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教学成果奖申报公示信息表 
 

成果名称 
赋能航天强国 集同领军院所 

——探索与实践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成果完成人 盛庆红 王博 蒯家伟 朱桂平 高有涛 林晓 

成果完成 

单位 
航天学院 

成果简介 

（300字内） 

中国航天已进入新太空时代，战略性、多元化、高

边疆等特征显著。本成果服务航天强国建设，以“航天

精神铸魂 领军院所赋能”为主线，面向国家重大工程需

求，集同优质航天产业资源，构建了“'三位一体'思政、

双师协同指导、重大项目牵引”为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

式，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系统思维、协同攻坚、自主创

新、追求卓越等素质和能力的新太空时代卓越英才。 

构建“三位一体”思政体系。以中国航天精神（谱系）

的丰富内涵打造新太空时代研究生的精神引擎和铸魂利

器，形成面向研究生培养的大师思想引领、总师项目思政、

导师全方位思政的“三位一体”思政育人体系。 

深化双师协同指导机制。推进双师协同、产教融合，

构建了“院所总师+校内导师”的联合导师团队，发挥总

师统领工程和导师统筹学术二个优势，融合项目实践和学

术前沿二类问题，确立研究目标，开展课题研究，建立动

态优化机制，对研究生进行工程化、实践性、创新型协同

指导。 

创新工程实践育人模式。以航天领域工程需求为牵



引，集同校内实践平台和领军院所工程资源，以型号项目

中的实践问题为导向，创建了校内科创项目专业实践、国

防项目创新实践、重大型号项目深度实践的三层递进式工

程实践育人模式。 

主

要

完
成

人

情
况 

1 

姓名 盛庆红 单位及职务 航天学院副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航天学院主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副院长，负责首批工信部校企

协同育人示范基地“航天工程协同育人基地”的建设和各项实践教学育

人活动的实施工作，先后组织并实施了“探秘深空”创新训练计划、总师

线上系列讲座、508所暑期夏令营、太空菁英班培优计划等具体的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2 

姓名 王博 单位及职务 
航天学院 

系副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工信部校企协同育人示范基地“航天工程协同育人基地”的主

要负责人，围绕卫星遥感与空间感知的学科方向，带领研究生团队深度

参与我国高轨卫星空间监视与深空火星探测项目；与航天 508 所、504

所建立稳定的联合培养导师团队；主讲的研究生课程《卫星遥感技术》

连续 5年学生评教成绩优秀。 

3 

姓名 蒯家伟 单位及职务 航天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参与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探秘深空”系列项目的申报、宣传等

工作,校级协同基地项目的负责人，并以第一作者发表相关教改论文：

新工科产教协同育人——南航 508 所校企合作；《航天工程概论》的建

设和教材编写，并主持本课程的校级教改项目，课程于 2021 年 5 月入

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本人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

作为课程思政的师资团队成员，积极探索、践行并推广航天思政育人，

并在校“课程思政”比赛中获奖；参研火星信标装置研发重大航天项目；

荣获校教学成果一等奖“航天精神铸魂 多维实践育人——面向大系统

工程的创新型研究生培养体系”。 

4 

姓名 朱桂平 单位及职务 航天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以江苏省“双创计划”双创博士世界名校类引进的海外归国人才，参

与与政府间的联系并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基地的建设工作，作为航天系统

工程系副主任，负责研究生日程等所有具体事务，包括研究生学术活动

的组织、规划与协调，招生宣传，中期及毕业答辩，暑期学校等具体事

务；参与系统工程系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及实施方案的规划；参与研



究生实验课程体系建设与管理，与学院教学实验中心老师优势互补，建

设培养研究生实践与理论能力兼具的实验课程体系。参与思政示范课

《航天工程概论》教材的撰写以及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的建设。 

5 

姓名 高有涛 单位及职务 
航天学院 

支部书记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航天控制工程系党支部书记，主抓课程思政工作，以航天精神

为引领，塑造研究生的航天情怀、家国情怀，立航天报国之志。与航天

八院 509所信息仿真中心党支部共建党支部，以支部共建为抓手，探索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共同培养新模式。主持建设校级精品课程《航天器轨

道动力学》；主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课题（课堂

教学革新专项）：《基于雨课堂的航天器动力学基础混合教学》，积极探

索航天类专业课的教学方法改革；主持编写校十四五规划教材《航天器

轨道动力学实践教程》；参与编写省级规划教材《航天工程概论》；获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创建航天人文课程体系，提升大学

生科学文化素质的教改与实践；参与完成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航天、

人文与艺术》；参与江苏省教改项目“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策略研究”，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新模式。 

6 

姓名 林晓 单位及职务 
航天学院 

党委副书记 
专业技术职称 

助理研

究员 

主要贡献 

（100字内） 

作为分管航天学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副书记，主持江苏省社科应

用研究精品工程思政专项课题等多项省级以上课题，思政工作经验多次

入选工信部、江苏省等省部级优秀案例。多平台打造精品思想项目。带

领学院学工团队多渠道布局思政教育阵地，形成多维协同的航天思政育

人体系。多方位指导学生创新创业。成立研究生纵向党支部 4个、学生

创新实验室 2个、航天科普等类别实践基地 5个，引导学生在实践实训、

航天科普中凝聚航天精神。多渠道开辟优质就业市场。学院与航天五院、

七院、八院等单位建立密切就业指导和人才输送合作关系，形成以航天

为核心、国防为主体的就业市场，通过“国防企业面对面”访企拓岗促

就业专项行动、成立教育部就业实习基地等工作，引导学生主动服务祖

国国防事业发展。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贡

献 

1 

在航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本成果凝练于航天学院多年实践探索而完成。 

航天作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三航特色”之一，学院以发展航天学科和专业为

核心，始终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航天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在承担江苏

省品牌教育工程项目和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中，形式的主要成果包括：瞄准航天实践

型人才需求，制定实施“以航天精神践行思政德育，以工程项目牵引实践培养”的校

企协同育人体系，即构建了“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育人平台，整合了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教学资源），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研资源），航天五院、航天八院

的实践基地（产业资源）和江苏省品牌教育工程项目（政府资源），实现了跨学科

交叉的培养体系。在人民科学家、航天学院院长叶培建院士的指导下，探索航天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