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七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  

一等奖获奖项目名单 

排  

编号 成果 称 所属学校 要完成人 

1 
提高医学生临床技能教学质 的研究

实践 
中山大学 

肖海鹏、王淑珍、王庭槐、王劲松、

周汉建、梁玲 

2 
大 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综合性大学实

践 台建设和 养模式改革的实践 
中山大学 

许家瑞、温 浩、刘树郁、许海舟、

黄继  

3 

建设让大学生受益和满意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知识、价值 行动 体的

实践 

中山大学 
钟明 、李辉、林滨、古南永、 

李萍、谭毅、夏银 、 林 

4 
“百篇作文”实践教学，能力和品行

提升——26 的坚持 收获 
中山大学 

李炜、丘国新、黄天骥、林岗、 

罗燕 

5 

面向需求追求卓越建立多层次国际化

人才 养体系 育具有国际视 的创

新人才 

中山大学 
许宁生、魏明海、邓少芝、马骏、

肖海鹏、杨清 、徐劲 

6 建设国家精品课程， 养化学创新人才 中山大学 
巢晖、乔正 、石建新、陈小明、

孟濂 

7 
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多学科融合

势，创新拔尖人才 养模式和管理体制 
中山大学 

陈春声、邓少芝、陈慧、吴晓枫、

王金发、刘济科、陈敏 

8 体系化的创业教育模式创新 中山大学 
朱孔军、李明章、谷晓丰、任荣伟、

黄山、靳翔鹏 

9 
以实践教学 中心的历史学本科教学

体系改革 
中山大学 

刘志伟、吴义雄、赵立彬、黄国信、

袁 、吴滔、何文  

10 
建立“三结合、二 入”教学模式，

实提高儿科临床教学质  
中山大学 

蒋小云、李易娟、杜敏联、庄思齐、

李晓瑜、古玉芬、余慕雪、 喆  

11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改革的探索 实践 中山大学 
李胜兰、陈 、王曦、 艳梅、 

徐咸玉、黄秋诗 

12 
物理拔尖创新人才 养体系的构建

实践 
中山大学 

陈敏、赵福利、杨东 、李志兵、

陈 虎、赖天树、蔡志岗、沈韩、

刘贻珊、王彪 

13 
于实战咨询项目驱动的 MBA 实践

教学模式创新 
中山大学 

符正 、刘小 、朱沆、徐东升、

陈玉罡 

14 
电子信息类专业工程教育综合改革的

研究 实践 
南理工大学 

徐向民、韦岗、李正、殷瑞祥、 

晋建秀 

15 
计算机科学 技术创新人才 养模式

的探索 实践 
南理工大学 韩国强、 星明、俞鹤伟、余志文 

16 
构建产学研 育人体系， 养高素

质创新人才 
南理工大学 

王迎军、邱学青、李正、何镜堂、

王小宁 



编号 成果 称 属学校 要 成人 

58 
大规模本科教育多样化人才 养模式

的 新与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陈新、何汉武、郭钟宁、王钦若、

杨文斌、方玲玲、张育广、于兆勤 

59 
以自动化工程师认证 导向的 课

程群的改革与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章云、万频、陈玮、杨玲玲、王钦若 

60 
地方院校大学数学学习过程信息化与

优质资源共享的探索与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郝志峰、金朝永、张志让、温洁嫦、

李锋 

61 
校企 应用型本科人才 养的教学

体系构建与运行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何汉武、万频、张成科、成思源、

杜志云、杨燕、肖小  

62 
育信息测 类学生 新实践能力的

特色专业建设 
广东工业大学 

唐露新、骆德汉、李扬、吴黎明、

王桂棠、陈益民、邓耀  

63 
地方工科院校机械类专业特色人才

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郭钟宁、成思源、于兆勤、植林、

胡兆勇 

64 
新时期 济管理类专业国 化人才

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隋广 、张余 、李铁立、董俊武、

汤胜 

65 
全能提高型大学英语教学体系 构与

实践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刘建达、董金伟、霍海洪、周富强、

范正 、 

66 外语小语种专业人才 养模式改革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郑立 、陈多 、林秀梅、刘齐生、

杨  

67 
拔尖 新型国 化人才 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仲伟合、詹文都、焦方太、郭桂杭、

袁琦 

68 
国 化视野下卓越 生 养的综合改

革与实践 
汕头大学 

杨棉 、顾江、何萍、郑少燕、 

邱秀 、张忠芳、田东萍、罗添荣 

69 
全面 进 CDIO 本土化 践行卓越工

程人才 养 
汕头大学 

包能胜、 小 、林鹏、陈少克、

崔岩、李庚英、于津、顾佩  

70 
公益服务活动与课程的融合——汕头

大学公益课程的 新与实践 
汕头大学 

垚臻、蔡映辉、陈瑜、林兵峰、

刘祥玲 

71 
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人才 养模

式 新实验 建设 成效 
广东财 大学 

于海峰、刘红红、谭明 、赖 、

曲博、肖志国 

72 
管类本科应用型人才 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广东财 大学 

李俊、任晓阳、尹恩山、刘红红、

赵小宁 

73 
法学本科应用型人才 养的实验实践

教学模式 新 
广东财 大学 

杜 铭、邓世豹、 文翠、李爱荣、

刘红、曾祥生、马深、刘  

74 
异地办学条件下一、二 级大学生素

质教育改革与 新 
广东财 大学 

王 、李俊、林仲豪、罗贤甲、 

王宇晖、邓莉菊、钟智 

75 
于现代 学教育 术 的临床见

习“5 5”模式改革研究与应用 
广东 学院 

汝好、吴进 、李果明、周宇、

柳建  

76 
应用 新型本科海洋人才 养体系的

研究与实践 
广东海洋大学 

何真、安立龙、林 冬、刘志 、

张光亚、徐峰 

77 
以校本专业评估 抓手 进应用型人

才 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仲恺 业工程

学院 

向梅梅、朱立学、石玉强、廖起彬、

曹云 、胡燕红、张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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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七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  

二等奖获奖项目名单 

排 分  

编  成果 称 所属学校 要完成人 

1 
验生理科学学生 思维能力培养

的探索 践 
中山大学 

王庭槐、杨惠玲、汪雪兰、向秋玲、

林桂 、余剑  

2 
人体解剖学国家精品课程教材体系的

建设 践 
中山大学 

汪华侨、姚志 、初国良、徐杰、 

雷万龙 

3 

以能力培养 目的，课内外 体的分

层次多模块全方位的 践教学 体系

建设 

中山大学 
赖剑煌、陈文波、李宁、周晓聪、 

钱宁 

4 
博 通识：中山大学通识教育改革

探索 
中山大学 

甘阳、龙莉、何洪、程美 、陈六 、

董波 

5 社区 本整合社会工作教育模式  中山大学 
张和清、罗观翠、贺立 、李昺 、

裴谕 、都娟娟 

6 软件工程 训课程群 支撑系统 中山大学 
王青、李文军、高成英、刘宁、林倞、

潘 林、孙 、潘炎、万海、郑贵峰 

7 地理信息系统学科体系立体化建设研究 中山大学 
张 长、黎夏、刘小 、张青 、 

马林兵、黄德全 

8 
特色·强体质·益终身——大学体育

课程“课内外 体化”改革  
中山大学 

何江海、陈卓源、樊莲香、李毅、 

振国、李静波、张保华、杨波 

9 
染病学课程建设及教材建设研究

践 
中山大学 

高志良、张晓红、赵志 、林潮双、

曹红、张宇锋 

10 
强化 验教学建设，开展全程科研训

练，培育化学 人才 
中山大学 

陈六 、毛宗万、邹小勇、巢晖、 

马林、卢江、吕树申、乔正 、 

瞿俊  

11 
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

践 
中山大学 

黄国文、罗斌、毕雪飞、翁靖华、 

岚 

12 
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的理论陶冶 技

能训练 
中山大学 徐忠明、 利、任强、郭天武 

13 
深化人体寄生虫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

的研究 践 
中山大学 

詹希美、何蔼、余 炳、吴忠道、 

郑小英、吴瑜、吕志跃 

14 
“通识教育”——汶川服务学习的探索

践 
中山大学 

周大鸣、罗观翠、张和清、朱健 、

张 虹 

15 

应用高性能网络信息化 台对外科学

进行 型的开放式临床教学 践的

研究 

中山大学 
梁培文、梁力建、吴昭怡、赖佳明、

陈 奇 

16 生态学教材的 发展 中山大学 
少麟、周婷、陈 明、廖文波、 

李鸣 、王伯荪、辛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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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成果 称 所属学校 要 成人 

37 
于语言运用能力 心的“大学英

语”课程转型及教改 新 实践 
南 业大学 

何高大、王莉梅、冯立新、 傲冬、

李舸 

38 
突出实践能力 养、强化自 学 的

植物学课程体系构建 
南 业大学 

吴鸿、崔大方、郝 、宁熙平、 

张荣  

39 
代 学教育 境下中西 临床 学

专业人才 养路径选择 
南方 科大学 

吕志平、殷平善、肖炜、贾钰 、 

晓  

40 
新“院院合 ”模式， 养 代中

临床人才 

广州中 药大

学 

卢 坚、吕玉波、舒彤、吴薇、 

黄秀云、陈志强、伍世强、郑永臻 

41 
中 药高层次应用 新人才实践教育

平台的构建和 养模式的研究 实践 

广州中 药大

学 

郭姣、潘 峰、史亚飞、卢 坚、 

政权、江钢峰、丘惠燕、朱磊 

42 
适应 层次人才 养需要，构建“继

、发扬、应用”中 临床 典课程体系 

广州中 药大

学 

林 政、吴智 、李赛美、林昌松、

林 栋、 敏、曾征伦、 彤 

43 
域 ，专业促进，打造引领终身

学 的教师教育模式 
南师范大学 

卢晓中、胡社 、郑航、强海燕、 

志文 

44 
以自 学 导向，学做融合的电子

信息类专业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实践 
南师范大学 

李榕、周卫星、钟清 、李志 、 

唐小煜 

45 
课程化 学分制——思想政治理论课

社会实践模式 新 应用 
南师范大学 

魏 胜、周建 、陈岸涛、 劲宇、

茅 红 

46 
大学生专业知识 专业 能 养

模式研究 实践 
南师范大学 

彭璧玉、潘文庆、徐向龙、曾准、 

罗燕 

47 
社会体育专业 新型人才 养的研究

实践 
南师范大学 

周爱光、杨忠 、崔颖波、庹权、 

国 

48 
本科学生科 新活动的平台建设和

体系构建 
广东工业大学 

成悦、朱燕娟、胡义 、潘永雄、

方允、王银海、陈惠珊、赵韦人 

49 
行业深度融合的设计类本科人才

养模式构建 
广东工业大学 孙恩乐、蒋雯、王萍、黄迅、杨敏 

50 
面向土木工程应用型 新人才 养的

多层次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广东工业大学 

李丽娟、 勇健、吴炎海、郭永昌、

锋 

51 
于管工融合理念的工商管理类 新

性应用人才 养模式的研究 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张德鹏、黄嘉涛、韩小花、吴小节、

谢卫红 

52 
于项目引导的材料成型专业人才

养体系的构建 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肖小 、陈绮丽、章争荣、张鹏、 

周东斌 

53 
以 新能力 养 心的工程训练教

学改革 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于兆勤、郭钟宁、吴福 、 政、 

邓海祥 

54 
学研结合卓越型 新人才 养模式

研究 实践 
广东工业大学 

程良伦、王春茹、周晓辉、何小敏、

洪涛 

55 
结合地方城 建设的建筑学专业实践

新人才 养 
广东工业大学 

朱雪梅、周祥、 旭红、谢浩、 

林垚广 

56 
强化实践教学体系，造就高水平翻译

人才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平洪、詹成、赵 峰、罗慧琼、 

杜焕君 

57 
新闻专业应用型人才 养模式改革的

研究 实践 
汕头大学 范东升、白净、胡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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