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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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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奖 

(一) 2021 年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理工结合 交叉融通：行业特色高校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培养改革与实践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2/3/18/art_58320_10383316.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2/3/18/art_58320_103833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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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 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一等奖：深化共建体制改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行业高校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8/6/19/art_58320_7684204.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8/6/19/art_58320_7684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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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改项目 

(一) 基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对策研究 

(二) “新工科”背景下行业特色高校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9/6/4/art_58320_8356386.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9/6/4/art_58320_83563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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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院所合作的研究生教育模式研究 

(四)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工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8/6/29/art_58320_7726213.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8/6/29/art_58320_7726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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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五) 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胜任力模型构建及实践研究 

(六)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工科研究生四元协同创新创业培养机制研究 

http://doe.jiangsu.gov.cn/art/2017/7/26/art_77619_9061658.html 

 

http://doe.jiangsu.gov.cn/art/2017/7/26/art_77619_9061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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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行业特色型高校工程硕士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为例 

(八) 博士研究生跨学科培养的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研究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6/9/18/art_58371_7505322.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6/9/18/art_58371_75053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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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专业硕士工程实践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方法分析与研究 

https://gs.njust.edu.cn/84/2c/c4568a164908/page.htm 

 

 

  

https://gs.njust.edu.cn/84/2c/c4568a16490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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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关于加强二级学院导师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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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建设 

(一) 大气科学学科评估与“双一流”建设情况 

1.全国第三、四轮学科评估 

第三轮学科评估 

 
 

第四轮学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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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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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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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7 年自主设置气象信息相关交叉学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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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获批一级学科博士点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moe_818/201805/t20180509_335457.h

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moe_818/201805/t20180509_335457.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moe_818/201805/t20180509_3354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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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moe_818/202111/t20211112_579351.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yjss_xwgl/moe_818/202111/t20211112_579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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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牵头论证并成功推动气象专业学位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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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台基地 

(一) 科技部 教育部“天气气候变化与预测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25 

 

(二) 教育部 江苏省“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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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气候与环境变化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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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部数字取证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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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技部 教育部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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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育部 工信部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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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育部“气象云平台及应用”互联网应用创新开放平台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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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江苏省大气环境与装备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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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江苏省气象能源利用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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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江苏省气象传感网技术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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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江苏省大数据分析技术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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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江苏省气象探测与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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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国际气象教育与科学研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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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叉教材 

(一) 省级以上规划教材 

1.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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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气环境检测实验（江苏省“十二五”重点教材） 

3.大气物理学（江苏省“十三五”重点教材） 

4.大气探测学（江苏省“十二五”重点教材） 

5.物理海洋学导论（江苏省“十三五”重点教材） 

6.数值分析与计算方法（江苏省“十二五”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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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卫星气象学（江苏省“十二五”重点教材） 

 

 

8.农业气象学原理（江苏省“十三五”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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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出版的交叉教材 

年度 教材作者  教材名称 出版社 

2016 王振会、胡方超 卫星气象学实验实习教程 气象出版社 

2016 陆昌根、沈露予 计算流体力学 气象出版社 

2016 邵月红、刘永和 GIS 简明实习教程 
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 

2016 董昌明 海洋绿色能源 科学出版社 

2016 张培昌 雷达气象学（第二版） 气象出版社 

2017 刘超、银燕 大气辐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马利、赵立成(外校)、王

保卫 
气象信息处理与系统设计基础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吉中会、张丽杰、曹玲、

吕明辉、王丽娟 
公共气象服务案例与实践选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李刚、刘文军、蒋飞达、

黄瑜、王曰朋、吴斌 

数学物理方程：模型、方法与

应用 
科学出版社 

2017 
李刚、王曰朋、胡广平、

卢长娜、官元红、杨建伟 
大气科学中的数学方法 科学出版社 

2018 

闵锦忠、戚友存、王世璋

等；戚友存、曹志斌、张

哲等校译 

双偏振雷达气象学 气象出版社 

2018 
张培昌、魏鸣、黄兴友、

胡汉峰 

双线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探测

原理与应用 
气象出版社 

2018 

李祥超、蔡露进、张静、

陈良英、刘艳、马骁骐、

万治成等 

雷电电磁脉冲防护技术 科学出版社 

2019 张培昌、朱君鉴、魏鸣 
龙卷风形成原理与天气雷达探

测 
气象出版社 

2019 徐永明 ENVI 遥感软件综合实习教程 科学出版社 

2019 段明铿、王文、刘毅庭 
动力气象学引论（原书第五

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 
王振会、夏俊荣、李艳

伟、郜海阳、卜令兵 
新编大气探测学 气象出版社 

2020 邹晓蕾 

ATMOSPHERIC SATELLITE 

OBSERVATIONS: VARIATIONAL 

ASSIMIL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ACADEMIC 

PRESS-ELSEVIER 

2020 
邱玉珺、陆春松、郭凤

霞、刘超 
大气气溶胶物理学 气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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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获奖 

(一) 教师团队荣誉 

1.第十四批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创新团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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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0/5/20/art_58320_9181611.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0/5/20/art_58320_9181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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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师个人荣誉 

1.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马廷淮 

 
  



47 

 

2.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马廷淮、行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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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省科学进步奖：马廷淮、行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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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南省科学进步奖：马廷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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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2017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马廷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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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0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张永宏、宋齐明 

 

 

7.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朱晓东 

 
  



54 

 

8.2015 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指导老师：朱晓东、张永宏 

 

 

9.2017 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指导老师：朱晓东 

 

 

  



55 

 

10.2017 年中国气象学会 涂长望气象青年科技奖 

http://www.cms1924.org/WebPage/WebPageDetail_79_95_2414.aspx 

 

 

  

http://www.cms1924.org/WebPage/WebPageDetail_79_95_24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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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全球高被引学者: 许小龙 

 

 

12.江苏省科技副总: 许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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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 许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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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9-2020 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许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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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21 年度 SCI 小类一区期刊 JNCA 最佳论文奖：许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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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十一届中国软件杯本科、研究生组二等奖指导老师：许小龙 

 

 

17.2021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二等奖:许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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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1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成果三等奖: 许小龙 

 

 

19.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行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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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进步奖：行鸿彦 

 

 

21.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优秀指导老师奖：行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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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江苏省“十佳研究生导师”提名奖：行鸿彦 

 

  



65 

 

七、培养成效 

(一) 竞赛和研究成果 

1.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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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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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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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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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2021年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34 篇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8/12/10/art_62646_8320542.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8/12/10/art_62646_8320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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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9/12/18/art_58320_8855738.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0/12/18/art_77619_9607929.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9/12/18/art_58320_8855738.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0/12/18/art_77619_9607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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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1/11/3/art_58320_10095796.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1/11/3/art_58320_10095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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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磊在《Nature》发表高水平论文（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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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530项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7/7/18/art_77619_9061655.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7/7/18/art_77619_9061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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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进集体和个人 

1.2021 年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16/s255/202108/t20210820_552747.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16/s255/202108/t20210820_552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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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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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生葛荐在某部队荣获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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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苏省优秀毕业生 3人 

5.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4 人 

6.江苏省三好学生 6 人 

7.江苏省先进班集体 4个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8/5/3/art_58383_7627252.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9/5/10/art_77617_9061582.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8/5/3/art_58383_7627252.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19/5/10/art_77617_9061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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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0/6/9/art_58320_9201301.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1/6/10/art_58320_9846114.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0/6/9/art_58320_9201301.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1/6/10/art_58320_9846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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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1/5/13/art_58320_9819854.html 

 

 

  

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1/5/13/art_58320_98198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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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泽晖荣获 Klaus Toepfer 环境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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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超获日本气象学会 JMSJ Award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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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经验推广 

(一) 教改理论成果 

1.“互联网＋”背景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 

 

 

2.多学科交叉融合：高校气象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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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产教协同育人的治理路径 

 

 

4.在线学习对工科大学生能力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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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审视与建构：基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科的案例研究 

 

 

6. 高校———企业协同创新的新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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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超越教师发展：范式转换与教学发展中心的建构 

 

 

8.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体系构建研究 

 
  



94 

 

9.共建体制下行业特色高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10.行业高校人才协同培养的体系构建与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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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分媒体报道 

1.《科技日报》报道我校学科交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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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气象报》报道我校局校人才培养合作情况 

 

 

3.《Nature》杂志介绍我校与耶鲁大学合作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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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气象报》报道我校气象专业学位论证情况 

 

  



98 

 

5.国际气象教育与科学研究协会首届年会在我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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