技大学下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一盘棋”；《光明日报》报

道：北京工业大学：为“引路人”引路；《中国教育报》报道：上海师

大以艺术实践创新思政教育；《辽宁日报》报道：辽宁石化大学建 51

个志愿服务基地等。四年来省级以上各大媒体报道四所高校课外培养的

内容达 12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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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终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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