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７〕３２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第八届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的决定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科教兴滇和人才强

省战略的实施,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 «教学成果奖

励条例» (国务院令第１５１号)和 «云南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４７号)规定,经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委

员会评审、获奖项目公示和省教育厅审核,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中国边疆治理人才培养体系的创建与实践»等３项成果云南省

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授予 «地方高校全过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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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等３５项成果云南省

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授予 «基于校内专业评估视

角下的高校教学内涵建设———以大理大学为例»等６７项成果云

南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希望全省广大高等教育教学工作者向获奖者学习,继续发扬

与时俱进、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开拓创新精神,努力创造更多

更好的高等教育教学优秀成果,推进全省高等教育不断发展,为

推动我省跨越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云南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获奖项目名单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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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获奖项目名单

特等奖 (３项)

１中国边疆治理人才培养体系的创建与实践

云南大学　周　平　方盛举　王燕飞　张会龙　贺琳凯

２生态文明背景下环境类专业的建设与实践

昆明理工大学　宁　平　瞿广飞　张德华　张冬冬

清华大学　郝吉明

３基于产业、专业、就业联动机制的产教融合专业建设模

式研究及实践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叶加冕　陈智刚　周光波　韩迎春　

杨丽芳

一等奖 (３５项)

１地方高校全过程多元模式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昆明理工大学　易健宏　钟金栋　王春荣　潘金军　杜　韦

２边疆民族地区民汉双语人才培养及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保

护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民族大学　李炳泽　刘劲荣　赵岩社　周德才　冯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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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教师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楚雄师范学院　罗明东　陆　华　施红星　钱　波　蔡晓丽

４本科职业教育 “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昆明理工大学　袁希平　张宇华　吕建国　孙　刚　李　华

５以全校核心课程建设为引领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

昆明理工大学　束洪春　高　利　宋　晶　杨　雯　李　俊

６联盟协同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云南师范大学　蒋永文　马　力　李天凤

楚雄师范学院　罗明东

玉溪师范学院　章　新

７以培养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人才需要为目标的民族

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

云南大学　何　明　李晓斌　王越平　张　亮　马翀炜

８ “大数据”思维下高校本科专业评估体系构建与实践

西南林业大学　胥　辉　赵龙庆　李勤文　刘云根　侯艳艳

９高起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大学　侯江红　邓　崧　木永跃　谢和均　李　玫

１０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物流管理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创新与

实践

云南财经大学　李严锋　冉文学　黄娅雯　窦志武　解　琨

１１云南面向东南亚华文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云南师范大学　武友德　和雪莲　段洁云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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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华文学校　张明军

１２边疆民族地区区域国际化财经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云南财经大学　陈　红　陈永飞　余怒涛　罗　莉　佘晓燕

１３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 “国门大学”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

体系改革实践

红河学院　甘雪春　雷明珍　江海燕　方　芳　赵　薇

１４ “互联网＋”浪潮下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

践

昆明理工大学　胡　寅　孙　刚　汪　斌　李媛媛　李　华

１５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马　杰　徐东明　冯景雯　张汝春

倪向前

１６以实践创新能力为导向的信息类多专业融合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与实践

昆明理工大学　余正涛　黄青松　李建红　沈　韬　李英娜

１７以实践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材料类创新人才分类培养综合

改革与实施

昆明理工大学　蒋业华　陈清明　刘洪喜　胡　劲　李　俊

１８发挥云南区位及资源优势　提高生物学学生野外实践能

力

云南大学　肖　蘅　廖峻涛　王焕冲　和兆荣　李春青

１９地理信息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３３３２教学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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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　杨　昆　潘玉君　徐天伟　李志平

中国地质大学　谢　忠

２０冶金与能源领域创新型人才国际化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

践

昆明理工大学　马文会　黄帮福　张小辉　翟大成

美国犹他大学　王旭明

２１基于自律的常态化医学教学质量监督改进体系构建与实

践

昆明医科大学　李　松　于建云　章宗籍　杨玉萍　刘　英

２２基于专业质量标准创建多元协同培养动物科学人才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农业大学　葛长荣　鲁绍雄　李国春　程志斌　曹振辉

２３创建中药与云岭民族药融合的中药学人才培养体系,提

升学生传承、实践与创新能力

云南中医学院　张庆芝　韩欣欣　赵声兰　张　超　黄之镨

２４边疆地区中医药院校发挥特色学科优势　整合资源　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中医学院　熊　磊　袁嘉丽　张庆芝　孙雪萍　席晓蓉

２５城市轨道交通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杨亚芬　杨金华　武云波　刘铭智

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赵　磊

２６应用型大学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杨红卫　杨　军　焦艳军　李　楠　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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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构建体系　搭建平台　全面提升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

养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云南省高职院校实践教指委　刘　伟　董义才　李光辉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辉林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　超

２８林业类专业群 “学生中心、能力本位”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与实践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向群　毛芳芳　王博轶　邬　琰

唐宗英

２９高职院校技能文化育人探索与实践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王　资　陈福亮　杨国富　苏海莎

杨永锋

３０ “产教融合、校厂一体、协同育人”平台的构建与实践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善华　黄晓明　杨晓春　周　明

刘春美

３１木材加工技术专业 “双线并行、校厂融合”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荣文　李军伟　陈伟红　董明光

陈　竹

３２以彰显特色、强化保障为导向的高职高专中医药类人才

培养标准的制定与实践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　铭　秦竹　李智辉　王洪云

张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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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云南地方戏曲表演艺术人才校团双主体协同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欧阳俊虎　金正明　杨　澍　马志坚

云南省花灯剧院　黄绍成

３４构建真实英语习得环境　真学真用掌握真本领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段平华　杨丽萍　王晓芸　和根吉

和新梅

３５地方高校传承地方民族文化的探索与实践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建平　吕　静　李光华　李　娜

李木汤

二等奖 (６７项)

１基于校内专业评估视角下的高校教学内涵建设———以大

理大学为例

大理大学　张桥贵　夏从龙　范晓梅　黄和飞　杨毅宇

２地方财经类院校集中性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云南财经大学　旷锦云　王智勇　佴　钢　宁东玲　陶福寿

３行动学习模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商管理 “双创”人

才培养中的应用

云南大学　姚建文　高　核　陶小龙　孔　莉　吴　东

４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

曲靖师范学院　孙成科　施传柱　荀关玉　钱润光　代晶晶

５边疆地区高校商科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及运行机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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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　钟昌标　杨增雄　王玲玲　王建中　叶琼伟

６东南亚南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云南民族大学　陆　生　易　嘉　曹　燕　杨丽周　曹宸睿

７突出需求导向的应用创新一体化人才培养教学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保山学院　赵　周　邓忠汉　徐　东　段胜忠　杨春强

８边疆地方财税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云南财经大学　伏润民　王　敏　李　妍　赵仁平　李葆萍

９ “三融合＋五驱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云南农业大学　吴伯志　盛　军　胡先奇　李永能　刘鸿高

１０校企联动、产教共融的民族艺术设计 “双创型”人才培

养模式实践与创新

云南民族大学　吴化雨　郝金文　卢　俊　曾婉琳　施宇峰

１１基于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与设计服务相融合的实践教学改

革

云南艺术学院　陈劲松　张　勇　李异文　森　文　成奕霖

１２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禁毒教育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

云南师范大学　莫关耀　蔡金红　王世波

云南警官学院　阮惠风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余蕊娅

１３以质量为导向的就业创业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

西南林业大学　吴　松　李永和　张堂松　张保兰　胡万波

１４禁毒学学科与人才培养体系的创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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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警官学院　杨丽君　骆寒青　阮惠风　昂　钰　倪玉霞

１５贫困地区农村中学优质教师培养路径探索与研究

昭通学院　马丽娟　陶　仁　周　玲　沈雪松　卢　巧

１６以学期制改革推动地方高校教学特色发展———基于大理

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大理大学　李兴华　王　斌　张九洲　蔡永云　陈树仙

１７民族地区 “舞蹈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云南艺术学院　徐　梅　杨旭康　农布七林　但丽鹏　廖运宝

１８基于 “１＋２＋X”民族传统体育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云南民族大学　陈鲁雁　赵静冬　方　桢　郑玲玲　曾　勇

１９西南联大文化传承与第二课堂育人体系构建实践

云南师范大学　包云燕　吴宝璋　黄海涛　尤伟琼　聂真新

２０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商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云南财经大学　刘尔思　余　泳　张洪烈　尹　豪　李来孺

２１普洱学院转型发展模式探索与实践

普洱学院　成文章　于干千　蒋智林　高　龙　文　婷

２２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建构与管理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王昆来　张学高　宁　凡　薛　斌

刘　娅

２３以实践教学为抓手　增强应用型本科院校思政课教学针

对性实效性

昆明学院　马　宁　王建华　顾　波　周　燕　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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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依托区域优势　校企联动培养旅游管理创新创业人才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陈亚颦　李　倩　王　婷　毕发钱

徐丽姣

２５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框架下的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探索与实践

大理大学　段利华　褚远辉　周琬謦　张学清　陈　蔚

２６依托学科竞赛达成工程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昆明理工大学　刘泓滨　吴智恒　雷金辉　吴　晟　吴海涛

２７边境国门大学华文教育实践与探索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王德强　李发荣　周家瑜　赵卫华

奎晓亮

２８影视专业毕业联合创作实践与展映

云南艺术学院　宋　杰　谭乐水　毛卫民　洪志明　尹　松

２９构建 “田野＋课堂＋舞台＋双创教育”四位一体的音乐

舞蹈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陈劲松　侯静宜　顾人银　王轶文

杨　力

３０基于云南地理环境特色的地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

云南师范大学　骆华松　王金亮　张天明　李　亚　左俊辉

３１融入国家战略　服务边疆民族　构建电气工程实践型人

才培养体系

云南民族大学　高　飞　徐　武　范　菁　杨竞及　崔　琳

３２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化学化工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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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曹秋娥　刘世熙　汤　峨　杨靖华　韦　琨

３３地方综合性大学电子信息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与实践

云南大学　余　江　宗　容　李海燕　杨俊东　丁洪伟

３４依托区域优势　培养创新实用型皮肤性病学人才与实践

昆明医科大学　何　黎　李玉叶　孙东杰　农　祥　涂　颖

３５基于城乡建设专业群融合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实

践

云南农业大学　李　靖　韩利红　李显秋　李云春　刘艳慧

３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五年制卓越医学人才培养临床教学改

革与实践

昆明医科大学　梁红敏　李红宾　彭云珠　尹竹萍　殷小寒

３７地方农业高校植物生产类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与实践

云南农业大学　刘雅婷　郭华春　陈严平　周　平　何丽萍

３８三层次培养目标的基础医学整合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昆明医科大学　朱月春　孙　俊　赵　敏　阮永华　俞志成

３９ “互联网＋”环境下高等中医药院校数字化校园建设服

务教与学的研究与实践

云南中医学院　李世辉　吕　峰　郭兆刚　陈林兴　高春林

４０行动学习型高等医科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体系的

构建与实践

昆明医科大学　姜润生　章宗籍　张　颖　奚春睿　杨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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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适应云南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卓越药学人才培

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昆明医科大学　宋流东　李　璠　章小丽　赵永娜　黎华丽

４２基于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背景下的 “方剂学”自主学习能

力培养与教学评价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云南中医学院　秦　竹　熊洪艳　张　胜　马凤丽　吴施国

４３建设一流现代农业教育科研基地 服务边疆农科人才培

养

云南农业大学　李正跃　雷兴刚　陈建斌　高贵全　何霞红

４４高仿真血管穿刺系列模型的研制及临床教学应用

昆明学院　张大新　余　珊　句红萍　冯云萍　熊　媛

４５建设制造强国背景下木材鉴定应用型人才专业素质能力

培养的研究

西南林业大学　邱　坚　沈华杰　李　君　何　蕊　秦　磊

４６转型发展高校机械工程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与实践

红河学院　张文斌　苏艳萍　郭德伟　俞利宾　晏青青

４７林业高校基础课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

西南林业大学　李清玉　丁　琨　李惠娟　张　健　徐　娟

４８基于生物科学馆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学平台构建与

实践

大理大学　马志敏　李　淼　毛本勇　陈　玲　苏鸿雁

４９地质环境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类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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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建设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齐武福　王明伟　左琼华　程先锋

徐　俊

５０搭设 “有效课堂”竞赛平台　强化信息化教学手段　重

构课堂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实践与成果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毛加宁　蔡　冰　赵　江　季　春

张云星

５１中高职一体化衔接开放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创新与实

践

云南开放大学　罗　骥　李跃昆　火寿平　王一帆　尹志勤

５２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教学标准研究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张东明　吕翠华　赵文亮　王　敏

杨永平

５３ “土木工程力学”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昆华　于书凤　窦丽云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卢光斌　屈劲松

５４矿山类专业校企一体、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

实践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波　张惠芬　陈国华　李慧萍

张　燕

５５新媒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董大校　袁智中　童绍英　周仕杰

宋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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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医学类高职高专 “六模块”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明琼　海宇修　王良玉　严　璟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郭向宏

５７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与实践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建党　寸彦萍　徐晓津

５８ “三实”目标导向下动物疫病实验室诊断技术人才培养

体系研究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媛媛　赵　跃　钱林东　刘　燕

王金凤

５９ “兔生产”课程立体化建设与实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董仲生

６０钻探技术专业产教融合、学做结合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罗启钟　黄　进

６１基于 “任务驱动”的高职实用语文教学设计及教学有效

性研究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李　静　陈永蓉　王　燕　关云波

李青春

６２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教学应用研究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和永杰　和春云　葛锦润　黄建芬

和文华

６３体育高职院校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李锡云　许维平　龙晓燕

王井明　卢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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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内部双元制”———一种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云南工商学院　文华伟　周　刚　李　娅　梁戌峰　陈博境

６５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工程机械管理»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爱山　代绍军

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耀　高舒芳　姜　婷

６６与应用型本科相衔接的高职高专生物专业群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探索和实践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石华　孙向辉　刘义富　木积成

兰玉倩

６７项目导向、赛教融合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和文云　刘　飞　字海清　周辉林

唐兴贵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６月５日印发

—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