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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英文名称 

1 政治与法学学院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 体育学院 School of Physical Science Education 

3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5 新闻传播学院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6 音乐学院 School of Music 

7 美术与设计学院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8 数学学院 School of Mathematics 

9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Science 

10 化学化工学院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11 机械工程学院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School of Marxism 

16 教育科学学院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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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号 实验场所名称 性质 共建情况 使用面积（平方米） 

1 运动人体科学实验室 基础实验室 否 1710 

2 大学物理实验室 基础实验室 否 2750 

3 化学基础实验室 基础实验室 否 3750 

4 机械基础实验室 基础实验室 否 3470 

5 电子技术基础实验室 基础实验室 否 2300 

6 公共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 基础实验室 否 3460 

7 新闻传播工程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2000 

8 音乐舞蹈实训中心 专业实验室 否 3150 

9 艺术与设计实践教学中心 专业实验室 否 2720 

10 数学综合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570 

11 光电子技术基础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1250 

12 化学专业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3250 

13 机械设计制造与控制中心 专业实验室 否 1800 

14 汽车工程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900 

15 信息与通信工程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2570 

16 计算机技术实验中心 专业实验室 否 2140 

17 土木工程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6400 

18 经济管理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2400 

19 文科综合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否 5000 

20 政法实训中心 实训场所 否 800 

21 电子信息技术创新基地 实训场所 否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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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号 科研基地名称 科研基地类别 
共建 

情况 

1 
湖南省石油化工催化与分离关键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 
省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是 

2 湖南省石油化工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部设置的研究所（院、中心） 是 

3 
湖南省工业燃烧器与燃烧智能控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省、部设置的研究所（院、中心） 是 

4 湖南省文物建筑保护利用重点科研基地 省、部设置的研究所（院、中心） 是 

5 湖南省精细石油化工催化与分离重点实验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否 

6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石油化工催化技术重点

实验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否 

7 湖南省大容量注射剂工程实验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是 

8 湖南省电磁装备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否 

9 
湖南省复杂工业物流系统智能控制与优化重

点实验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是 

10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复杂系统优化与控制重

点实验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否 

11 湖南省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 省级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否 

12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中国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 省级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否 

13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湖南理工学院研究基地 省级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否 

14 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 省级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否 

15 湖南省公共艺术教育研究基地 省级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否 

16 湖南省岳州窑文化研究基地 省级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否 

17 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湖南理工学院基地 省级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否 

18 
湖南理工学院岳州窑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

新中心 
校级协同创新中心 是 

19 
湖南理工—中瑞科技增材制造（3D 打印）技

术联合实验室 
校级协同创新中心 是 

 



简本（2018 年） 

·4· 

 

序号 教研室名称 教研室数 所属单位 

1 公法教研室 

4 政法学院 
2 私法教研室 

3 政治教研室 

4 公共管理教研室 

5 体育理论教研室 

6 体育学院 

6 体操武术教研室 

7 球类教研室 

8 田径教研室 

9 大学体育选项课教研室 

10 大学体育基础课教研室 

11 文艺学教研室 

5 中文学院 

12 古代文学教研室 

13 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14 语言学教研室 

15 秘书学教研室 

16 语言与文化教研室 

6 外语学院 

17 文学与翻译教研室 

18 经贸教研室 

19 朝鲜语教研室 

20 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 

21 大学英语第二教研室 

22 新闻教研室 

3 新闻学院 23 广告教研室 

24 新媒体教研室 

25 音乐理论教研室 

5 音乐学院 

26 声乐教研室 

27 钢琴教研室 

28 器乐教研室 

29 舞蹈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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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研室名称 教研室数 所属单位 

30 视觉传达设计教研室 

5 美设学院 

31 服装与服饰设计教研室 

32 环境设计教研室 

33 造型基础与理论教研室 

34 绘画与创作教研室 

35 数学与应用数学教研室 

3 数学学院 36 信息与计算科学教研室 

37 高等数学教研室 

38 物理学教研室 

5 物电学院 

39 电子科学与技术教研室 

40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教研室 

41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教研室 

42 大学物理教研室 

43 化学基础教研室 

3 化工学院 44 工程教研室 

45 生物教研室 

46 机械制造教研室 

4 机械学院 
47 材料工程教研室 

48 机械电子教研室 

49 汽车服务工程教研室 

50 电子信息工程教研室 

7 信息学院 

5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教研室 

52 通信工程教研室 

53 软件工程教研室 

54 自动化教研室 

5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研室 

56 大学计算机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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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研室名称 教研室数 所属单位 

57 土木教研室 

4 土建学院 
58 工程管理教研室 

59 城市规划教研室 

60 建筑教研室 

61 电子商务教研室 

7 经管学院 

62 工商管理教研室 

63 国际经济与贸易教研室 

64 财会教研室 

65 旅游管理教研室 

66 人力资源管理教研室 

67 金融工程教研室 

6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6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 

70 道德与法律教研室 

71 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72 形势与政策教研室 

73 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 1 教育科学学院 

74 公共艺术教研室 1 公共艺术教学部 

75 大学生就业指导教研室 1 招就处 

76 军事理论教研室 1 武装部 

7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 1 学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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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项目 数量 

1.占地面积（平方米） 

总占地面积 1315487 

学校产权 1315487 

其中：绿化用地 657745 

运动场地面积 97868 

2.建筑面积（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611204 

学校产权 61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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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项目 数量 

1.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平方米） 293199 

其中：教室 93997 

        图书馆 47876 

        实验室、实习场所 108527 

        专用科研用房 17994 

        体育馆 22557 

        会堂 2248 

2. 行政用房（平方米） 2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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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项目 数量 

1.数量（个） 1 

2.阅览室座位数（个） 3272 

3.纸质图书（册） 总量 1503697 

4.纸质期刊 

数量（份） 868 

种类（种） 863 

5.数字资源量 

电子图书（册） 1573500 

数据库（个） 42 

6.当年新增纸质图书（册） 55921 

7.当年新增电子图书（册） 112920 

8.当年新增数据库（个） 4 

9.当年文献购置费（万元） 302.1 

10.当年图书流通量（本次） 185531 

11.当年电子资源访问量（次） 23786184 

项目 6-11 中“当年”指 2017 自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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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基地 

数量 

在校 

学生数 

当年接纳学生 

总数（人次） 

1 

政治与法学学院 

法学 13 552 87 

2 思想政治教育 3 186 48 

3 公共事业管理 3 164 71 

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4 631 77 

5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4 228 78 

6 中国语言文学 

学院 

汉语言文学 11 688 135 

7 秘书学 6 324 31 

8 外国语言文学 

学院 

英语 19 777 125 

9 朝鲜语 12 165 20 

10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10 202 100 

11 广告学 10 414 44 

12 网络与新媒体 10 244 90 

13 

音乐学院 

音乐学 3 575 15 

14 舞蹈表演 4 126 32 

15 舞蹈学 4 203 17 

16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8 372 378 

17 视觉传达设计 9 368 125 

18 环境设计 6 383 54 

19 服装与服饰设计 4 180 60 

20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4 458 169 

21 信息与计算科学 2 420 80 

22 

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 

物理学 3 266 41 

23 电子科学与技术 4 403 84 

2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1 0 0 

2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 203 97 

26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4 221 68 

27 应用化学 10 437 302 

28 化学工程与工艺 8 264 185 

29 制药工程 9 209 180 

30 生物工程 3 16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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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单位 专业名称 
基地 

数量 

在校 

学生数 

当年接纳学生 

总数（人次） 

3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9 467 170 

3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9 150 60 

33 机械电子工程 9 358 105 

34 汽车服务工程 7 138 41 

35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 243 0 

36 电子信息工程 10 539 200 

37 通信工程 3 401 21 

38 信息工程 8 197 80 

39 自动化 2 405 20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 571 369 

41 软件工程 7 343 28 

42 网络工程 9 221 73 

43 

土木建筑工程 

学院 

土木工程 11 599 204 

44 建筑学 6 179 174 

45 城乡规划 5 207 45 

46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1 93 40 

47 工程管理 11 253 146 

48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 2 124 10 

49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260 24 

50 工商管理 2 224 2 

51 会计学 2 631 47 

52 人力资源管理 5 264 31 

53 电子商务 7 205 33 

54 旅游管理 4 26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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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项目 数量 

1.校园网主干带宽（Mbps） 10000 

2.校园网出口带宽（Mbps） 22800 

3.网络接入信息点数量（个） 28000 

4.电子邮件系统用户数（个） 27660 

5.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总量（GB） 1000 

6.信息化工作人员数（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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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项目 金额 

1.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207581.82 

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 

总值 22738.38 

其中：当年新增值 3911.52 

其中：信息化设备资产 

总值 11018.01 

其中：软件 15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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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自然年 

项目 金额 

1.教学经费支出

（万元） 

支出总计 7768.9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2836 

教学改革支出 65 

专业建设支出 201.5 

实践教学支出 838.47 

其中：实验经费支出 263 

实习经费支出 402.47 

其他教学专项 3387.6 

思政政治理论课程专项建设经费支出 123.9 

学生活动经费支出 201.83 

教师培训进修专项经费支出 114.6 

2.教育事业收入

（万元） 

经常性预算内事业费拨款 11892.37 

本科生生均拨款总额 
国家 4653 

地方 15165 

专科生生均拨款总额 0 

本科生学费收入 10863.06 

高职高专学费收入 0 

教改专项拨款 
国家 0 

地方 15 

社会捐赠金额 147.9 

其中：校友捐赠金额 91.5 

3.学校教育经费总额（万元） 41801.55 

4.教学经费总额（万元） 7768.9 

5.教学改革与建设专项经费总额（万元） 1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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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 

号 
单位 

专任教师 

外聘 

教师数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 

教师 

35 岁以下 

青年教师 
双师型 

近五年新增 

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政治与法学

学院 
29 13 44.83 5 17.24 12 41.38 5 17.24 8 

2 体育学院 63 27 42.86 7 11.11 8 12.7 3 4.76 15 

3 
中国语言文

学学院 
39 25 64.1 5 12.82 0 0 10 25.64 23 

4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96 29 30.21 15 15.62 16 16.67 11 11.46 32 

5 
新闻传播 

学院 
27 14 51.85 5 18.52 16 59.26 2 7.41 8 

6 音乐学院 57 18 31.58 21 36.84 39 68.42 6 10.53 9 

7 
美术与设计

学院 
57 19 33.33 23 40.35 12 21.05 5 8.77 16 

8 数学学院 40 22 55 6 15 0 0 5 12.5 13 

9 
物理与电子

科学学院 
36 19 52.78 10 27.78 5 13.89 11 30.56 6 

10 
化学化工 

学院 
49 27 55.1 16 32.65 9 18.37 17 34.69 10 

11 
机械工程 

学院 
46 29 63.04 9 19.57 16 34.78 8 17.39 14 

1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123 56 45.53 13 10.57 26 21.14 26 21.14 18 

13 
土木建筑工

程学院 
51 17 33.33 21 41.18 28 54.9 9 17.65 17 

14 
经济与管理

学院 
79 38 48.1 11 13.92 31 39.24 7 8.86 15 

1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9 18 62.07 3 10.34 0 0 5 17.24 2 

16 
教育科学 

学院 
9 8 88.89 1 11.11 0 0 0 0 8 

合计 830 379 45.67 171 20.6 218 26.27 130 15.66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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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教师 授课教师 

总数 

近五

年新

进教

师数 

双师

型教

师数 

行业企

业背景

教师数 

总数 

高级

职称

人数 

教授 

人数 

教授为

本科生

上课率

（%） 

教授为

低年级

上课的

人数 

教授为

低年级

上课率

（%） 

1 金融工程 6 0 2 0 32 9 2 6.25 2 6.25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11 0 1 1 48 16 2 4.17 0 0 

3 法学 20 4 12 9 74 27 3 4.05 1 1.35 

4 思想政治教育 7 2 0 0 32 14 1 3.12 0 0 

5 体育教育 21 1 6 0 46 17 5 10.87 1 2.17 

6 
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 
12 0 3 1 26 9 1 3.85 0 0 

7 汉语言文学 30 9 0 0 97 42 13 13.4 6 6.19 

8 秘书学 12 1 0 0 45 25 5 11.11 1 2.22 

9 英语 49 7 14 0 111 45 10 9.01 7 6.31 

10 朝鲜语 8 2 2 0 21 6 3 14.29 2 9.52 

11 新闻学 7 0 5 0 42 18 5 11.9 3 7.14 

12 广告学 14 2 7 3 45 18 3 6.67 2 4.44 

13 网络与新媒体 8 2 5 1 50 19 2 4 0 0 

14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 4 0 2 39 19 7 17.95 3 7.69 

15 信息与计算科学 14 0 0 0 18 9 2 11.11 2 11.11 

16 物理学 14 3 1 0 22 10 3 13.64 0 0 

17 化学 10 3 3 2 20 12 7 35 2 10 

18 应用化学 18 6 3 3 40 21 10 25 1 2.5 

19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19 6 4 2 26 17 7 26.92 4 15.38 

20 
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 
8 0 3 1 17 9 3 17.65 2 11.76 

21 机械电子工程 10 1 6 1 23 14 4 17.39 1 4.35 

22 汽车服务工程 10 1 3 3 23 10 3 13.04 1 4.35 

23 
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 
6 2 2 0 18 8 3 16.67 2 11.11 

24 电子信息工程 20 5 3 2 32 16 7 21.88 3 9.38 

25 电子科学与技术 15 3 2 0 30 16 2 6.67 0 0 

26 通信工程 24 12 2 1 26 15 3 11.54 1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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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教师 授课教师 

总数 

近五

年新

进教

师数 

双师

型教

师数 

行业企

业背景

教师数 

总数 

高级

职称

人数 

教授 

人数 

教授为

本科生

上课率

（%） 

教授为

低年级

上课的

人数 

教授为

低年级

上课率

（%） 

27 
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 
0 0 0 0 0 0 0 0 0 0 

28 
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 
8 5 2 1 15 7 3 20 0 0 

29 信息工程 7 0 0 3 15 8 2 13.33 0 0 

30 自动化 15 2 2 0 21 11 3 14.29 1 4.76 

31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33 6 8 4 47 19 4 8.51 1 2.13 

32 软件工程 16 1 5 3 30 9 3 10 2 6.67 

33 网络工程 11 1 6 1 31 11 2 6.45 0 0 

34 土木工程 22 1 17 18 30 13 2 6.67 2 6.67 

35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 1 1 3 26 14 9 34.62 0 0 

36 制药工程 7 5 0 1 30 15 5 16.67 0 0 

37 建筑学 8 1 4 3 29 7 2 6.9 1 3.45 

38 城乡规划 8 2 1 0 21 2 1 4.76 0 0 

39 
历史建筑保护

工程 
4 4 0 1 17 0 0 0 0 0 

40 生物工程 9 3 2 2 18 6 4 22.22 0 0 

41 工程管理 9 1 7 7 25 1 1 4 0 0 

42 工商管理 11 0 6 2 30 14 3 10 0 0 

43 会计学 22 4 9 2 52 26 7 13.46 4 7.69 

44 人力资源管理 12 1 4 3 64 17 2 3.12 0 0 

45 公共事业管理 7 2 0 0 33 16 3 9.09 0 0 

46 电子商务 9 1 4 0 24 11 3 12.5 0 0 

47 旅游管理 9 1 5 4 12 8 4 33.33 1 8.33 

48 音乐学 46 5 32 37 89 36 6 6.74 3 3.37 

49 舞蹈表演 4 1 3 3 15 2 0 0 0 0 

50 舞蹈学 7 0 4 7 23 5 0 0 0 0 

51 美术学 21 2 2 2 50 20 4 8 0 0 

52 视觉传达设计 14 1 2 5 31 10 2 6.45 0 0 

53 环境设计 14 2 6 6 42 10 2 4.76 2 4.76 

54 服装与服饰设计 6 0 2 4 14 3 1 7.14 1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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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

号 
单位 

总 

数 

职称 学位 

正高级 副高级 
中 

级 

初 

级 
无职称 

博 

士 

硕 

士 

学 

士 
无学位 

2 体育学院 1     1  1   

5 
新闻传播 

学院 
1     1  1   

7 
美术与设计

学院 
1   1    1   

9 
物理与电子

科学学院 
4   2  2  3 1  

10 
化学化工 

学院 
9   6  3  5 2 2 

11 
机械工程 

学院 
5     5    5 

1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10  2 4  4  8 2  

13 
土木建筑工

程学院 
4   1  3  3  1 

14 
经济与管理

学院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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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号 类别 人数 

职称 学位 

正高 副高 
其他 

职称 
博士 硕士 

其他 

学位 

1 教学管理人员 70 4 3 63 3 27 40 

2 学生管理人员 90 2 3 85 2 71 17 

3 就业管理人员 7 1 1 5 0 4 3 

4 教学质量监控人员 3 0 1 2 0 3 0 

5 心理咨询工作人员 4 0 1 3 0 1 3 

6 辅导员 66 0 0 66 0 56 10 

合计 240 7 9 224 5 16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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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号 姓名 类型 研究方向 获得时间 

1 万忠民 省级高层次人才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18 

2 张晓红 省级高层次人才 机械工程 2018 

3 刘  创 省级高层次人才 高等教育 2011 

4 万长林 省级高层次人才 艺术设计 2011 

5 刘红麟 省级高层次人才 古代文学 2011 

6 江五元 省级高层次人才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1 

7 侯朝辉 省级高层次人才 材料电化学 2011 

8 周从山 省级高层次人才 化学 2011 

9 李  武 省级高层次人才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11 

10 刘  靖 省级高层次人才 通信工程 2011 

11 胡新华 省级高层次人才 物理学 2011 

12 李  文 省级高层次人才 自动化 2008 

13 杨厚均 省级高层次人才 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8 

14 颜文洪 省级高层次人才 环境科学 2008 

15 蔡安辉 省级高层次人才 材料 2008 

16 万正苏 省级高层次人才 计算数学 2008 

17 郭洪澈 省级高层次人才 电气工程 2007 

18 余三定 省级高层次人才 文艺学 2007 

19 唐课文 省级高层次人才 化学 2005 

20 孙明保 省级高层次人才 几何分析、偏微分方程及应用 2005 

21 刘  理 省级高层次人才 教育学及研究 2005 

22 郭观七 省级高层次人才 计算机 2005 

23 苏卡林 省级教学名师入选者 物理学 2009 

24 钟  华 省级教学名师入选者 法学 2008 

25 余三定 省级教学名师入选者 文艺学 2006 

26 唐课文 新世纪优秀人才 化学 2008 

27 余三定 省部级突出贡献专家 文艺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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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号 研究方向 负责人 类型 获得时间 

1 分离与催化新技术 唐课文 省级高层次研究团队 2010 

2 流行上的分析，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孙明保 省级高层次研究团队 2012 

3 复杂工业物流系统优化与控制 郭观七 省级高层次研究团队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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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人姓名 获奖等级 所属学院 获奖文件 年度 

1 黄慧雅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外语学院 

湘教通 

„2015‟535 号 
2015 年 

2 刘杨*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政法学院 

3 吴岳芬 二等奖 信息学院 

4 周峰 二等奖 物电学院 

5 陈素红 三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梁恩湘 三等奖 化工学院 

7 许艳* 三等奖 信息学院 

8 余凤梅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外语学院 

湘教通 

„2016‟518 号 
2016 年 

9 肖雅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音乐学院 

10 管琼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信息学院 

11 李有梁 三等奖 中文学院 

12 何斌鸿 三等奖 化工学院 

13 王玮玮* 三等奖 土建学院 

14 湛朝虎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外语学院 

湘教通 

„2017‟431 号 
2017 年 

15 刘长旭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音乐学院 

16 杨长安 三等奖 化工学院 

17 郑重 三等奖 美设学院 

18 陶家友* 三等奖 物电学院 

19 胡仁春* 三等奖 新闻学院 

20 谢娜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美设学院 

湘教通 

„2018‟488 号 
2018 年 

21 高佳* 一等奖（全省教学能手） 政法学院 

22 高小玲 二等奖 经管学院 

23 李琳 二等奖 信息学院 

24 罗德仁 三等奖 数学学院 

25 万涵 三等奖 公共艺术教学部 

注：标有“*”指代表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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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人姓名 获奖等级 所属学院 获奖文件 年度 

1 吴岳芬* 二等奖 信息学院 

湘教通 

„2016‟543 号 
2016 年 2 唐金根 三等奖 体育学院 

3 黄亚鹰 三等奖 美设学院 

4 吴岳芬 二等奖 信息学院 

湘教通 

„2017‟426 号 
2017 年 5 唐金根 二等奖 体育学院 

6 黎金琼* 三等奖 外语学院 

7 余水香 一等奖 信息中心 

湘教通 

„2018‟439 号 
2018 年 

8 肖雅 一等奖 音乐学院 

9 邹娟娟* 二等奖 外语学院 

10 梁恩湘* 三等奖 化工学院 

注：标有“*”指代表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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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人姓名 获奖等级 所属学院 获奖文件 年度 

1 余水香 二等奖 信息中心 湘教通 

„2015‟267 号 
2015 年 

2 陈素红 三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陈素红 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湘教通 

„2017‟51 号 
2017 年 

4 廖丹 一等奖 政法学院 

5 黎金琼 二等奖 外语学院 

6 张晓红 二等奖 机械学院 

7 周庭伊* 二等奖 外语学院 

8 胡仁春 三等奖 新闻学院 

9 周长州 三等奖 美设学院 

10 李焕 三等奖 信息学院 

11 胡文静 三等奖 信息学院 

12 罗朝明 三等奖 信息学院 

13 邹华兵 三等奖 机械学院 

14 杜青林 三等奖 机械学院 

15 梁恩湘 三等奖 化工学院 

16 刘怀金* 三等奖 体育学院 

17 廖婧唯* 三等奖 美设学院 

18 王欢* 三等奖 外语学院 

19 王文进* 三等奖 物电学院 

20 闵力* 三等奖 物电学院 

21 

数据结构教学团

队 

（吴岳芬、潘理、 

李文彬、周嘉伟） 

三等奖 信息学院 

注：标有“*”指代表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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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人姓名 获奖等级 所属学院 获奖文件 年度 

1 孙  洁 一等奖 体育学院 

湖南省教育厅 2016 年 

2 张  可 二等奖 体育学院 

3 刘  洋 一等奖 体育学院 

湖南省教育厅 2018 年 

4 谭  斌 一等奖 体育学院 

注：标有“*”指代表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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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 

序号 专业名称 总计 

培训进修 攻读学位 交流 

境内 境外 
攻读 

博士 

攻读 

硕士 
境内 境外 

1 金融工程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1 1    1 

3 法学 2     2  

4 思想政治教育        

5 体育教育 9   4   5 

6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4   1  1 2 

7 汉语言文学 12 6    6  

8 秘书学 4 2  2    

9 英语 32 14 2 6  10  

10 朝鲜语 5 1  2   2 

11 新闻学        

12 广告学 5 2  2   1 

13 网络与新媒体 1 1      

14 数学与应用数学 6 5 1     

15 信息与计算科学        

16 物理学 5 4 1     

17 化学 3 3      

18 应用化学 9 6    2 1 

1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20 10  6  2 2 

2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  1 1    

21 机械电子工程 3  1   1 1 

22 汽车服务工程 2 1     1 

2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 4      

24 电子信息工程 8   6   2 

25 电子科学与技术 4 3     1 

26 通信工程 6 3  2   1 

27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27· 

序号 专业名称 总计 

培训进修 攻读学位 交流 

境内 境外 
攻读 

博士 

攻读 

硕士 
境内 境外 

28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3 1 1 1    

29 信息工程 1   1    

30 自动化 3   2   1 

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2 1     

32 软件工程        

33 网络工程 1 1      

34 土木工程 3 2  1    

35 化学工程与工艺 4 2     2 

36 制药工程 4 1  2   1 

37 建筑学 2   2    

38 城乡规划 3   3    

39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4 3  1    

40 生物工程 4 3     1 

41 工程管理        

42 工商管理 1     1  

43 会计学 3 2  1    

44 人力资源管理 4 1  3    

45 公共事业管理 4 2  2    

46 电子商务 3 1  2    

47 旅游管理 2 2      

48 音乐学 10 4    6  

49 舞蹈表演        

50 舞蹈学        

51 美术学 6   3  3  

52 视觉传达设计 4 1  2   1 

53 环境设计 6 1  5    

5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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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师主持项目获奖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人

（*） 
获奖名称、等级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1 

次黎曼流形上的分析

和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若干问题的研究 

孙明保、张映辉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

三等奖 
2018.3.15 

湖南省人民

政府 

2 

一种自动高效节能环

保型家用燃气灶的研

发与应用 

蔡安辉，胡优生，

丁跃浇，李锶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18.3.15 

湖南省人民

政府 

3 
中国美学通史·隋唐五

代卷 
汤凌云（独立） 

湖南省第十三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 

2017.5.5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4 
微结构特征及复杂赋值

曲面超精密加工技术 
李克安（1/1) 

中航工业集团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17.5.15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 

5 
航空发动机喷嘴五轴

光学精密测试系统 
李克安（1/1) 

中航工业集团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17.5.15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 

6 
复杂手性萃取过程模

拟和优化 

唐课文（1）张盼

良（2）易健民（3）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2017.2.15 

湖南省人民

政府 

7 
基于GIS的景观格局破

碎化研究 

颜文洪(1)欧阳劲

进(2)彭十一(3) 

夏忠军(4)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13.1.20 

湖南省人民

政府 

8 传媒消费文化景观 徐小立（独立） 

湖南省第十一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 

2012.8.3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9 当代学术史研究 

余三定(1) 彭时

代(2)钟兴永(3)  

杨年保(4)鲁涛(5) 

湖南省第十一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三等奖 

2012.8.3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10 当代中国公益伦理 

彭柏林(1)卢先明

(2)王家合(5)张泰

来(6)范虹(8)许冬

玲(9) 

湖南省第十一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三等奖 

2012.8.3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11 

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

与完善民族政策的和

谐取向 

李大健(独立) 
国家民委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010.10.15 

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 

12 新世纪文论 

余三定(1)杨厚均

(2)朱平珍(3)   

谭解文(4) 任先

大(5) 张恒学(6)  

欧孟宏(7) 

湖南省第十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三等奖 

2010.1.26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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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人

（*） 
获奖名称、等级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13 
环己酮皂化废碱焚烧

处理技术开发 

易健民(1)  阎建

辉(3)唐课文(5) 

湖南省技术发明奖、

三等奖 
2009.11.24 

湖南省人民

政府 

14 
手性溶剂萃取技术分

离药物对映体研究 

唐课文(1)  易健

民(2)阎建辉(3)  

刘永兵(4)周从山

(5)  潘  阳(6)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

三等奖 
2009.11.24 

湖南省人民

政府 

15 
QMLJXT 炼焦过程自

动化管理控制系统 

陈  进(1)  杨志

和(3)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9.11.24 

湖南省人民

政府 

16 
《名家名作中的为什

么》（自然科学卷） 
隋国庆(独立)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2009.11.24 

湖南省人民

政府 

17 
新时期学术发展的 

回瞻 
余三定（独立） 

湖南省第九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三等奖 

2008.7.17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本校教师参与项目获奖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人

（*） 
获奖名称、等级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1 

基于感应无线的移动

机车定位技术及智能

库房管理系统研发与

应用 

陈勇波，张国云，

李武，潘理，陈

进，毛晓华，童

耀南，鲁成华，

彭鑫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018.3.15 

湖南省人民

政府 

2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

测研究 
曾玉林（4）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 
2016.9.26 

国家林业部  

中国林学会 

3 

复杂悬索桥施工控制

计算理论与架设技术

及其应用 

李斌（11）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2016.2.16 

湖南省人民

政府 

4 

废弃锂电池中稀有金

属高效选择性回收关

键技术及推广应用 

侯朝辉(3)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6.12.26 

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        

中国有色金

属学会 

5 城市商圈论 吴忠才(3)  

第十二届湖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016.1.11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6 
“普世价值”背后的舆

论战 
陈勇（2/3）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

学科研成果奖、三等

奖 

2015.12.15 

贵州省哲学

社会科学科

研成果奖评

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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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称、等级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7 
带高低温箱的单轴速

率三轴位置转台 
李克安(4/8) 

中航工业集团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4.2.13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 

8 
新中国粮食工作 

六十年 
高其荣（2）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科）、二等

奖 

2013.3.22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9 
城乡流通协调发展与

扩大消费内 需研究       
吴忠才(3)  

湖南省第十一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 

2012.8.3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10 
惯性测试设备关键技

术研究 
李克安(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防

科学技术进步奖、三

等奖 

2012.12.15 

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11 
进化算法中解集分布

性能研究 
郭观七(3)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2012.1.20 

湖南省人民

政府 

12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 

丛书 
朱平珍(3) 

湖南省第十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社科成果奖（合作

奖）、二等奖 

2010.1.26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

人民政府 

13 FYQ02A 型发烟机研制 李进生(3)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防

科学技术进步奖、三

等奖 

2009.12.15 

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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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自然年 

序 

号 
单位 SCI SSCI EI ISTP CSCD CSSCI 

北大中

文核心 

总数 

（篇） 

1 政法学院      4  4 

2 体育学院 1     1 3 5 

3 中文学院      3 12 15 

4 外语学院      1  1 

5 新闻学院      4  4 

6 音乐学院         

7 美设学院 1 1      2 

8 数学学院 5    2   7 

9 物电学院 5       5 

10 化工学院 23  2    12 37 

11 机械学院 14  1  3 1  19 

12 信息学院 5  6  7  2 20 

13 土建学院   10  3   13 

14 经管学院   1   4  5 

15 马院      2  2 

16 教科院         

17 其他 4      1 5 

合计 58 1 20  15 20 3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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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自然年 

序号 教师姓名 专著名称 出版社 

1 张乾坤 悲剧与现代性 吉林大学出版社 

2 何  轩 批评的踪迹 知识产权出版社 

3 余三定 当代中国学术史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余三定 当代学术史研究论坛续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5 谢红秀 译者的适应和选择：影视翻译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6 张岳庭 凡尔纳地理小说：思想的旅行 团结出版社 

7 刘艳娥 新媒体传播与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 吉林人民出版社 

8 周四丁 本土化视域下韩非管理思想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9 杨忠明 经济正义法理原则研究 经济日报出版社 

10 张颖韬 钢琴表演与教学艺术论 吉林大学出版社 

11 苗  辉 声乐演唱的二度创作研究 九州出版社 

12 周  力 中国民族器乐审美文化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3 刘  晖 艺术素养与音乐教学 吉林美术出版社 

14 刘  娜 舞蹈创作实践创新 吉林出版集团 

15 杜艳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6 向  阳 Y 染色体上的癌睾抗原 开明出版社（北京） 

17 李  莉 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学校体育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18 周次保 田径运动训练与教学的多方位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 喻  俊 当今形势下现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透析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 周次保 龙舟文化论 中国纺织出版社 

21 谭  斌 现代足球运动的多元发展与教学创新研究 中国商业出版社 

22 张伟民 现代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中国海洋大学 

23 张  浩 探析生命教育视野下体育教学的价值 吉林大学出版社 

24 杨  柳 轮滑运动技术训练与科学开展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25 刘  洋 现代篮球运动文化解读与发展策略研究 九州出版社 

26 易彬全 学校足球运动课程教学设计与改革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27 李  海 网球运动教学系统分析与创新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28 陶李军 现代健美操运动技能分析与教学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29 夏伟峰 现代羽毛球运动训练体系构建与方法创新 中国纺织出版社 

30 张国清 健康中国战略下的全民健身体系构建研究 九州出版社 

31 王  亮 大众健身理论研究与运动实践 九州出版社 

32 张国清 我国大众体育公共服务基本理论与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33 谭  斌 现代足球运动科学训练体系与方法探索 中国纺织出版社 

34 杜雪梅 中国当代艺术观念与新媒体设计 吉林美术出版社 

35 朱洪峰 服装创意设计与案例分析 中国纺织出版社 

36 朱洪峰 现代服装设计和立体造型技术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33· 

2017 自然年 

序号 
教师 

姓名 
名称 类型 授权号 

1 蔡安辉 
一种 Cu50Zr40Ti10Ni-P 非晶合金复合

粉末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专利 ZL201510222471.1 

2 蔡安辉 
一系列具有室温压缩塑性和高强度的

Zr-Al-Ni-Cu 块体非晶合金 
发明专利 ZL201510222401.6 

3 蔡安辉 
一种 Cu70Zr20Ti10/Ni-P 非晶合金复合

粉末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专利 ZL201510222250.4 

4 蔡安辉 
一种 Cu50Zr40Ti10Cu 非晶合金片状复

合粉末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专利 ZL201510182769.4 

5 蔡安辉 
一种Cu70Zr20Ti10/Cu非晶合金片状复

合粉末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专利 ZL201510181530.5 

6 蔡安辉 
一种 Cu50Zr40Ti10/Cu2O 非晶合金片

状复合粉末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专利 ZL201510181240.0 

7 蔡安辉 
一系列具有胞状微观结构的
Zr-Al-Ni-Cu 块体非晶合金 

发明专利 ZL201310640750.0 

8 阎建辉 
基于 ZnCuAl 类水滑石前驱体制备高效

可见光催化剂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626621.6 

9 张敬 
一种全自动熟食加工机械电气系统及

自动控制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363441.3 

10 王国祥 
一种溴化铁催化无配体的光诱导可控

自由基聚合方法 
发明专利 ZL 201410089880.4 

11 钟明 血根碱及其盐作为杀精子剂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 201410004442.3 

12 郑淑琴 一种高抗磨多孔沸石材料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 201310444007.8 

13 郑淑琴 
一种高硅铝比含 NaY 沸石的多孔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 201310443534.7 

14 杜雪梅 一种可移动的式 LED 广告机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669368.6 

15 杜雪梅 一种键盘收线器 实用新型专利 CN206427878U 

16 杜雪梅 一种汽车用便携式药品盛放箱 实用新型专利 CN205988057U 

17 李海 网球拍收纳包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541174.8 

18 张伟民 新型练习跨栏架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313849.3 

19 谭斌 一种乒乓球练习直板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248320.8 

20 湛忠灿 一种会记用账本打孔装订一体机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239296.1 

21 杜雪梅 一种高脚杯挂架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089601.3 

22 欧先锋 一种多角度可调式视频拍摄支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05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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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名称 类型 授权号 

23 郭龙源 一种公交车钱币自动识别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039466.1 

24 郭龙源 一种智能种植大棚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720038917.X 

25 欧先锋 一种投影仪支架调整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1450320.8 

26 欧先锋 一种视频固定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1446996.X 

27 欧先锋 一种 DVD 摆放支架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1445435.8 

28 欧先锋 一种智能房门防盗报警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1445105.9 

29 欧先锋 一种视频放线架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1444524.9 

30 欧先锋 一种模式识别信息采集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1444176.7 

31 王勇智 一种计算机内部隔离模块电路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1356531.5 

32 湛忠灿 一种多功能的金额账目本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0996457.7 

33 曹诗怡 一种便携式城市规划展示台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620347611.8 

34 李志杰 
支持向量机 SVM 在网上售书数据分类

中的应用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98470 

35 李志杰 
利用贝叶斯原理公式思想进行网上图

书交易数据分析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98466 

36 李志杰 
熵的基尼指数作为决策判断标准构建

网上购书行为分类回归树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98404 

37 李志杰 
含有隐变量的参数模型最大似然估计思
想实现图书电子商务期望最大化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98396 

38 李志杰 
基于不同权重 K 近邻算法的图书网站

订单数据聚类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98369 

39 李志杰 
信息增益率进行决策判断的用户网上

购书行为分类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98103 

40 李志杰 
两阶段合并小簇集合方式层次聚类网

上书店订单交易数据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2192 

41 李志杰 
多维空间划分树搜索书店网站关键信

息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1508 

42 李志杰 
建立在 Apriori 关联规则挖掘算法之上

的网上购书决策分类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1151 

43 李志杰 
一种类 Apriori 的网上书店订单交易数

据序列模式挖掘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1142 

44 李志杰 
图书网店交易用户关系图的一种高效

频繁子图挖掘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1066 

45 李志杰 
采用GA遗传算法优化网上图书销售活

动成本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1060 

46 李志杰 
基于粗糙集理论的图书网站决策分类

有效信息分析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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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李志杰 
采用后缀转前缀序列方式的网上书店

交易数据的频繁序列挖掘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1031 

48 李志杰 
CART+boosting 构建网络书店购书决

策强分类器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70299 

49 李志杰 
多层压缩图书网店订单数据构建 CF 聚

类特征树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8650 

50 李志杰 
采用聚簇中心距离为判定标准的网站

式书店交易数据聚类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8639 

51 李志杰 
基于多分类器组合互补的图书网店订

单数据集成分类提升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8551 

52 李志杰 
基于分裂连通图方式的网上图书交易

数据两阶段层次聚类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7813 

53 李志杰 
可发现任意形状聚簇的基于空间密度

图书电子商务数据聚类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7806 

54 李志杰 
基于多支持度的类 Apriori 算法挖掘网
上书店订单交易图书关联规则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7469 

55 李志杰 
递归产生频繁模式树挖掘网上书店交

易订单中畅销书及关联规则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5337 

56 李志杰 
网页入链数为判定标准的网络书店网

页重要性排名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5324 

57 李志杰 
以页面 Authority 权威值和 Hub 中心值

分析书店网站链接数据软件 
软件著作权 2165308 

58 李志杰 
网上书店订单交易数据的关联规则挖

掘软件 
软件著作权 2013749 

59 范波 信息系统项目综合管理软件 软件著作权 2017SR477206 

60 王勇智 
基于 CDN 和 P2P 树网混合的流媒体系

统 V1.0 
软件著作权 2017SR310734 

61 王勇智 
基于流媒体数据调度算法的网络点播

系统 V1.0 
软件著作权 2017SR308985 

62 李文彬 著作权 软件著作权 2017SR247028 

63 湛忠灿 教育系统内部审计统计报表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 2017SR192191 

64 王勇智 基于 C#的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V1.0 软件著作权 2017SR01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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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自然年 

序号 教师姓名 教材名称 出版社 

1 方  欣 Android Studio 应用开发---基础入门与应用实战 电子工业出版社 

2 胡睿臻 大学 创意写作实训教程 暨南大学出版社 

3 胡卫东 基础工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4 李  海 网球运动教学系统分析与创新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5 李  莉 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学校体育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6 李美清 财务报表分析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7 刘  洋 现代篮球运动文化解读与发展策略研究 九州出版社 

8 彭十一 企业经营管理 ERP 沙盘模拟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9 谭  斌 现代足球运动的多元发展与教学创新研究 中国商业出版社 

10 谭  斌 现代足球运动科学训练体系与方法探索 中国纺织出版社 

11 陶李军 现代健美操运动技能分析与教学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12 王  亮 大众健身理论研究与运动实践 九州出版社 

13 夏伟峰 现代羽毛球运动训练体系构建与方法创新 中国纺织出版社 

14 杨继莲 市场营销学 西南交通大学 

15 杨  柳 轮滑运动技术雪莲与科学开展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16 易彬全 学校足球运动课程教学设计与改革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17 喻  俊 当今形势下现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透析 中国纺织出版社 

18 湛忠灿 财务管理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19 湛忠灿 会计信息系统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 张国清 健康中国战略下全民健身体系构建研究 九州出版社 

21 张国清 我国大众体育公共服务基本理论与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2 张  浩 探析生命教育视野下体育教学价值 吉林大学出版社 

23 张伟民 现代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中国海洋大学 

24 周次保 田径运动训练与教学的多方位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25 周次保 龙舟文化论 中国纺织出版社 

26 周宁波 药物分析 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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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制 授予学位 教学单位 招生年度 是否新专业 

1 法学 030101K 四年 法学 政法学院 2002  

2 思想政治教育(J) 030503 四年 法学 政法学院 2000  

3 公共事业管理 120401 四年 管理学 政法学院 2005  

4 体育教育(J) 040201 四年 教育学 体育学院 1999  

5 
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 
040203 四年 教育学 体育学院 2004  

6 汉语言文学(J) 050101 四年 文学 中文学院 1999  

7 秘书学 050107T 四年 文学 中文学院 2013 是 

8 英语(J) 050201 四年 文学 外语学院 1999  

9 朝鲜语 050209 四年 文学 外语学院 2008  

10 新闻学 050301 四年 文学 新闻学院 2002  

11 广告学 050303 四年 文学 新闻学院 2001  

12 网络与新媒体 050306T 四年 文学 新闻学院 2013 是 

13 音乐学(J) 130202 四年 艺术学 音乐学院 2000  

14 舞蹈表演 130204 四年 艺术学 音乐学院 2013 是 

15 舞蹈学 130205 四年 艺术学 音乐学院 2004  

16 美术学(J) 130401 四年 艺术学 美设学院 1999  

17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2 四年 艺术学 美设学院 2013 是 

18 环境设计 130503 四年 艺术学 美设学院 2013 是 

19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0505 四年 艺术学 美设学院 2013 是 

20 
数学与应用数

学(J) 
070101 四年 理学 数学学院 1999  

21 信息与计算科学 070102 四年 理学 数学学院 2003  

22 物理学(J) 070201 四年 理学 物电学院 2000  

23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702 四年 工学 物电学院 2003  

24 
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 
080704 四年 工学 物电学院 2018 是 

25 
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 
080705 四年 工学 物电学院 2011  

26 化学(J) 070301 四年 理学 化工学院 2004  

27 应用化学 070302 四年 工学 化工学院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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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制 授予学位 教学单位 招生年度 是否新专业 

28 化学工程与工艺 081301 四年 工学 化工学院 2010  

29 制药工程 081302 四年 工学 化工学院 2003  

30 生物工程 083001 四年 工学 化工学院 2005  

31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080202 四年 工学 机械学院 1999  

32 
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 
080203 四年 工学 机械学院 2004  

33 机械电子工程 080204 四年 工学 机械学院 2006  

34 汽车服务工程 080208 四年 工学 机械学院 2010  

35 
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 
080601 四年 工学 信息学院 2015 是 

36 电子信息工程 080701 四年 工学 信息学院 2001  

37 通信工程 080703 四年 工学 信息学院 2003  

38 信息工程 080706 四年 工学 信息学院 2008  

39 自动化 080801 四年 工学 信息学院 2002  

40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J) 
080901 四年 工学 信息学院 1999  

41 软件工程 080902 四年 工学 信息学院 2013 是 

42 网络工程 080903 四年 工学 信息学院 2012  

43 土木工程 081001 四年 工学 土建学院 2000  

44 建筑学 082801 五年 工学 土建学院 2007  

45 城乡规划 082802 五年 工学 土建学院 2011  

46 
历史建筑保护

工程 
082804T 四年 工学 土建学院 2015 是 

47 工程管理 120103 四年 工学 土建学院 2003  

48 金融工程 020302 四年 经济学 经管学院 2016 是 

49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401 四年 经济学 经管学院 2001  

50 工商管理 120201K 四年 管理学 经管学院 2006  

51 会计学 120203K 四年 管理学 经管学院 2003  

52 人力资源管理 120206 四年 管理学 经管学院 2000  

53 电子商务 120801 四年 管理学 经管学院 2005  

54 旅游管理 120901K 四年 管理学 经管学院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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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学科 

门类 

涵盖专业类及占 

同专业大类比例 

设置专业名称及 

占同专业类比例 

专业

个数 

占设置专业 

总数的比例 

02 

经济学 

0203 金融学类 
2/4 

金融工程 1/4+3 
2 3.70% 

0204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2 

03 

法学 

0301 法学类 
2/6 

法学 1/1+2 
2 3.70% 

0305 马克思理论类 思想政治教育 1/3 

04 

教育学 
0402 体育学类 1/2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 2/5+2 

2 3.70% 

05 

文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类 

3/3 

汉语言文学、秘书学 2/5+2 

7 12.96% 0502 外国语言文学类 朝鲜语、英语 2/62 

0503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
体 3/5+2 

07 

理学 

0701 数学类 

4/12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
科学 2/2+1 

4 7.41% 

51.85% 

0702 物理学类 物理学 1/3+1 

0703 化学类 化学 1/2+2 

08 

工学 

0703 化学类 

9/31 

应用化学 1/2+2 

24 44.44% 

0802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电子
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4/8+4 

0806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3 

0807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
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
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信息工程 6/6+10 

0808 自动化类 自动化 1/1+1 

0809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3/6+3 

0810 土木类 土木工程 1/4+2 

0813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
2/2+3 

0828 建筑类 
建筑学、城乡规划、历史建筑
保护工程 3/3+1 

0830 生物工程类 生物工程 1/1+1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类 

工程管理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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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门类 

涵盖专业类及占 

同专业大类比例 

设置专业名称及 

占同专业类比例 

专业

个数 

占设置专业 

总数的比例 

12 

管理学 

1202 工商管理类 

5/9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
管理 3/10+4 

6 11.11% 1203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1/5+4 

1208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 1/1+1 

1209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 1/3+1 

13 

艺术学 

1302 音乐与舞蹈学类 

3/5 

音乐学、舞蹈表演、舞蹈学 3/6 

7 12.96% 
1304 美术学类 美术学 1/4+2 

1305 设计学类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
装与服饰设计 1/8+1 

8/13 29/92 54/506 54 100.00% 

注：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在基本专业 352 种及特设专业 154 种共计 506

种本科专业中，我校共设置 54 种，涉及专业类 92 个中的 29 个，涵盖学科门类 13 个中的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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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号 名称 代码 单位名称 类型 

1 法律（专硕） 0351 政治与法学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2 体育（专硕） 0452 体育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3 中国语言文学 050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4 新闻传播学 0503 新闻传播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5 新闻与传播（专硕） 0552 新闻传播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6 艺术（专硕） 1351 音乐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7 设计学 1305 美术与设计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8 数学 0701 数学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9 化学 0703 化学化工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10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 化学化工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11 机械（专硕） 0855 机械工程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12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13 应用经济学 0202 经济与管理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14 会计（专硕） 1253 经济与管理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15 旅游管理（专硕） 1254 经济与管理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16 教育（专硕） 0451 教育科学学院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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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学科名称 学科代码 所属单位 学科门类 级别 备注 

1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 化学化工学院 工学 省部一级 

湖南省国内一流 

建设学科 

湘教通„2018‟469 号 

2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 
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 
工学 省部一级 

湖南省国内一流 

培育学科 

湘教通„2018‟469 号 

3 文艺学 050101 
中国语言文学

学院 
文学 省部二级  

4 基础数学 070101 数学学院 理学 省部二级  

5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071010 化学化工学院 理学 省部二级  

6 应用化学 081704 化学化工学院 工学 省部二级  

7 
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 
080201 机械工程学院 工学 省部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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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专业课 公共必修课 公共选修课 

课程门数 1793 57 27 

课程门次数 3591 1376 168 

双语课程门数 13 0 0 

平均学时数 39.96 41.36 31.45 

平均班规模 38.54 67.56 60.57 

30 人及以下课程门次数 1618 81 13 

31 至 60 人课程门次数 1277 727 89 

61 至 90 人课程门次数 446 202 34 

90 人以上课程门次数 250 36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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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号 项目类型 项目级别 
建设 

方式 

1 千古传奇——岳州窑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自建 

2 视唱练耳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自建 

3 楚辞鉴赏与诵读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自建 

4 英语公众演讲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自建 

5 摄像基础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部级 自建 

6 
数字化学习与信息化

生存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7 大学英语词汇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8 球类运动竞赛法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9 音视频采集与制作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0 服饰图案设计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2 电工原理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3 电力电子技术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4 统计学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5 数据结构 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6 国际贸易实务 07D04313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7 统计学 ADD011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8 信号与系统 ACE00514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19 
中国民族.器乐文化与

艺术鉴赏 
000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0 现代汉语 46E00211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1 新闻学概论 A3E00211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2 商务英语现场口译 07D08217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3 国际法 A1E01313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4 法理学 A1E00111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45·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号 项目类型 项目级别 
建设 

方式 

25 教育心理学 91022312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6 
中学物理课程标准与

教材研究 
16E01214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7 原子物理学 16E00614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8 光电技术 42D043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29 信号与系统 A9E00213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0 模拟电子技术 A9E00313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1 工程光学实验 25D038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2 Java EE 基础 000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3 大学计算机 B(2) 91021312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4 人工智能导论 000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5 钢结构设计原理 26D016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6 道路勘测设计 26D0332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7 建筑设计基础 2 37E00713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8 运筹学 28D018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39 图形设计 50E06113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0 服装材料学 52E01113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1 数据分析实验 15D06326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2 数值分析 14D0152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3 市场营销学 36D00614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4 自动控制原理 21E00214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5 公共关系 A3D004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6 
二胡名曲演奏教学与

示范 
000 精品视频公开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7 基础钢琴(1) 10E01311 精品视频公开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8 数字矢量设计 50E08702 精品视频公开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4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91020313 精品视频公开课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50 楚辞鉴赏与诵读 000 MOOC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51 操作系统 24E01014 MOOC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52 大学英语语法 000 MOOC 其他级（含校级） 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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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 

序号 单位名称 
课题 

总数 

其中：在实验、实习、

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

等社会实践中完成 

院内

指导

教师

数量 

外聘

指导

教师

数量 

教师平

均指导

毕业生

人数 数量 比例(%) 

1 政治与法学学院 221 63 28.51  27 0 8.19  

2 体育学院 224 224 100.00  31 0 7.23  

3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51 24 9.56  31 0 8.10  

4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8 111 53.37  35 1 5.78  

5 新闻传播学院 219 109 49.77  20 0 10.95  

6 音乐学院 221 102 46.15  38 0 5.82  

7 美术与设计学院 325 325 100.00  41 0 7.93  

8 数学学院 189 17 8.99  25 1 7.27  

9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218 155 71.10  28 0 7.79  

10 化学化工学院 351 351 100.00  43 0 8.16  

11 机械工程学院 279 269 96.42  36 2 7.34  

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744 687 92.34  90 2 8.09  

1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332 315 94.88  39 0 8.51  

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529 329 62.19  65 0 8.14  

合计 4311 3081 71.47  549 6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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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项目 数量 

1.是否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是 

2.是否开设创新创业学院 是 

3.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牵头单位 招就处 

4.是否按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是 

5.创业培训项目数（项） 1 

6.创新创业讲座(次) 8 

7.创新创业奖学金（万元） 0 

8.创新创业专项资金投入（万元） 30 

9.创新创业教育教材数（门） 2 

10.参与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数（人） 3776 

11.参与创新创业竞赛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数（人） 3182 

12.在校学生创业项目 

项目数（项） 35 

参与学生数（人） 189 

获得资助金额（万元） 3.4 

13.学生休学创业项目 

项目数（项） 0 

参与学生人数（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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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分类 人数 

1.普通本科学生数（人） 17311 

其中：与国（境）外大学联合培养的学生数 0 

2.普通高职（含专科）学生数（人） 0 

3.硕士研究生数（人） 458 

其中：全日制 458 

非全日制 0 

4.博士研究生数（人） 0 

其中：全日制 0 

非全日制 0 

5.留学生数（人） 15 

授予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数（人） 0 

6.普通预科生数（人） 0 

7.进修生数（人） 0 

8.成人脱产学生数（人） 0 

9.夜大（业余）学生数（人） 0 

10.函授学生数（人） 3945 

11.网络学生数（人） 0 

12.自考学生数（人） 0 

13.少数民族学生数（人） 1170 

其中：研究生 14 

本科生 1156 

专科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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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学院 专业名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及以上 

在校生

合计 

政法 

学院 

法学 148 130 142 142  562 

思想政治教育 78 58 48 43  227 

公共事业管理 0 33 43 49  125 

体育 

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59 57 59 56  231 

体育教育 162 154 157 153  626 

中文 

学院 

汉语言文学 162 176 176 162  676 

秘书学 78 79 73 84  314 

外语 

学院 

朝鲜语 77 59 45 48  229 

英语 180 210 222 177  789 

新闻 

学院 

广告学 71 105 109 98  383 

网络与新媒体 74 56 62 58  250 

新闻学 61 52 45 47  205 

音乐 

学院 

舞蹈表演 31 31 30 32  124 

舞蹈学 47 48 56 48  199 

音乐学 144 141 144 154  583 

美设 

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34 49 42 48  173 

环境设计 91 96 91 93  371 

美术学 95 96 95 90  376 

视觉传达设计 98 95 92 90  375 

数学 

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92 147 102 109  550 

信息与计算科学 121 122 112 94  449 

物电 

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61 51 111 121  344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0 46 50 52  148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117 0 0 0  117 

物理学 115 126 50 47  338 

化工 

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34 61 53 62  210 

生物工程 33 37 41 40  151 

制药工程 71 35 58 60  224 

化学 119 112 36 36  303 

应用化学 134 115 97 109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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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及以上 

在校生

合计 

机械 

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94 35 36 37  202 

机械电子工程 101 98 78 84  36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199 166 102 92  559 

汽车服务工程 0 39 30 34  103 

信息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0 79 85 78  292 

电子信息工程 109 118 125 130  48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 147 143 143  553 

软件工程 81 112 95 92  380 

通信工程 79 108 76 91  354 

网络工程 0 53 52 40  145 

信息工程 0 46 47 37  130 

自动化 50 87 91 99  327 

土建 

学院 

城乡规划 48 59 53 44 52 256 

建筑学 35 37 33 33 76 214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32 34 30 31  127 

土木工程 157 145 154 138  594 

工程管理 59 55 64 68  246 

经管 

学院 

电子商务 50 54 46 48  198 

工商管理 0 59 48 48  155 

会计学 99 134 144 156  533 

旅游管理 80 69 65 61  275 

人力资源管理 72 51 77 67  267 

国际经济与贸易 71 61 53 67  252 

金融工程 78 54 67 0  199 

总计 4351 4477 4235 4120 128 1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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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年 9 月 

序号 学科门类 本科学生数及占全校在校本科生总数比例 

1 经济学 451 2.6% 

2 法学 789 4.6% 

3 教育学 857 5.0% 

4 文学 2846 16.4% 

5 理学 2095 12.1% 

6 工学 6273 36.2% 

7 管理学 1799 10.4% 

8 艺术学 2201 12.7% 

合计 173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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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人数 

1. 招生计划数 4413 

2. 实际录取数 4413 

3. 实际报到数 4352 

4. 自主招生数 0 

5. 招收特长生数 0 

6. 招收本省学生数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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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人数 

1.应届毕
业生升学
基本情况
（人） 

免试推荐研究生 0 

考研录取 

总数 535 

考取本校 86 

考取外校 449 

出国（境）留学 21 

2. 应届
毕业生就
业基本情
况（人） 

 学校所在区域总数（省） 学校非所在地区域总数 

总数 4138 0 

政府机构 29 0 

事业单位 305 0 

企业 3222 0 

部队 10 0 

参加国家地方项目就业 7 0 

升学 556 0 

灵活就业 0 0 

自主创业 9 0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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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 

项 目 数 量 

1.学科竞赛获奖（项） 

总数 294 

其中：国际级 0 

国家级 130 

省部级 164 

2.本科生创新活动、技能竞赛获奖 

总数 258 

其中：国际级 0 

国家级 53 

省部级 205 

3.文艺、体育竞赛获奖（项） 

总数 77 

其中：国际级 0 

国家级 5 

省部级 72 

4.学生发表学术论文（篇） 13 

5.学生发表作品数（篇、册） 3 

6.学生获准专利（著作权）数（项） 10 

7.英语等级考试 
英语四级考试累计通过率（%） 65.47 

英语六级考试累计通过率（%） 22.27 

8.体质合格率（%） 94 

9.参加国际会议（人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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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度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总计 

2015-2016 学年 5 9 80 94 

2016-2017 学年 7 9 105 121 

2017-2018 学年 11 16 104 131 

合  计 23 34 289 346 

注：项目级别按最高级别计数，各级之间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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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时间 

国家级课题

（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省级课题 

校级课题 
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 

教学改革 

研究课题 

1999 年   4  

2000 年   1 52 

2001 年   5  

2002 年  4 1 48 

2003 年 1 1 2 30 

2004 年   6  

2005 年 1  5 60 

2006 年  12 2 46 

2007 年 1  5 55 

2008 年 1 9 10 67 

2009 年 1  13 54 

2010 年 4  15 61 

2011 年 1 10 16 42 

2012 年 2  14 44 

2013 年  12 14 45 

2014 年  14 17 47 

2015 年  6 17 41 

2016 年  5 31 45 

2017 年 1 11 16 54 

2018 年   25 37 

合计 13 84 219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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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立项

时间 
批次 负责人 

1 
固高派动（东莞）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机械工程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先进制造技术》
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2018 第一批 张晓红 

2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
O2O 教学模式与管理

机制研究与实践 

2018 第一批 蒋军强 

3 
北京谷雨时代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协同创新的土建类专
业 BIM 技术师资培训 

2018 第一批 胡卫东 

4 
北京广益三文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基于九斗云教育平台
的 C 语言程序设计课
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2018 第一批 胡娟 

5 
北京广益三文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数据结构特色教学资
源建设 

2018 第一批 周小强 

6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
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

方式改革 

2018 第一批 周小强 

7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基于 Online Judge 平
台的 C 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改革 

2018 第一批 李文彬 

8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数据结构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改革 

2018 第一批 杨勃  

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模拟电子技术教学改
革项目 

2018 第一批 程望斌 

1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 2018 第一批 田芃 

11 
湖南科瑞特科技有

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电子信息技术和工业机
器人集成与应用的实践
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 

2018 第一批 丁跃浇 

12 
湖南科瑞特科技有

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 

电子信息技术和工业
机器人集成与应用的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2018 第一批 李锶 

13 
上海海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 Java 程序设计》课
程教学改革 

2018 第一批 杨勃 

14 
上海海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基于多媒体 UI 设计的
教学内容与课程改革 

2018 第一批 王勇志 

15 
上海海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
践基地建设 

计算机类工程应用型人
才培养实习基地建设 

2018 第一批 戴华  

16 
上海海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
践基地建设 

软件信息类专业学生
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2018 第一批 李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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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立项

时间 
批次 负责人 

17 
武汉创维特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互联网 +”背景下大
学物理混合型教学模

式的研究 

2018 第一批 廖高华 

18 
武汉创维特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 

湖南理工学院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 

2018 第一批 梅孝安 

19 
武汉凌特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和实
践基地建设 

通信工程专业实践基
地建设 

2018 第一批 罗朝明 

20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土木工程专业实验课
程信息化建设 

2018 第一批 童小龙 

21 
固高派动（东莞）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 

专题 

新工科个性化人才培
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017 第二批 丁跃浇 

22 
湖南潭州教育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科建设 

专题 

互联网+机械设计制造
及控制校外实践基地 

2017 第二批 张晓红 

2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光电技术 2017 第二批 魏勇 

24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嵌入式应用系统设计 2017 第二批 童耀南 

25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017 第二批 朱鹏 

26 
广东诚飞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无线网络技术”课程
项目任务式教学模式

设计与构建 

2017 第二批 石炎生 

27 
湖南合天智汇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在线实验课程开发与
定制 

2017 第二批 王勇智 

28 
广东诚飞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师资培训 湖南理工学院师资培训 2017 第二批 周小强 

29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

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机电工程虚拟仿真实
验中心建设 

2017 第二批 张晓红 

30 
烟台新天地试验技

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结构实验室开放式创
新平台建设 

2017 第二批 童小龙 

31 
湖南合天智汇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高校联合实验室 2017 第二批 甘靖 

32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湖南理工学院物理与电
子学院实习实训项目 

2017 第二批 李春来 

33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训 

湖南理工学院信息与
通信工程学院实习实

训项目 

2017 第二批 彭鑫 

34 
固高派动（东莞）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校外实践基地
建设 

机械类专业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实践基地 

2017 第二批 张晓红 

35 
北京渥瑞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 

校企合作计算机类专
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2017 第二批 胡文静 

36 腾讯公司 
创新创业联合

基金 
虚拟校园卡应用开发 2017 第二批 刘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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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立项

时间 
批次 负责人 

37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网络工程与实践课程
任务式教学模式 

2017 第一批 石炎生 

38 
武汉易思达科技有

限公司 

大学生实习实
训项目 

通信工程专业校企协
同实践教学模式构建 

2017 第一批 彭鑫 

39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嵌入式综合开发实验

室建设 
2017 第一批 李宏民 

40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条件建设 
物联网与嵌入式工程实
验实训教学条件建设 

2017 第一批 彭鑫 

41 青软实训 
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产学合作综合改革 

2016 第一批 严权峰 

42 元计算 专业综合改革 

有限元法及其在土木
工程中的应用 

（教材建设） 

2015  童小龙 

43 元计算 专业综合改革 
有限元法及其在土木

工程中的应用 
2015  童小龙 

44 中软国际 专业综合改革 
软件工程专业产学合作
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2015  王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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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级别 
主持人

姓名 

获批 

时间 

1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国家级 周从山 2013 

2 
机械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

业教育基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省级 张晓红 2016 

3 
计算机专业类校企合作创新

创业教育基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省级 严权峰 2016 

4 
岳阳市政府——湖南理工学

院校地合作试点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省级 钟  华 2016 

5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省级 罗洪程 2015 

6 
软件人才校企合作培养示范

基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省级 王岳斌 2014 

7 
机械类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

养基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省级 丁跃浇 2013 

8 
化学化工类专业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基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省级 周从山 2012 

9 
光电技术及应用物理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其他项目 省级 李科敏 2016 

10 
《渔歌（洞庭渔歌）》非物质

文化遗产实践基地 
其他项目 省级 庞  毅 2015 

11 
机电工程及控制大学生创新

训练中心 
其他项目 省级 周  勇 2014 

12 
光电技术及应用物理大学生

创新训练中心 
其他项目 省级 李科敏 2013 

13 电子信息技术及应用中心 其他项目 省级 张国云 2012 

14 

“十二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电子信息与通信

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国家级 张国云 2013 

15 
化工过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阎建辉 2016 

16 
机电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李小松 2015 

17 
现代通信与信息系统虚拟仿

真实验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张国云 2014 

18 艺术与设计实践教学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洪  琪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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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级别 
主持人

姓名 

获批 

时间 

19 电工电子实践教学示范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张国云 2009 

20 机械设计及制造实践教学中心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周  勇 2008 

21 化学基础示范实验室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阎建辉 2009 

22 计算机技术基础实验室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王岳斌 2009 

23 大学物理实验室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苏卡林 2009 

24 运动人体科学实验室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周次保 2005 

25 运动解剖学 精品课程 省级 李佳川 2010 

26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精品课程 省级 王岳斌 2010 

27 实变函数 精品课程 省级 孙明保 2010 

28 伦理学 精品课程 省级 范  虹 2009 

29 运动生理学 精品课程 省级 李香华 2009 

30 数据库原理 精品课程 省级 胡虚怀 2009 

31 学校体育学 精品课程 省级 李  莉 2008 

3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精品课程 省级 李大健 2008 

33 无机化学 精品课程 省级 柳一鸣 2008 

34 教育法学 精品课程 省级 钟  华 2007 

35 工程力学 精品课程 省级 韦成龙 2007 

36 当代学术史 精品课程 省级 余三定 2006 

37 机电传动控制 精品课程 省级 张万奎 2006 

38 大学物理 精品课程 省级 苏卡林 2006 

39 大学体育 精品课程 省级 周次保 2006 

40 汉语言文学 特色专业 国家级、省级  2010 

41 人力资源管理 特色专业 国家级、省级  2009 

42 广告学 特色专业 省级  2009 

43 思想政治教育 特色专业 省级  2008 

44 音乐学 特色专业 省级  2008 

45 电子信息工程 特色专业 省级  2008 

46 美术学 特色专业 国家级、省级  2007 

47 应用化学 特色专业 国家级、省级  2007 

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优势专业 省级  2016 

4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优势专业 省级  2016 

50 电子信息工程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国家级  2013 

51 音乐学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国家级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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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时间 一等奖数 二等奖数 三等奖数 总计 

2009 年  2  2 

省  级 

时间 一等奖数 二等奖数 三等奖数 总计 

2001 年 1 1 3 5 

2003 年  2 1 3 

2004 年 1 2 3 6 

2006 年 1 3 3 7 

2008 年 1 1 3 5 

2010 年  2 3 5 

2013 年 1 3 2 6 

2016 年 2 1 4 7 

合计 7 15 22 44 

校  级 

时间 特等奖数 一等奖数 二等奖数 总计 

2001 年 4 5 22 31 

2003 年  8 7 15 

2004 年  12 12 24 

2006 年 7 9 16 32 

2008 年 4 7 11 22 

2010 年 2 8 13 23 

2012 年  10 11 21 

2015 年  11 15 26 

合计 17 70 107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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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员 时间 等级 

1 
地方理工院校艺术素养教育研究与

实践 

彭时代  刘  创  钟  华  徐振祥  

余三定  李文 
2009 二等奖 

2 
地方院校机械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韦成龙  张力军  张万奎  刘振球  

丁跃浇  赵  稳  安伟科 
2009 二等奖 

3 
一般本科院校建设具有比较优势和

特色的土木工程专业的研究与实践 

郑健龙  袁剑波  赵建三  韦成龙  

陈若玲 
2005 二等奖 

 

省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员 时间 等级 

1 
地方高校机械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校企合作培养机制的探索 

安伟科  谭晶莹  张晓红  周  勇  

蔡安辉 
2016 一等奖 

2 
地方高校音乐教育立足社会实际需

求的专业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陈文红  柳  青  张映兰  庞  毅  

袁  茜 
2016 一等奖 

3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素

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李大健  喻义东  刘红英  匡促联  

陈其胜 
2016 二等奖 

4 
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工程法律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 

陈建军  杨恒山  夏尊文  刘  杨  

廖  丹 
2016 三等奖 

5 
创新力导向的设计艺术类专业三维

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万长林  刘  理  洪  琪  黄亚鹰  

刘艳娥 
2016 三等奖 

6 

地方高校电子信息类工程应用型人

才“3(3+1)”协同培养模式探索与实

践 

张国云  吴健辉  李  武  潘  理     

彭  鑫 
2016 三等奖 

7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网

络工程实用教程》建设与实践 

石炎生  郭观七  周细义  刘利强   

方  欣 
2016 三等奖 

8 
地方本科院校基于协同治理的人才

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构建与运行 

韦成龙  刘  理  刘振天  王家合  

张泰来 
2013 一等奖 

9 
地方理工院校公共艺术课程优化的

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刘  创  徐振祥  刘红英  

黄皓华 
2013 二等奖 

10 

地方本科院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工程

应用型人才多元协同培养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 

张国云  丁跃浇  李  武  陈  松  

聂  江 
2013 二等奖 

11 
地方本科院校实践育人“共生、集成、

协同”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钟  华  刘亦工  刘隆华  刘振球  

陈  华 
2013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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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员 时间 等级 

12 

多维审视与理性涵育——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与

实践 

李大健  匡促联  殷石龙  陈其胜  

胡年珊 
2013 三等奖 

13 
地方本科院校依托学科建设，培养数

学类专业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孙明保  甘向阳  李松华  李新平  

彭庆军 
2013 三等奖 

14 
地方本科院校家庭贫困学生就业能

力提升的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文艺文  徐振祥  刘  创  

汤福球 
2010 二等奖 

15 
地方院校依托学科建设，产学研结

合，培养化工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唐课文  侯朝辉  易健民  阎建辉  

王国祥 
2010 二等奖 

16 
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增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与实践 

卢先明  刘红英  彭柏林  陈素红  

徐四星 
2010 三等奖 

17 
地方高校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体系的

探索与实践 

钟  华  刘振球  王家合  王庆华  

彭阳红 
2010 三等奖 

18 
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特色的研究与

实践 

邱绍雄  罗洪程  徐小立  刘淳松  

曾晓剑 
2010 三等奖 

19 
地方理工院校艺术素养教育研究与

实践 
彭时代  刘  创  钟  华  徐振祥 2008 一等奖 

20 
力学系列课程教学体系整体优化的

研究与实践 

韦成龙  李学罡  李小松  喻小明  

曾纪杰 
2008 二等奖 

21 
地方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放

性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文艺文  刘亦工  刘红英  刘  创 

殷石龙 
2008 三等奖 

22 
创设“文艺热点”课程实现教学与科

研的良性互动 

余三定  杨厚均  谭解文  任先大 

朱平珍 
2008 三等奖 

23 
成人教育背景下农村中学教师行为

及其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汤福球  刘振球  孙明保  陈启文 

余会春 
2008 三等奖 

24 
地方高校机械类专业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的探索研究与实践 

韦成龙  张力军  张万奎  赵  稳 

丁跃浇 
2006 一等奖 

25 
地方院校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建设

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刘  创  钟  华  徐振祥 

刘红英 
2006 二等奖 

26 
面向农村的地方院校教师教育体系

的研究与实践 

汤福球  唐松林  刘振球  余会春 

张松德 
2006 二等奖 

27 
借鉴 ISO 质量管理理念  强化高校

教学质量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曹  军  刘绍勤  张艳雯  张拥华 

胡小兵 
2006 二等奖 

28 “当代学术史”课程的创设与建构 
余三定  李灿朝  朱平珍  钟兴永 

汤凌云 
2006 三等奖 

29 
加强大学物理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

践 

苏卡林  刘喜斌  李科敏  朱曙华 

廖高华  
2006 三等奖 

30 
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教学“二三四”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李  文  谭政国  刘  翔  郭观七 

陈  松 
2006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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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校艺术素养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刘  创  傅有明  钟  华  

徐振祥 
2004 一等奖 

32 
本科法学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法学

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钟  华  左平良  陈建军  喻永红  

廖  丹 
2004 二等奖 

33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的创新与实践 
邱绍雄  周  宇  汤福球  喻运斌  

刘红英 
2004 二等奖 

34 
运动人体科学实验模块化教学的探

索与实践 

李香华  史湘平  王鸿翔  杨晨利  

张秀娟 
2004 三等奖 

35 

倡导自主发展，突出个性培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3”模块教

学改革总结 

杨克昌  王岳斌  陈凯文  张  红 2004 三等奖 

36 “两课”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谭先锋  文艺文  刘  创  周立志 2004 三等奖 

37 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继续教育研究 
余三定  唐亚豪  李大健  严忠炎  

陈启文 
2003 二等奖 

38 
地方高校美术院系学分制教学管理

的探索与创新 

彭时代  刘  理  邓晓东  洪  琪  

段  辉 
2003 二等奖 

39 
法学教学中的立体式社会实践内容

体系构建 

钟  华  左平良  范  毅  喻永红  

陈霞明 
2003 三等奖 

40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

构建与探索 
彭时代  余三定  王大燕  刘  理 2001 一等奖 

41 
“两课”教学中学生考试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蒋冀骋  谭先锋  黎大志  刘  创  

周立志 
2001 二等奖 

42 
理工专科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

的探索 

万幸明  李  文  柳建国  胡文静  

张国云 
2001 三等奖 

43 
21 世纪初期基础教育人才目标及师

范专科课程结构改革 

邓晓东  唐松林  刘振球  徐厚道  

汤福球 
2001 三等奖 

44 
高职高专教育机电类专业和课程体

系改革，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张万奎  周北岳  张艳霞  张力军  

丁跃浇 
2001 三等奖 

 

校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员 时间 等级 

1 
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工程法律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 

陈建军  杨恒山  夏尊文  刘  杨  

廖  丹 
2015 一等奖 

2 
高校体育理论课程网络教学模式构

建与实践 
刘怀金  周次保  李  莉  李香华 2015 一等奖 

3 
立足社会实际需求的地方高校音乐

专业综合改革创新与实践 

陈文红  柳  青  张映兰  庞  毅  

袁  茜 
2015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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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大育人平台”联动，培养艺术设

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万长林  洪  琪  郑  斌  黄亚鹰 2015 一等奖 

5 
《化学与人类生活》课程（教材）建

设 

柳一鸣  易健民  侯朝辉  周宁波  

钟  明 
2015 一等奖 

6 
地方高校机械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校企合作培养途径的探索 

安伟科  谭晶莹  张晓红  周  勇  

蔡安辉 
2015 一等奖 

7 
校企合作，多措并举，培养电子信息

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张国云  李  武  吴健辉  彭  鑫  

李宏民 
2015 一等奖 

8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网

络工程实用教程》(第 3 版)建设与实

践(教材) 

石炎生  郭观七  周细义  刘利强  

方  欣 
2015 一等奖 

9 
地方院校土建类大学生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杨恒山  陈积光  李  斌  孙超法  

刘晓红 
2015 一等奖 

10 
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杨新荣  缪  雄  易翠枝  彭十一  

刘清泉 
2015 一等奖 

11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素

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李大健  喻义东  匡促联  陈其胜  

廖良初 
2015 一等奖 

12 
实施运动处方与家庭作业教学模式

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的研究及实践 

李佳川  周次保  唐金根  李  莉  

李香华 
2015 二等奖 

13 
地方高校应用型声乐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刘栋梁  苗  辉  刘林利  徐立翔  

蔡远鸿 
2015 二等奖 

14 

地方高校基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钢琴实践课程教学新模式的构

建与创新 

刘长旭  陈文红  曹莉芳  徐立翔  

冯  毅 
2015 二等奖 

15 
应用型音乐人才培养视角下《音乐教

学论》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侯新兰  蔡远鸿  周安安 2015 二等奖 

16 
利用现代教学设计和课程资源开发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李科敏  苏卡林  聂  江  李奇云  

徐旭玲 
2015 二等奖 

17 
基于数学应用培养的理工类公共数

学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张再云  孙明保  甘向阳  丁卫平  

李松华 
2015 二等奖 

18 
信息技术环境下地方理工院校机械

类专业工程实践教学研究与实践 

周  勇  丁跃浇  李荣华  李小松  

张晓红 
2015 二等奖 

19 
基于学科竞赛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应

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程望斌  李  武  陈  松  万  力  

伍建辉 
2015 二等奖 

20 
面向创新型人才培养控制类课程群

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荣  军  万忠民  郭龙源  张  敏  

万  力 
2015 二等奖 

21 
地方高校电子信息类工程应用型人才“3

（3+1）”协同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宏民  张国云  潘  理  吴健辉  

陈  松 
2015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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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工程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单片

机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童耀南  陈  进  湛腾西  管  琼  

吴  柯 
2015 二等奖 

23 

多元协同  平台支撑  柔性培养—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综合改革的探索

与实践 

彭 鑫  刘 翔  周细义  欧阳竟成  

罗朝明 
2015 二等奖 

24 
 计算机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校企合作

创新机制研究与实践 

王岳斌  陈  华  严权峰  胡虚怀  

刘利强 
2015 二等奖 

25 
“主体—主导”网络交互教学的改革

与实践 

胡虚怀  王岳斌  严权锋  杨志和  

石炎生 
2015 二等奖 

26 
电子商务专业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与实践 
王淑霞  黎振强  赵锦艳 2015 二等奖 

27 
地方本科院校依托学科建设,培养数

学类专业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孙明保  甘向阳  李松华  李新平  

张映辉 
2012 一等奖 

28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学物理教师培

训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苏卡林  李奇云  李科敏 2012 一等奖 

29 

以“质量工程”建设为契机，开展大

学生创新性实验，促进本科生应用能

力的培养 

阎建辉  张丽  唐课文  侯朝辉  

周民杰 
2012 一等奖 

30 
电子信息专业类多要素协同式工程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张国云  丁跃浇  李  武  李宏民  

陈松 
2012 一等奖 

31 
多维审视与理性涵育——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 

李大健  匡促联  殷石龙  陈其胜  

胡年珊 
2012 一等奖 

32 
地方理工院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优

化的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刘  创  徐振祥  刘红英  

黄皓华   
2012 一等奖 

33 
基于协同治理的人才培养质量保证

体系构建与运行 

韦成龙  刘理  刘振天*  董垌希*  

王家合 
2012 一等奖 

34 
地方本科院校实践育人“共生  集成  

协同”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钟  华  刘亦工  刘振球  陈  华  

刘隆华 
2012 一等奖 

35 
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大机械类综合工

程实践教学研究与实践 

安伟科  周  勇  李小松  李荣华  

蔡安辉 
2012 一等奖 

36 
计算机公共课实验教学创新机制研

究与实践 

王岳斌  胡虚怀  严权峰  杨克昌  

丁卓平 
2012 一等奖 

37 
法学本科学生自主性实践能力培养

的理论与实践 

喻永红  陈建军  左平良  廖  丹  

杨  河 
2012 二等奖 

38 
信息技术与体育理论课程整合的复

合型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周次保  刘怀金  李  莉  李香华 2012 二等奖 

39 
提高文化应用能力 推进汉语言文学

专业人才培养的现代转换 

余三定  杨厚均  贺波彬  蒋晓城  

胡云晚    
2012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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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高校与政府部门协同创新的翻译实

践教学模式研究 

毛新耕  黄粉保  朱娟辉  罗爱慧

*  朱  远* 
2012 二等奖 

41 
《新闻摄影》课程教学与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曾晓剑  刘淳松  罗洪程  李  明 2012 二等奖 

42 
音乐学专业声乐系列课程“技+能双

线并行”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徐立翔  刘栋梁  蔡远鸿  庞  毅  

苗  辉 
2012 二等奖 

43 
依托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构建创

新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新模式 

万长林  洪 琪  欧阳瑰丽  郑 斌  

黄亚鹰 
2012 二等奖 

44 
电子信息类专业强化工程创新能力

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丁跃浇  陈  松  周细义  聂  江  

欧阳竟成 
2012 二等奖 

45 
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的

网络交互教学改革与实践 

胡虚怀  王岳斌 欧阳建平 严权锋  

谭用秋 
2012 二等奖 

46 
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杨新荣  易翠枝  缪  雄  彭十一  

刘清泉 
2012 二等奖 

47 
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

践平台构建 
陈  华  张万奎  聂  江  周华林 2012 二等奖 

48 
地方本科院校家庭贫困学生就业能

力提升的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文艺文  徐振祥  刘  创  

汤福球 
2010 特等奖 

49 
地方高校实践育人教学体系探索与

实践 
钟  华  刘振球  王家合  王庆华 2010 特等奖 

50 
教学型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保障

体系研究 

刘  理  钟  华  刘振球  张艳雯  

王家合 
2010 一等奖 

51 
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特色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 

邱绍雄  罗洪程  徐小立  刘淳松  

曾晓剑 
2010 一等奖 

52 
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增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与实践 
卢先明  刘红英  彭柏林  陈素红 2010 一等奖 

53 
地方院校依托学科建设，产学研结

合，培养化工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唐课文  侯朝辉  易健民  阎建辉  

聂东宋 
2010 一等奖 

54 
多层次  立体化  系统性的大学英

语学习能力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潘洞庭 欧阳建平 童淑华  陈旭红  

杨  柳 
2010 一等奖 

55 
地方院校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探索与实践 

杨恒山  张镇森  曾文德  刘康兴  

向  南 
2010 一等奖 

56 高校“三贴近”德育的探索与实践 
李大健  文艺文  匡促联  许冬玲  

夏永华 
2010 一等奖 

57 
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杨新荣  邱绍雄  缪  雄  易翠枝  

彭十一 
2010 一等奖 

58 
和谐社会下的体育教学改革之成功

体育教学研究 
涂娅菲  周次保  夏伟峰 2010 二等奖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69·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员 时间 等级 

59 
地方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实践教育特

色的理论与实践 
左平良  喻永红  喻福东  廖  丹 2010 二等奖 

60 
应用型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 

郭观七  张国云  徐四星  李宏民  

杨志和 
2010 二等奖 

61 
音乐学专业声乐系列课程“技+能双

线并行”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徐立翔  蔡远鸿  王  俊  陈文红  

柳  青 
2010 二等奖 

62 
电工学实验教学对接工程应用的研

究与实践 
安伟科  余晓峰  张万奎  李荣华 2010 二等奖 

63 
基于省级示范实验室的计算机专业

实验教学体系创新研究与实践 

王岳斌  陈  华  胡虚怀  严权峰  

刘利强 
2010 二等奖 

64 
地方高校美术院系开放式教学的实

践与研究 

洪  琪  阳鲁平  秦  宏  狄岱岳  

刘文良 
2010 二等奖 

65 
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基础化学实验

项目改革与实践 

周从山  杨  涛  张建策  廖德仲  

毛立新 
2010 二等奖 

66 
信息技术与体育理论课程整合的教

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刘怀金  李  莉  李香华  张  丽 2010 二等奖 

67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主导

教学改革与实践 

胡虚怀  王岳斌  严权峰  刘利强  

谭用秋 
2010 二等奖 

68 
基于学习策略训练培养大学生英语

听说能力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邹娟娟 欧阳建平 张春敏  郭建民  

熊奕 
2010 二等奖 

69 高等数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研究 
丁卫平  周立仁  胡国华  周小强  

何  帆 
2010 二等奖 

70 
将科研成果同步融入课堂教学，实现

科研与教学的协调发展 

任先大  余三定  朱平珍  蒋晓城  

何  轩 
2010 二等奖 

71 
地方综合性院校师范专业学生素质

教育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刘  创  钟  华  徐振祥 2008 特等奖 

72 

地方本科院校开放性实践教学模式

的构建——以湖南理工学院“一三

七”模式为例 

文艺文  刘亦工  刘  创  刘红英  

徐振祥 
2008 特等奖 

73 
力学系列课程教学体系整体优化的

研究与实践 

韦成龙  李学罡  李小松  喻小明  

曾纪杰 
2008 特等奖 

74 
电工电子实践教学“四三二一”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 

张国云  湛腾西  胡文静  彭仕玉  

罗朝明 
2008 特等奖 

75 
创设“文艺热点”课程，实现教学与

科研的良性互动 

余三定  杨厚均  谭解文  任先大  

朱平珍 
2008 一等奖 

76 
高校整体性  开发性  人本性德育

研究与实践 

李大健  文艺文  匡促联  刘红英  

夏永华 
2008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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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课程建设管理模

式的探索建设与实践 
刘振球  王莉英  伍赛男 2008 一等奖 

78 大学生科技创新机制研究与实践 
陈  华  徐四星  陈超文  柳周峰  

聂  江 
2008 一等奖 

79 
构建第一  二  三课堂综合培养大

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欧阳建平  邹娟娟  申丽娟  刘萍  

张雪 
2008 一等奖 

80 
机械专业中电类课程体系的改革探

索 
安伟科  丁跃浇  张万奎  谭晶莹 2008 一等奖 

81 

地方本科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与实

践 

胡虚怀  杨克昌  周细义  杨志和  

郑光明 
2008 一等奖 

82 
高校教学评估教育价值的理论研究

与实践探索 

刘  理  韦成龙  钟  华  李  文  

董学梅 
2008 二等奖 

83 
新形势下地方院校实习基地长效机

制建设研究与实践 
聂  江  陈  华  石炎生  张国云 2008 二等奖 

84 
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  体育活动参

与指数与体育教学改革研究 

涂娅菲  周次保  刘  明  胡满香  

闵新亚 
2008 二等奖 

85 
立体化教学培养学生输出能力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潘洞庭  童淑华  曾文雄  王  宇  

杨  柳 
2008 二等奖 

86 
21 世纪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系列实验

教材 
罗洪程  关  红  潘胜华  李  明 2008 二等奖 

87 
积极因素的创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的研究与实践 

陈  正  宋德生  杨  柳  申丽娟  

欧阳建平 
2008 二等奖 

88 
《物理化学实验》教学创新研究与实

践 
周从山  杨  涛  张建策  毛立新 2008 二等奖 

89 
基于校园网资源的案例教学研究与

实践 

王岳斌  陈  岗  杨志和  刘利强  

朱承璋 
2008 二等奖 

90 
大土木背景下工程测量课程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杨恒山  杨岳兰  曾文德  胡文峰  

林志英 
2008 二等奖 

91 路基路面工程课程建设与教学研究 陈积光  祝新念  胡卫东  廖  嘉 2008 二等奖 

92 
旅游管理专业多维实践教学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钟兴永  汤福球  朱学东  朱沁夫  

吴忠才 
2008 二等奖 

93 
地方院校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建设

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韦成龙  刘  创  钟  华  

徐振祥 
2006 特等奖 

94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地方本科院

校教师队伍建设模式研究与实践 

文艺文  喻运斌  蔡景华  张书辉  

邱  荷 
2006 特等奖 

95 
面向农村的地方院校教师教育新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汤福球  唐松林  刘振球  余会春  

张松德 
2006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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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当代学术史”课程的创设与建构 
余三定  李灿朝  朱平珍  钟兴永  

汤凌云 
2006 特等奖 

97 
大学物理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 

刘喜斌  李科敏  安伟科  梅孝安  

罗文华 
2006 特等奖 

98 机械创新设计能力培养与实践 
张力军  赵  稳  王  清  丁跃浇  

陈  华 
2006 特等奖 

99 
电子信息类专业实验教学“二三六”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李  文  刘  翔  柳建国  田  鹏  

陈  松 
2006 特等奖 

100 
贫困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与提

高的机制构建与实践 

周  宇  王庆华  刘振球  周迎九  

廖良辉 
2006 一等奖 

101 成人非学历教育的发展研究与实践 谭先锋  李大健  喻义东 2006 一等奖 

102 
大学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的

构建与实施 
汤庆华  钟  华  周次保  刘  明 2006 一等奖 

103 
创新地方本科院校教学管理途径的

研究与实践 
谢  芸  陈克刚  李  毅 2006 一等奖 

104 
基于学习策略培训的大学英语教学

模式 

欧阳建平 申丽娟 陈  正  王  宇  

胡小颖 
2006 一等奖 

105 
新闻传播类专业多维度实践教学模

式研究 

罗洪程  石炎生  王文锋  聂  江  

刘  创 
2006 一等奖 

106 现代汉语研究性学习的实践与探讨 米嘉瑗  胡云晚  曾炜  雷蕾 2006 一等奖 

107 
地方高校工科大学生创新培养体系

的构建 

张万奎  丁跃浇  周岳斌  方  岳  

李  波 
2006 一等奖 

108 
全面提高工科类学生实践应用与创

新能力的有效探索 

苏卡林  张国云  栗向军  刘  翔  

陈  松 
2006 一等奖 

109 
刑事诉讼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理论与

实践 

陈建军  钟  华  夏尊文  杨  河  

喻福东 
2006 二等奖 

110 

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原“两课”）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 

廖良初  陈素红  喻义东 2006 二等奖 

111 
普通高校成人函授教育管理模式创

新研究 
文  锦  唐亚豪  黎文龙  黄永恒 2006 二等奖 

112 
教研教改课题全面质量管理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 
王莉英  彭阳红  刘振球 2006 二等奖 

113 
新办本科院校实习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 

聂  江  石炎生  陈克刚  黄亚鹰  

李  鹏 
2006 二等奖 

114 
高师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

究 
陈文红  王  俊  蔡远鸿  徐立翔 2006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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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多元化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的教学模式 
童淑华  邹娟娟  邓格红 2006 二等奖 

116 多媒体辅助大学英语教学的探索 
赵庆红 欧阳建平 童淑华  宋德生  

陈  香 
2006 二等奖 

117 教师教育专业水彩画创新教学探索 段  辉  游佩琳 2006 二等奖 

118 涉外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杨厚均  朱沁夫  赵煌庚  欧阳莉  

杨  永 
2006 二等奖 

119 
从构建正确“学习观”入手，着力提

高大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杨新荣  王淑霞  彭平锋 2006 二等奖 

120 
推行课程综合改革，全面提高高等数

学教学质量 
涂建斌  陈  妍  郑  杰 2006 二等奖 

121 
地方本科院校化学基础实验新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易健民  曹佐英  侯朝晖  周从山  

华  杰 
2006 二等奖 

122 
地方高校理工科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刘振球  李  文  张艳雯 2006 二等奖 

123 
湖南理工学院计算机应用水平等级

考试成绩统计分析系统 
胡虚怀  张艳雯  胡星航  刘隆华 2006 二等奖 

124 《C 程序设计》重点建设课程与实践 
王岳斌  李  毅  周持中  甘  靖  

刘洪辉 
2006 二等奖 

125 高校艺术素养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彭时代  刘  创  傅有明  钟  华  

徐振祥 
2004 一等奖 

126 
运动人体科学实验实施模块化教学

的探索与实践 

李香华  史湘平  王鸿翔  杨晨利  

张秀娟 
2004 一等奖 

127 
大学写作课程创造性能力训练工程

研究 
周淼龙  李赴军  刘振球 2004 一等奖 

128 
本科法学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法学

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钟  华  左平良  喻永红  廖  丹  

李亚松 
2004 一等奖 

129 
构筑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工作校内评

估的运行机制 
刘振球  王莉英 2004 一等奖 

130 

倡导自主发展，突出个性培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3 模块教学

改革 

杨克昌  王岳斌  郭迪新  陈凯文  

谭用秋 
2004 一等奖 

131 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研究 谭先锋  李大健  周立志 2004 一等奖 

132 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创新与实践 
邱绍雄  周  宇  刘  创  汤福球  

徐振祥 
2004 一等奖 

133 
新北京  新奥运背景下我国青少年

奥林匹克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 

马岳良  易健民  王国华  陈卫东  

杨 柳 
2004 一等奖 

134 
机电类专业人才培养与制造业创新

的研究与实践 

张万奎  周北岳  丁跃浇  曾纪杰  

张艳雯 
2004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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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两课”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及实施 
谭先锋  文艺文  刘  创  周立志  

徐振祥 
2004 一等奖 

136 
当代大学生正确“学习观”的构建与

培养 

杨新荣  朱上准  刘  鲸  王淑霞  

谭政国 
2004 一等奖 

137 校园“定向运动”的推广与应用研究 
周次保  王文进  赵立军  胡满香  

李  海 
2004 二等奖 

138 
数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与学生素质

能力培养的研究 

周立仁  李凤高  王安斌  谈秀山  

戴细华 
2004 二等奖 

139 
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刘亦工  张艳雯  周立志  张剑桥  

卢晓红 
2004 二等奖 

140 
新转型理工学院实验管理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谭政国  陈克刚  周迎九  刘振球 2004 二等奖 

141 
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与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 
李  莉  史湘平  李佳川 2004 二等奖 

142 
依托重点课程建设，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拓展综合素质 

张力军  赵  稳  赵运才  王  清  

方  岳 
2004 二等奖 

143 
改革高等数学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新

尝试 

涂建斌  黎丽梅  汪庆利  李迈龙  

王  英 
2004 二等奖 

144 当代高校文科高等数学教学研究 丁卫平  彭  拯  谈秀山  周小强 2004 二等奖 

145 
基于网络的交互式实验教学改革与

实践 
王岳斌  刘利强  周细义 2004 二等奖 

146 
构建高校普通话培训与测试运行的

管理机制 

刘隆华  万  璐  蔡秀英  刘振球  

谭政国 
2004 二等奖 

147 
“中国画笔墨基础课程”的教学与实

践 
谭智勇  毛亦农 2004 二等奖 

148 
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公共课任务驱

动式教学与测试手段的创新与实践 
胡虚怀  王岳斌  李  焕  王勇智 2004 二等奖 

149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

构建与探索 
彭时代  余三定  王大燕  刘  理 2001 特等奖 

150 
“两课”教学中学生考试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蒋冀骋  谭先锋  黎大志  刘  创  

周立志 
2001 特等奖 

151 
理工专科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

的探索 

方幸明  李  文  柳建国  胡文静  

张国云 
2001 一等奖 

152 
21 世纪初期基础教育人才目标及师

范专科课程结构改革 

邓晓东  唐松林  刘振球  徐厚道  

汤福球 
2001 一等奖 

153 
高职高专教育机电类专业和课程体

系改革，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张万奎  周北岳  张艳霞  张力军  

丁跃浇 
2001 一等奖 

154 
高师专科中文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

革 

余三定  刘振球  谭解文  朱平珍  

杨厚均 
2001 特等奖 

155 
在计算机程序设计教学中加强创新

能力培养 

杨克昌  王岳斌  石炎生  方建超  

陈凯文 
2001 特等奖 

156 面向创新教育的大学写作教学改革 周淼龙  姚林保  刘振球 2001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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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高师美术专业水彩画教学符号  图

式建构的研究与实践 
洪  琪  段  辉 2001 一等奖 

158 师范素质技能的渐进式分段化培养 杨新荣  钟  华  赖换初 2001 二等奖 

159 
实施案例教学法，培养高素质的复合

型人才 

钟  华  范  毅  左平良  喻永红  

陈霞明 
2001 二等奖 

160 转变教学观念  培养创新精神 李  莉  史湘平  倪依克  周次保 2001 二等奖 

161 英语情景教学课堂设计实践 张省林 2001 二等奖 

162 广告专业毕业实习模式研究 何鹄志  邱绍雄 2001 二等奖 

163 “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 王安斌  戴细华  刘玉记 2001 二等奖 

164 
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提高高等数学教

学效果 

谈秀山  李迈龙  宾红华  涂建斌 

孙明保 
2001 二等奖 

165 初数探新及教法创新 唐攀龙 2001 二等奖 

166 实践性教学法研究 李荐名  陈  华  蔡岳洪  陈宏斌 2001 二等奖 

167 
计算机基础教学多层次全方位教学

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方建超  胡虚怀  蒋贤芳  王勇智  

杨  斌 
2001 二等奖 

168 
多媒体技术在《数学逻辑》教学中的

应用 
郭迪新  程宇虹 2001 二等奖 

169 计算机体系结构 CAI 课件及教学 胡虚怀 2001 二等奖 

170 《钢结构》教学改革 李楚雄 2001 二等奖 

171 “分析化学”课程建设与改革 
陈国斌  谭淑珍  华  杰  唐课文 

许  友 
2001 二等奖 

172 导游教学与实践 欧阳莉 2001 二等奖 

173 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构建 
刘  理  徐厚道  许仕君  龚雄飞 

曾利庆 
2001 二等奖 

174 省教委组编“心理学”教材 徐厚道  刘  理   唐松林 2001 二等奖 

175 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加强德育效果 
唐松林  徐厚道  刘  理  曹广庚 

卢晓红 
2001 二等奖 

176 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实践能力 
邓晓东  刘振球  汤福球  刘亦工  

张颖利 
2001 二等奖 

177 
研制辅助教学课件，探索高等教学改

革之路 

周利麟  方建超  陈志刚  王勇智  

刘衍斌 
2001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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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项 

2016 年 

本校数值 

2017 年 

本校数值 

2018 年 

本校数值 

2017 年 

全国平均值 

合格 

标准 

1 本科生人数 17154 17233 17311 16206  

2 折合学生数 17944.2 17690.4 18437.5 21216  

3 全日制在校生数 17411 17456 17784 19000  

4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的比例（%） 
98.52 98.72 97.34 85.29  

5 专任教师数量（人） 699 814 830 985  

6 
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比

例（%） 
40.34 43.49 45.66 49.91  

7 本科专业总数 53 54 54 51  

8 生师比 23.7 19.39 19.68 18.34 18 

9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万元） 
0.9 1.06 1.23 1.62 0.5 

10 
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万元） 
1190.6 2484.48 3911.52 4021.61  

11 生均纸质图书（册） 77.15 80.39 81.56 80.6 80 

12 电子图书总数（种） 1378388 1491482 1573500 2380168  

13 
电子期刊、图书等数据库数

量（个） 
38 38 42 57  

14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平方米） 9.96 11.63 17.83 15.77 14 

15 生均实验室面积（平方米） 3.97 1.76 2.98 2.09  

16 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元） 1664.81 1569.91 1638.26 3000.74  

17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万元） 4077.32 4459.1 4932.9 5091.59  

18 生均本科实验经费（元） 215.25 143.91 151.93 381.59  

19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 1704 1739 1961 1745  

20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

总数的比例（%） 
78.74 75.18 74.48 79.92  

21 
教授授本科课程占总课程数

的比例（%） 
14.73 14.03 13.21 17.47  

22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98.56 99.41 97.54 96.8  

23 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 95.47 94.77 97.69 97.2  

24 应届本科生就业率（%） 95.7 94.96 97.74 90.3  

25 体质测试达标率（%） 91.67 95.5 94 8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