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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教 信 息 动 态
（2019 年第 1期，总第 21 期）

教学发展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 ） 2019 年 3月 18 日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

有关情况分析报告

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级奖励，奖励

的设立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国家对高等

教育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

高等教育国家级获奖成果充分展现了各高校在教育教学改

革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代表了一定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教

学工作的最高水平。我校林学院副院长谢寿安教授主持的“德育

为先，实践为重，特色为本的森林保护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

革与实践”项目获二等奖。奖项的获得说明了我校在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与实践及人才培养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与重点高校及

兄弟高校相比，相对较低的获奖率也说明了我校急争进一步加强

对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研究、策划、组织及申报，不断提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8073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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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

一、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项目情况

（一）总体情况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共有 1297 项候选项目。

浙江大学以 17 项候选项目列于首位。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

以 14 项候选项目位列第二位。候选项目超过十项的还有北京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

经过评选，共有包括军事院校（16 项）和港澳高校（2 项）

在内的221个高校和单位的452项成果获奖，分别为特等奖2项、

一等奖 50 项、二等奖 400 项。淘汰项目 845 项，项目获奖率

34.85%。

其中，华中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各获特等奖一项，南京大学

以 5 项一等奖列一等奖之首，浙江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各以 11

项获奖成果列获奖总数第一。此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江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交通大

学跻身前 30 位，表现突出。在获奖项目中，共有 51 项合作完成

项目。其中，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42 项。校校合作项目 27 项，

包括同省和跨省合作、同类和不同类院校合作。高校与其他单位

合作项目 24 项，包括校企合作、校院（所）合作、校会（协会、

学会、基金会等）合作、校社（出版社）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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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85 工程”高校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985 工程”高校在本届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表现突出（表 1），

主持项目获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32 项，占比 64%；二等奖 164

项，占比 41%；共计获奖 197 项，主持项目获奖率为 62.34％，

占获奖项目总数的 43.58%。其中 31 所“985 工程”高校的主持

项目获奖率高于总获奖率（34.85%）。
表 1 “985 工程”高校获奖情况（单位：项）

院校名称
候选

项目

主持

项目

获奖

项目

主持项目获奖 合作

项目

获奖

主持项

目获奖

率%
特等

奖

一等

奖

二等

奖
合计

1 四川大学 17 12 6 1 0 1 2 4 16.7

2 西安交通大学 15 13 11 2 9 11 0 84.6

3 浙江大学 23 17 14 2 9 11 3 64.7

4 南京大学 12 10 11 5 4 9 2 90

5 东南大学 13 10 11 2 7 9 2 90

6 中山大学 17 14 11 0 8 8 3 57.1

7 北京师范大学 14 14 8 1 7 8 0 57.1

8 上海交通大学 15 9 12 2 5 7 5 77.8

9 华中科技大学 12 9 10 2 5 7 3 77.8

10 清华大学 17 12 11 2 5 7 4 58.3

11 天津大学 15 9 9 2 5 7 2 77.8

12 复旦大学 12 11 8 2 5 7 1 63.6

13 中国人民大学 12 10 8 2 5 7 1 70

14 武汉大学 12 10 9 0 7 7 2 70

https://baike.so.com/doc/4994185-52182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202998-54348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98022-25355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06721-33795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19925-33932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203632-54355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406441-3585482.html
https://baike.so.com/doc/2736579-28884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70883-5193435.html
https://baike.so.com/doc/994131-10509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47003-31092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996811-1053810.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96910-34728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3732-5227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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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西北工业大学 12 9 8 2 4 6 2 66.7

16 北京大学 14 13 7 2 4 6 1 46.2

17 大连理工大学 16 10 9 0 6 6 3 60

18 厦门大学 10 8 7 0 6 6 1 75

19 山东大学 13 9 7 1 4 5 2 55.6

20 电子科技大学 10 8 7 1 4 5 2 62.5

21 同济大学 13 7 7 0 5 5 2 71.4

22 华南理工大学 15 11 8 0 5 5 3 45.5

23 吉林大学 12 12 5 0 5 5 0 41.7

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6 5 0 4 4 1 66.7

25 南开大学 7 7 4 0 4 4 0 57.1

26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 6 6 1 2 3 3 50

27 北京理工大学 7 3 6 0 3 3 3 100

28 华东师范大学 6 5 4 0 3 3 1 60

2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 7 4 0 3 3 1 42.9

30 重庆大学 13 10 4 0 3 3 1 30

31 湖南大学 4 4 3 1 2 3 0 75

32 国防科技大学 1 3 3 0 0 3 0 100

33 中南大学 7 5 3 0 2 2 1 40

34 东北大学 11 9 2 0 2 2 0 22.2

35 中国农业大学 6 6 2 0 2 2 0 33.3

36 兰州大学 4 3 1 0 1 1 0 33.3

https://baike.so.com/doc/1401108-14812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845213-89373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67370-32331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25015-16122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64574-207901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155355-53854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02568-3063006.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83276-31466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501313-47108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24051-3085619.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77650-31408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707580-7490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05481-306607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94666-44982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99281-52236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70056-14481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5601-715182.html
https://baike.so.com/doc/3709085-3897727.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04383-243761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89016-53170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83560-53114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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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海洋大学 3 3 1 0 1 1 0 33.3

3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 4 1 0 1 1 0 25

39 中央民族大学 1 1 0 0 0 0 0 0

合计 419 316 254 1 32 164 197 58 62

（三）陕西省高校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陕西省高校共主持项目 54 项（表 2），获奖共计 41 项，主

持项目获奖率 75.93％，远高于总获奖率（34.85%），获奖项目

占获奖项目总数的 9.07%。其中获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35 项，

占同等级别获奖总数的 12％、8.75％。
表 2 陕西省高校获奖情况（单位：项）

院校名称
候选

项目

主持

项目

获奖

项目

主持项目获奖数
合作

项目

主持项

目获奖

率%

一等

奖

二等

奖

合

计

1 西安交通大学 15 13 11 2 9 11 0 84.6

2 西北工业大学 12 9 8 2 4 6 2 66.7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5 5 5 1 4 5 0 100

4 陕西师范大学 5 5 5 1 4 5 0 100

5 西北大学 6 6 3 0 3 3 0 50

6 长安大学 3 3 3 0 3 3 0 100

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4 4 2 0 2 2 0 50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 4 1 0 1 1 0 25

9 陕西科技大学 1 1 1 0 1 1 0 100

10 陕西中医药大学 1 1 1 0 1 1 0 100

11 西安美术学院 1 1 1 0 1 1 0 100

https://baike.so.com/doc/9199-9497.html
https://baike.so.com/doc/2929069-3090789.html
https://baike.so.com/doc/4336905-45418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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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安工程大学 1 1 1 0 1 1 0 100

13 西安外国语大学 1 1 1 0 1 1 0 100

合计 59 54 43 6 35 41 2 75.93

其中，西安交通大学以 11 项获奖成果位列陕西省高校首位，

两项一等奖主持人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次国家级优

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1989 年）、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获得者、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陶文铨（1939 年生）教授和该

校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桂小林教授。

陶文铨教授主持的项目从选题上以课程和项目为切入点、以

品行养成为落脚点构建创新型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聚焦人才培

养热点。该项目的 8 位完成人由从事相同学科专业的院士两名、

研究生院副院长和该校前任副校长及 4 名教授组成，其项目成员

都曾获得过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奖。

桂小林教授主持的项目在选题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

瞄准了党和国家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落

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桂小林教授是教育部网络工程专业教学

规范研究专家组和教育部物联网工程专业教学研究专家组成员、

教育部网络工程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点负责人，其他完成人都是

该领域的优秀专家、学者。该项目充分体现并结合了主持人和其

他成员的研究领域、方向和优势特色。

（四）主要农林高校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主要农林高校的获奖数量、获奖等级和获奖率都不甚高（表

3），所有农林高校主持的获奖项目只有 21 项，农林类专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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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23 项。此外，华南农业大学获一等奖一项，福建农林大学

获二等奖两项，山西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各

获二等奖一项。
表 3 主要农林高校获奖情况

院校名称

候选

项目

（项）

主持

项目

（项）

获奖

项目

（项）

获奖主持项目数（项） 合作

项目

（项）

主持项

目获奖

率%

一等

奖

二等

奖

合计

1 南京农业大学 3 3 3 0 3 3 0 100

2 华南农业大学 5 4 3 1 1 2 1 50

3 华中农业大学 6 5 2 0 2 2 0 40

4 中国农业大学 6 6 2 0 2 2 0 33.33

5 福建农林大学 4 3 2 0 2 2 1 66.67

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 4 1 0 1 1 0 25

7 东北林业大学 3 3 1 0 1 1 0 33.33

8 北京林业大学 1 1 1 0 1 1 0 100

由华南农业大学校长主持的基于“三本位”理念，协同培养

卓越农林人才的研究与实践获一等奖。该项目涉及学科层面，契

合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迎合农林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热点。该项目其他完成人主要由行政人员组成，包括发展

规划处副处长兼高教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务处处长、发展规划

处干部、院系主任、生命学院院长、风景园林学院院长和农学院

书记。在主要农林院校中，我校获奖数量和获奖率相对较低，候

选项目四项，获奖成果一项，25％的获奖率低于总体获奖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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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候选项目还是从获奖项目数量来看，我校在“985 工程”高

校、省内高校和同类农业院校三类排名中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

余地。

二、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项目研究热点分析

国家教学成果获奖项目涉及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诸多方面，

获奖成果项目中关键词语的高频率出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本届教学成果评选的关注热点。

高校人才培养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工作，每一方面、每

一环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经过充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学生自身成长需要和学科专业的内在要

求，构建出科学合理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体系和培养机制。本

届教学成果获奖项目涉及人才培养模式、体制机制的较多，近三

分之二的获奖成果都是关于人才培养模式、体系、机制的创新研

究（表 4）。
表 4 “培养模式”等出现频次表（单位：次）

培养模式 培养体系 培养机制 教学模式

125 87 8 35

有关创新研究的热度可谓居高不下，“创新”一词出现的频

率颇高（表 5）。创新体现的是高校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工作

中，在培养方案、培养模式、专业学科改革、课程体系和课堂教

学改革等方面开展的创新工作，通过这些创新性的工作促进创新

人才的培养；创新人才体现的是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创新人才已

成为高校共识；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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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目标的一部分；在创新创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创新创业

教育也随之成为所有高校关注的重点，高校纷纷探索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新模式、新机制、新体系、新做法，积极培养创新创业人

才。在本届教学成果获奖项目中，有 26 项有关创新创业的成果

获奖。其他的创新还表现在创建新体系、新模式，以创新引领和

驱动教育教学改革，这些都表明，创新业已成为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的主旋律。
表 5 “创新”等出现频次表（单位：次）

（工作）创新 创新人才 创新能力 创新创业 创新教育 协同创新 其他 合计

71 64 11 26 4 4 16 195

协同、融合出现的高频率，说明高校正在不断打破与其他高

校、企业、科研机构的壁垒，融合校内部门、各院系、各专业、

各学科、教学与科研之间的联系，同向协作，共同参与到教育教

学过程之中。协同育人、校企协同、贯通培养、产教融合、科教

融合、多元协同、协同创新等改革措施的实施，促使高校人才培

养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获奖成果中有 51 项是合作完成

的，这也充分体现了高校与外部的协同关系。
表 6 “协同、融合”等出现频次表（单位：次）

协同 融合 其他

52 38 11

培养卓越、拔尖、精英、领军人才，是体现一流高校和一流

学科的标志之一。卓越、拔尖、精英、领军、国际化人才培养，

在上一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就是热点词语，本届教学成果奖中



10

依然出现了 60 余次。

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高

校综合改革的全面实施，人才培养工作尤其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人

才培养模式、体系、机制，一直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中心工作。随

着本科教育教学回归的倡导，又将兴起一轮教育教学改革的热

潮，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的改革将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

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也必将产生新的、众多的教学成果。

三、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奖完成人分析

（一）获奖项目主持人（第一完成人）身份分析

由于成果及成果完成人较多，此处只将所有成果的第一完成

人和一等奖的第二完成人的有关信息查询统计（表 7 和表 8）。

多数教学成果主持人都有或者曾有一定的党政职务，主持人

中有党政职务的比例超过了第二完成人有党政职务的比例。在项

目成果主持人中，校级领导占比 38.3%，学院级领导占比 36.9%，

行政部门领导占比 7.7%，无党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占 12.5%；

在第二完成人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基本表现为职务高的比例下

降，职务低和没有职务的比例上升。
表 7 获奖项目主持人身份统计（单位：人）

院士
书记

校长

副书记

副校长

学院

院长

学院

副院长
教授 副教授

处室

领导

外籍

教师
单位

特等

奖
- 2 - - - - - - - -

一等

奖
7 7 10 14 3 5 - 2 - -

二等

奖
11 70 77 105 37 45 4 3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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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8 79 87 119 40 50 4 33 1 1

比例

（%）
4.2 18.2 20.1 27.6 9.3 11.6 0.9 7.7 0.2 0.2

表 8 一等奖获奖项目第二完成人身份统计表（单位：人）

院士
书记

校长

副书记

副校长

学院

院长

学院

副院长
教授 副教授

学校处

室领导

教育厅

副厅长

1 3 6 5 10 14 3 5 1

2.1% 6.3% 12.5% 10.4% 20.8% 29.1% 6.3% 10.4% 2.1%

注：1.统计数据不包括获奖的军事院校和港澳高校成果主持人。

2.院士身份与其他身份有重复的，现任校级领导的取校级领导身份，以下的取院士身份。

3.书记、校长与副书记、副校长包括 2018 年 3 月前卸任的原任书记、校长与副书记、

副校长。其中原书记、校长 9人，副书记、副校长 6人。

4.成果完成人的身份信息从网络获取。

由党委副书记或副校长、学院院长主持的获奖项目比例较

高，其次则是由书记或校长主持的项目。由此得知有党政职务的

主持人申请成果奖时占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且职务越高优势越

明显。两院院士有的虽没有党政职务，但因其较强的影响力，同

样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总之，教学成果的完成人组成结构是根

据其在成果中所起作用和所作贡献而定的，主要完成人的确定、

合理的人员组成，有助于提高成果的水平和竞争力。

此外，从查询信息看，不少获奖成果主持人拥有国家级和省

市级教学名师称号，有不少曾获得过往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在

如何撰写教学成果和教学成果申报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二）不同层面获奖教学成果完成人典型分析

教学成果涉及层面是指教学成果是对高校哪一层面内的教

育教学改革成果的总结，包括对全校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总结和

对某一专业层次或学科层次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总结。从不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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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获奖成果完成人身份信息的典型统计看，每个层面的获奖成果

完成人的人员结构不同。

1.学校层面获奖成果完成人分析

学校层面的获奖成果主持人都是校级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

（包括原校级领导），第二完成人或是校级领导，或是学校相关

行政部门领导和学院领导，其他完成人或是相关部门和学院领

导，或是相关教师，主要看成果材料主要涉及哪些部门、学院及

教师，可能某一部门或学院参与人员较多，而行政部门涉及最多

的是教务部门。

例如，四川大学特等奖主持人和第二完成人分别曾任该校校

长和副校长，其他完成人分别为教务处长和副处长、校办主任、

历史文化学院和生命学院教师、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华西医院教师、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副处长。又如南开大学的二

等奖“全面发展，主动成长——南开大学素质教育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其主持人和第二完成人分别为该校前任校长和现任副校

长，其他完成人包括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务处处长和

副处长、学工部部长和副部长、经济学院副院长、体育部主任、

文学院文化素质教学部主任。

2.专业层面获奖成果完成人分析

专业层面获奖成果的主要完成人（第一、第二完成人）最多

的是专业所在学院的有关领导，其次有关行政部门领导和院士，

还有部分校级领导。而校级领导主持专业层面教学成果，其原因

一是成果涉及专业较多，需要学校层面领导主导教学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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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成果涉及专业是校级领导的本专业。其他完成人，若涉及多

专业、跨学院的成果，主要有相关学院的领导、教师，或者相关

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组成。例如前文提及的华南农业大学一等

奖项目完成人组成情况。若涉及单一专业或同一学院多个专业的

获奖成果的其他完成人，基本都是同一专业或同一学院的领导和

教师。如南京农业大学的二等奖“以三大能力为核心的农业经济

管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其主持人和第二完

成人都是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副教授、教授和副书记。再如西

安交通大学的二等奖“主动适应多元需求，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培养特色鲜明的材料类高层次人才”，主持人和第二完成人都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前任院长和现任副院长、院长和教授等。

3.课程层面获奖成果完成人分析

课程层面获奖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以普通教师和学院领导为

主，其他完成人都是与课程有关的教师或者教辅人员。例如中央

财经大学的一等奖——基于“问题链教学”创新的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综合改革中主持人和第二完成人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和副院长，其他完成人分别为该学院副院长和教授。如福建

农林大学二等奖——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工程索道类课程改革

与实践项目中主持人和第二完成人都是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的

教授，其他完成人分别为该学院教师与教辅人员。

每一层级的成果主持人与获奖成果内容及成果涉及范围有

一定的关系。总的来说，职务高的校级领导主持的教学成果，多

为全校性的宏观性的或涉及范围较大、关注度较大的教育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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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实践；院士和学校中层院系、行政部门（主要是教务部门）领

导主持的教学成果，多关注院系层面的专业学科和课程等方面的

改革成果；一般教师或无党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主持的获奖成

果内容主要集中在学科、课程、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改革等方面。

从对本届获奖成果的分析看，成果类型多样，有宏观教育教

学实践总结，也有微观经验总结。获奖成果主持人身份也多样，

高职务的领导阶层主持的项目获奖的比例较大。我校候选项目类

型、层面和完成人构成结构比较单一，4 项候选项目都属于中观

层面的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或人才培养体系的内容，成果完成人

员构成基本相同，都由本学院的领导和教师构成。这种项目类型

构成不但要与其他高校的同类研究成果竞争，甚至内部也存在同

类竞争，竞争获奖相对优势较弱。

四、对加强我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工作的建议

从本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授奖结果来看，我校无

论从候选项目数量、项目的涉及层面、项目的类型、项目主持人

的职务、项目工作的被重视程度还是从获奖项目数量来看，与

“985 工程”高校、其他重点高校及陕西省内高校和同类农业院

校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获奖情况与我校实际地位还不匹配，

我校有关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各项工作如从校级领导参与教学

成果项目、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教学成果奖的高度重视、项目参

与人理论水平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到项目的选择和培育以及申报

再到向其他高校的优秀经验学习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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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加强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教学改革是取得教学成果的基础，没有深入的、卓有成

效的改革，就不可能获得高质量的教学成果。因此，在推进“双

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中，在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要论述和教育部“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过程中，

要根据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要求和学校发展、人才培养、学生

成长需要，从学校到学院、到处室，再到教师，积极开展各个层

面、各种内容的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坚持不懈，卓有成效，为

获得优秀的教学成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开展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教育教学改革需要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提高广大教

师和管理人员的教育理论水平和教育教学研究水平，是提高教学

成果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理论准备不足，就会使教育教学研究

缺乏理论高度和创新水平；方法不懂，就不能抓住研究与改革的

关键，凝练成果内容。因此，广大教职工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

加强学习，切实掌握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教育教

学建设与改革工作中，创新思维，提高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水平。

（三）未雨绸缪，做好教学成果“潜力股”的培育

教学成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长则几十年的积累，短则也

需要几年的探索。从学校和学院层面来讲，要善于发现有发展潜

力、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项目、举措，作为重

要教学成果的“潜力股”持续给予关注、指导、支持与帮助。帮

助他们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支持他们申报省部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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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项目与课题，支持他们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方面的交流等。这些

项目既可以是关于宏观层面的，也可以是微观层面的；既可以是

关于教育教学基本方面的，也可以是对热点问题的研究。要注重

项目的多样化，避免单一化；项目成员构成要合理化，增强竞争

力。

（四）加强交流工作，吸取其他高校的先进经验

我校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培育和申报方面的工作存在一定

的不足，需要借鉴其他高校的先进经验。省内高校如西安交通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等，在历届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学校

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员到这些高校或者省外有关高校交流学习，以

提高我校在省级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培育、组织申报等方面的水

平，最终在省级和国家级教学成果的评选中取得好的成绩。

送：校领导、各学院（系、部）、各部门、直（附）属单位。

联系电话：（029）87080244 87082051 pgb@nwsuaf.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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