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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介绍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行业特色高校是服务行业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

量。国家第一轮建设的“双一流”高校中，76所是行业特色高校，约占 78%。开展高水

平行业特色高校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直接关系到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下简称“地

大”）1952 年建校，自 2000 年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以来，学校为扎实推进高水平大学

建设，破解行业特色高校人才培养遇到的各类难题与瓶颈，深入探索并系统实践了跨学

科专业交叉融合、教学与科研实践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系列改革，构

建并创新了一流本科 “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对该模式的梳理既是学校多年办学实

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也是学校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求索和创新。 

地大一流本科“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高度重视行业特色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系

统性、协同性和先进性。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和理论研究，以增强内生动力和建设质量文

化保障人才培养改革创新的系统推进；基于“知识融合、技术集成、专业互补、资源共

享”，实施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新举措，培养学生的基本专业素养和一专多能；建立教

学与科研实践融合新机制，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基于“一联盟引领、两计划

培育、三大赛提升、四平台转化”，打造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全链条，增强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20年来，通过一流本科 “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取得了

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性成果： 

（1）系统构建了“全方位、菁英化”的人才培养框架体系和实施路径。本科人才培

养逐步形成了“品学兼修”的大教学体系、“知行合一”的大实践体系、“勇攀高峰”的大体

育体系、“润物无声”的大文化体系和“同心同向”的大思政体系（具有地大特色的实践教

学课程思政体系充分践行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总结完善了“厚基础、递进式”的人才培养保障体系和关键举措。从教育教学

模式改革和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高度着眼、全面布局，对基础课教学实行全面分层分级，

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全员辅修，建立了北戴河-周口店-秭归环环相扣的野外实践教学保

障体系，使之成为国际地学界知名的人才培养基地，被誉为地学类专业“千人一院士”的

“摇篮”（温家宝题）。 

（3）全面支撑了“强特色、入主流”的特色高校转型升级和学科发展。逐步形成了

“地球科学引领，各学科关联生长”的发展新局面，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 个一

级学科特色鲜明，学科评估持续排名全国第一；环境、材料、管理、经济、信息、化学

等学科突飞猛进，协同入主流；体育户外、珠宝设计等学科专业特色突出，学科专业发



 

展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总体上，地大构建并创新实践的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对于包括行

业特色高校在内的高等院校具有借鉴性、参考性和推广应用性。 

 

 

 

 

 

 

 

 

 

 

 

 

 

 

 

 

 

填写人（签名）  

2022 年 2月 16日 



 

二、鉴定意见（提示：1、该成果的突出特色，主要建树及学术与实践价值；2、尚存在的不足，

完善、提高的意见和建议；3、是否通过鉴定） 

 

2022年 2月 16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组织专家对《行业特色高校一流本科“三

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教学成果进行鉴定。专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组对成果

主要内容、创新点以及推广应用情况的详细介绍，认真审阅了相关支撑材料，经质询、

讨论和评议，形成鉴定意见如下： 

1.成果丰富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理论，基于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教学与科研实

践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三个维度，构建了行业特色高校“三融合”人才

培养模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创新成果，解决了行业特色高校一流本科人

才培养面临的关键问题。 

2.成果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地提出了行业特色高校“三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实施路径和关键举措，完善了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的保障体系和长效机制。  

3.成果全面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在行业特色高校推进三全育人方面取得了示范性

成果，产生了一流人才培养与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成效，显著增强了毕业生服务国家目

标和社会需求的专业能力，成功地探索出一条行业特色高校培养一流本科人才的改革路

径。 

鉴定委员会认为，成果在行业特色高校推进一流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取得了

重要的创新和突破，经过长期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一流本科人

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该成果通过

鉴定。 

 

 

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名）  

2022 年 2月 16日 



 

三、该成果的主要文献目录（注明何时在何处出版、发表、宣读、应用等情况） 

（一）学术著作 

表 1 代表性理论研究著作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王焰新 

王林清 

易  明 

高校“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科学出版社 2020 

2 

李素矿

姚玉鹏

王焰新 

我国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 

出版社 
2015 

3 
王林清 

等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蓝皮书——英才成长之路 

中国地质大学 

出版社 
2017 

4 

傅安洲

王林清 

张建和 

科学化视野下高校服务型学生工作实践创新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 

5 

傅安洲

王林清

张建和 

大德育体系的实践与创新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6 

王林清 

马彦周 

张建和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规范与服务标准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7 
蒋洪池 

李文燕 

大学教师学术评价制度创新：基于学科文化的视

角 
科学出版社 2017 

8 

储祖旺 

蒋洪池 

李祖超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质量与评估 
中国地质大学 

出版社 
2017 

9 
蒋洪池 

等 
中国公立大学自主发展理论与实践 科学出版社 2013 

10 蒋洪池 大学学科文化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二）代表性教学研究论文 

表 2 代表性教学研究论文一览表 

序号 作者 题目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1 王焰新 
构建“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 
中国改革报 2016-10-24 

2 王焰新 
构建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一流本科教育体

系的思考与实践 
教育研究 

2012，33

（10） 

3 王焰新 
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 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三

个坚持” 
中国高等教育 2015（22） 



 

4 王焰新 
跨学科教育：我国大学创建一流本科教学的必

由之路——以环境类本科教学为例 
中国高教研究 2016（6） 

5 王焰新 
完善科教融合校企融合机制  提升研究生创新

实践能力 
中国高等教育 2018（Z3） 

6 王焰新 
大力推进协同创新 加快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

建设 
中国高等教育 2014（2） 

7 王焰新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反思与模式构建 中国大学教学 2015（4） 

8 王焰新 特色文化推动大学发展 教育与职业 2012（19） 

9 王焰新 
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打好提高思政课质

量和水平攻坚战 
中国大学教学 2019（4） 

10 王焰新 “一带一路”战略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化 光明日报 2015-5-26 

11 王焰新 生态型大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光明日报 2014-04-15 

12 王  华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是发挥国家级教学团

队作用的重要途径 
中国地质教育 2010，1（4） 

13 王  华 强化教学团队和品牌专业 全面提高办学水平 人力资源管理 2011（4） 

14 
罗林波 

王华 等 
基于新型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体系研究 中国高校科技 2019（12） 

15 
罗林波 

王华 等 
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模式思考与实践 中国高校科技 2019（10） 

16 
罗林波 

王华 等 
加强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高校科技 2019（11） 

17 
孙劲松 

王华 等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高校产业创新 现代教育管理 2016（4） 

18 王林清 强化服务意识 推进学生工作方式转变 中国高等教育 2010（23） 

19 王林清 高校校园政治文化培育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学校党建与 

思想教育 
2010（1） 

20 王林清 
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必须做到 

“三个坚持” 
光明网 2020-06-12 

21 王林清 
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 构建高质量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 
光明网 2019-11-01 

22 王林清 男儿何不带吴钩？——优良国防生的培养 光明日报 2016-2-23 

23 
柴  波 

周建伟 
跨学科大类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 中国地质教育 2020（3） 

24 
庞  岚 

等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地质类专业跨学科人才培

养模式探析 

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2020（1） 

25 庞  岚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地质教育 
2019，28

（3） 

26 庞  岚 
基于自主学习的“李四光计划”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 
中国地质教育 

2014，23

（4） 

27 庞  岚 基于教师行为选择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建设思 高教学刊 2019（25） 



 

考 

28 庞  岚 以学生为本 探索创新人才培养 中国地质教育 2009（2） 

29 庞  岚 
基于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地质类卓越 

工程师本科教育方案 

中国地质大学

学报 
2013（S1） 

30 
易  明 

汪再奇 

发挥高等院校的人才、科技、文教优势  

自觉担当服务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人民日报 

（理论版） 
2018-3-12 

31 
易  明 

王林清 
关于创建长江国际创客学院的思考 

中国地质大学

学报 
2018（S1） 

32 蒋洪池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及其经验观测维度的比较分

析框架 
比较教育研究 

2012，34

（5） 

33 蒋洪池 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若干偏差及其修复 江苏高教 2019（1） 

34 蒋洪池 
文化视野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困境及

治理 
高教探索 2020（11） 

35 蒋洪池 
基于学科文化的大学教师学术评价制度构建策

略探究 
高教探索 2015（11） 

 

（三）成果宣传和应用 

1.成果宣传情况 

（1）2019 年 4 月 19 日，地大东教 A701 会议室，王焰新校长向时任教育部党组

书记、部长陈宝生汇报学校发展情况介绍了学校“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2）2019 年 6 月 12 日，地大东教 B702 会议室，王焰新校长向全国高校创新创

业工作总结现场考评组汇报时介绍学校“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学校获全国双创 50 强

高校。  

（3）2019 年 7 月 18 日，地大东教 A701 会议室，王焰新校长向教育部副部长翁

铁慧汇报学校党建思政和双一流建设工作时介绍了学校“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4）2020 年 12 月 4 日，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校长王焰新院士委派环境学院院长

马腾在疫情影响下环境类新工科教学改革与创新研讨会上介绍了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理

念和实践探索。  

（5）2020 年 12 月 05 日，地大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校长王焰新院士应邀参加中国

地质学会教育分会年会，在年会上介绍了以“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为主要内容的一流本

科人才培养工作。介绍内容得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大良的高度肯定并建议研究

和推广。  

（6）2020 年 12 月 19 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行政楼会议室，校长王焰新院士向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校长刘文锴 等介绍学校“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7）2021 年 9 月 30 日，东华理工大学行政楼会议室，校长王焰新院士在与东华

理工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上向东华理工大学校长孙占学等介绍了学校“三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  



 

（8）王华教授主讲的《工研院：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实践以武汉地区资源环境工

业技术研究为例》课程于 2014 年 9 月用于全国高等教育干部网络培训，为丰富网络课

程资源做出了重要贡献。  

（9）王林清研究员的《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理论探究和模式创新》于 2021 年入选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库》，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导高校育

人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撑作用。  

表 3 “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宣传与报道 

序号 时间 标题 来源 

1 
2011- 

12-3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个支点”探索实践育人新路径 教育部官网 

2 
2012- 

01-0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全方位探索实践育人新路径 教育部官网 

3 
2012- 

04-1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中科院共建“科教战略联盟” 教育部官网 

4 
2013- 

10-1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力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部官网 

5 
2014- 

01-2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积极探索“工作性实践”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部官网 

6 
2014- 

10-1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多举措大力推进创业教育 教育部官网 

7 
2015- 

10-2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教育部官网 

8 
2015- 

12-0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打造多维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教育部官网 

9 
2016- 

07-1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教育部官网 

10 
2016- 

10-24 
构建“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搜狐网 

11 
2017- 

02-1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助力学生学业发展 教育部官网 

12 
2017- 

11-27 
保卫母亲河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地学长江计划”启动 荆楚网 

13 
2017- 

12-0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学术卓越引领“双一流”建设 光明网 

14 
2017- 

12-08 
建设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 光明网 

15 
2018- 

03-17 
推动科教资源转为武汉竞争胜势 长江日报融媒体 

16 
2018- 

11-15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签订合作协议 全面深化人才培养 

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官网 

17 
2019- 

6-1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打造新时代跨学科 

育人模式，《美丽中国》锻造生态环保铁军 
楚天都市报 



 

18 
2019- 

11-08 
2019“地质+”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年会举行 光明网 

19 
2020- 

01-0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推进地球科学领域 

研究型大学建设 
光明网 

20 
2020- 

01-1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主题教育带题下访 

 “三全育人”见实效 
中国教育新闻网 

21 
2020- 

05-2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深耕学风建设“四方田”  

努力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官网 

22 
2020- 

05-27 
王焰新：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新华网-教育 

23 
2020- 

09-1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把育人课堂搬到野外 光明网 

24 
2020- 

09-1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湖北省赛获 2 金 5 银 7 铜 
中国教育网 

25 
2021- 

10-14 

武汉再添“未来技术学院”，13 位首席科学家 

组建豪华导师团 
长江网 

26 
2021- 

11-0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书记黄晓玫：瞄准科技前沿 

和关键领域 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新华网 

27 
2022- 

01-0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携手腾讯， 

共建智慧地大、未来技术学院 
中国青年网 

28 2022-1-1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建机制、重培养、搭平台  

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教育部官网 

 

2.成果应用情况 

（1）改革模式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和赞誉，取得一定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是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地质类和地质学类教指委主任单位，学校依托教指委将

“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经验推向了全国，同济大学、中南大学等 80 余所高校院所

派团队来访学习交流。王焰新院士作为教育界全国政协委员，在高等教育层面的协商议

政环节多次发声，呼吁科教融合，推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相关成果还得到了

潘懋元、张大良和邬大光等高教界学者的高度赞誉，被誉为“接地气、可复制，易推广”。

此外，王焰新院士先后出访了欧盟教育、视听及文化执行总署等国际知名高校和教育机

构，参加了相关国际教育会议，宣传推介了我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经验，极大提升了学

校人才培养国际影响力。 

二是学校建于 1954 年的周口店野外实习基地被誉为“地质工程师的摇篮”，目前已

建成“全国地质实验（实践）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能力（野外实践）

基地”。建于 2003 年的三峡秭归实习实践野外基地获批“国家级理科野外实践教育共享

平台”。依托秭归基地建设了教育部长江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研究中心和湖北巴东地质灾

害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每年有超过 50 个高校的近 4000 人在此实习实践，也有大

量的国际学生前来参加野外实践与学术交流工作，其国内外的影响力在地质类实习基地

中位列第一。 





 

五、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年龄 学历 所学专业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对成果的创造性贡献 

1 王焰新 59 
博士 

研究生 
水文地质 

教授、 

中国科学

院院士 

校长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创新性地提出了行业特色高校一流本科“三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理念，积极推动将“三融合”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纳入顶层设计并提供政策保障。 

2 王  华 58 
博士 

研究生 
应用沉积学 教授 副校长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协助推进“三融合”人才培养改革举措在全校范围

内的落实落地，并推动相关应用宣传工作。在推动

学校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王林清 56 
博士 

研究生 

资源产业 

经济 
研究员 

校党委 

副书记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组织推动成立“地质+”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联盟和相关国内赛事。为深入推动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4 周建伟 47 
博士 

研究生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教授 

本科生院 

常务副院长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负责领导所在部门系统研究并具体推进“三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在推动学校教学与科研

实践融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庞  岚 51 
博士 

研究生 
高等教育学 研究员 院党委书记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作为主要完成人组织全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教

学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协助推进全校“三融合”本

科教学改革试点并取得成效。 

6 易  明 41 
博士 

研究生 
产业经济学 教授 

系党支部 

书记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参与编写了《高校“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

与实践》。作为主要执笔人起草了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文件。 

7 蒋洪池 53 
博士 

研究生 
教育学 教授 副院长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对“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

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推广“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8 邬海峰 47 研究生 
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 
副研究员 

党委学生 

工作部部长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紧密结合“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重点任务开展

实践研究，推进学校构建辅导员卓越发展体系。 



 

 

六、鉴定委员会名单 

 

序号 鉴定会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职称职务 签  名 

1 主任 谈哲敏 南京大学 气象学 气象学 
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常

务副校长 
 

2 委员 葛世荣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校

长  

3 委员 邓  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矿床学 矿床学 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4 委员 张来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5 委员 朱  彤 北京大学 物理化学 环境健康 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6 委员 郑用琏 华中农业大学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 教授，首届国家教学名师 
 

7 委员 郝芳华 华中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教授、校长 
 

8 委员 解孝林 华中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 教授、副校长 
 

9 委员 赖绍聪 西北大学 岩石学 岩石学 教授、副校长 
 

注：鉴定书中的表格如不够填写可自行增加行或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