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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总结报告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1研究背景与成果简介

地方高校是隶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多数靠地方财政提供资金的普通

高等学校，共有2500多所，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以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为目标，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坚强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我国土

木工程行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支柱产业之一。

该行业已经从快速发展期进入到了高品质建设期，建筑工程的规模、功能、造型

和建造技术越来越大型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土木工程设计及建设难度越来越大

，建设环境越来越苛刻，亟需一批具有人文素养良好、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

系统、实践创新能力强且具有良好工程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能解决实际工

程技术问题的高层次应用技术人才。作为地方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一方面要服

务地方经济的发展，主动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产业布局，一方面要主动

响应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为此，课题组对毕业生及用

人单位进行持续跟踪，并走访调研132家相关企业，调研发现，地方高校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面临人才培养与工程实践脱节的问题，存在着产-科-教不融合的“堵点”，

校-地-企不共享的“痛点”和教-研-用不互撑的“难点”。针对这些问题，经过10余年

的探索、创新、实践和反复修正，凝练形成以下成果：

（1）主动对接地方发展需求，响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变化，建立“

土水交汇”“产科融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生课程体系；以项目为依托，学科

方向为引领，创建“课程+人才+项目+转化”的古建筑保护、工程灾害防治、新型建

筑智能建造化、乡村振兴规划四个科研群人才培养体系。

（2）通过创建聊城市装配式建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聊城市BIM技术应用协

作创新联盟，打通了校地校企合作壁垒，实现了企业专家、技术骨干和高校导师、

研究生之间的角色互换，建立了校地校企共建共管融合共享科研创新平台。

（3）提出“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硕士研究生科研培养

的新路径，实现了科研、成果转化与研究生培养的相互支撑；综合校地校企资源，

打造“全过程双导师指导+全天候科研平台学习+全开放时间平台服务”的全链条培

养模式以及闭环动态质量监控体系，创新人才培养实施新范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6%96%B9%E6%89%80%E5%B1%9E%E9%AB%98%E6%A0%A1/66928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4%E8%BE%96%E5%B8%82/7254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9%80%9A%E9%AB%98%E7%AD%89%E5%AD%A6%E6%A0%A1/34593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9%80%9A%E9%AB%98%E7%AD%89%E5%AD%A6%E6%A0%A1/345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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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方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1.2解决的主要问题

（1）疏通产-科-教不融合的“堵点”问题。针对高校土木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

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科研成果与实际问题不衔接等问题，明确了以科研项目驱动

人才培养，科研成果驱动产业发展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创建科研群人才培养

体系。

（2）破除校-地-企不共享的“痛点”问题。由于科技研发、政绩价值与经济效

益导向存在差异，校-地-企三方存在合作动力不足、定位不清晰、资金分配不称、

有效抓手少等问题，通过建设校-地-企融合共享平台，成为多方协同培养硕士研

究生的有效抓手。

（3）解决教-研-用不互撑的“难点”问题。针对研究生教育存在教学内容无法

有效支撑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成果无法支撑行业实际需求等问题，抓住培养质量

核心主线，通过教学、项目、竞赛、实践等各个培养环节的交互评价，形成培养

过程闭环动态监控体系，实现质量提升和相互支撑。

2.解决主要问题的方法

2.1需求引领，科教协同，全面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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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对毕业生及用人单位进行持续跟踪，走访调研设有土木工程专业的山

东省内高校14所和省外高校36所、132家相关企业、学校驻地政府及管理部门，综

合跟踪及调研数据，剖析所在区域的经济市场发展需求及行业技术产业升级、技

术进步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明确地方及行业“需要什么人”，通过校地校企深度

融合，共建共享培养平台，共同探索“如何培养人”，提出了“立足地方、服务行业

、注重实践、强化创新、德能兼顾、全面发展”的人才协同培养理念。

图2 对毕业生及用人单位持续跟踪、广泛调研及数据分析

通过对毕业生及用人单位进行持续跟踪，综合剖析跟踪及调研数据，明确新

时代土木工程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新需求，梳理政府、学校、企业硕士研

究生培养资源，打造思政哲学、基础理论、科研创新、实践应用类“四模块”课程

体系；科学制定硕士学位授予标准，有效搭建省级实验室、创新创业中心、企业

创新成果转化中心，制定研究生学术讲座、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科技成果研发

等方面激励政策，做好学位论文培养环节，设计研究生“八环节”培养环节，实现

了对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优化。

图3 研究生“四模块 八环节”课程体系与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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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全面创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平台

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策略，政府、企业专家参与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置、

教研活动等培养全过程，选派导师团队到政府、企业挂职锻炼，攻破技术难关，

多渠道建设“双师型”导师队伍；通过整合“校地企”优势资源，共建共管融合共享

资源平台和融合共享创新平台，建立平台管理机制，制定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

保障措施，实现了“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创新实践→成果转化”的良性互动和互

利共赢。

图4 研究生融合共享创新平台 图5 研究生科研中心

图6 校外导师聘任及制定培养方案 图7 校内导师团队企业行活动

图8 工程科研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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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研究生创新实践

2.3项目驱动，闭环管理，全面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效果

根据研究方向和实验平台，建立古建筑研究、工程灾害防治、新型新型建筑

智能建造化、乡村振兴规划四个科研团队，通过导师申报国自科、省自科及企业

委托项目，研究生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和参加学科竞赛，提出了“科研项目+学科竞

赛+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硕士研究生科研培养效果的新评价方法；创设了“全过

程双导师指导+全天候实验室服务+全开放线上课程学习”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拓展

教学科研时空、缓解教研供给与学生需求多样性之间矛盾，创建了包括“学院、学

校、企业”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评价与反馈、持续提升的动态闭环监控新体系，

实现多方联动，上下支撑。

图10 动态闭环监控体系和持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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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点

3.1主动响应，创建了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

主动响应地方土木水利行业需求变化，提出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与

定位，按照“优品德、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宽视野”的培养思路，建立了“土

水交汇”“产科融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创建“课程+人才+项目+

转化”科研群人才培养体系，将课程教学建在科研项目研究之中，将科研精神融入

实践教学理念，把科研平台和产教资源拓展为实践教学条件，以科研成果和产业

前沿丰富实践教学内容。

3.2融合共享，构建了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平台

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导向，依托省级实验室和行业创新联盟等

优势平台资源，率先提出了“融合共享”校地校企协同育人新举措，丰富了建设“双

师型”导师队伍路径；通过校地企三方深度融合，共建共管融合共享平台，打通了

三方资源壁垒，破解了合作瓶颈，实现了制度政策、双师队伍、信息资源、项目

经费、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打造协同育人共同体，揭示了以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为平台的工程类专业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长效机制，探索了地方政府、行业企业、

高校参与的协同育人新模式，形成了各方多元投入、合作共赢的新机制。

3.3持续优化，完善了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评价机制

坚持人才培养为本，研究成果为导向，建立学术论文、专利、竞赛获奖与转

化效益相支撑的科研群人才培养评价指标，打破了硕士研究生靠论文的单一评价

束缚，丰富了学位成果类型和形式，构建了“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成果

转化”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通过设计研究生教育全过程质量跟踪评价环节，全

过程评价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各环节效果，构建了动态闭环质量监控新

体系，为培养过程中实施预警、分流选择等工作提供参考，也实现了对育人和育

才全过程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及反馈，保障了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全面持续提升。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人才培养成效突出，社会声誉显著提升

近十五年培养了土木类硕士研究生近268名，获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4篇。依

托学科平台，学生们参与了一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文物局、山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等纵向科研项目并直接为光岳楼保护、矿山灾害防治及聊城市城区建设服

务，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在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双协同”育

人机制获得山东省教育卫视专题报道和推介。近五年研究生平均就业率达到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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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就业进入高校、政府事业单位、央企和大型国企占比超过55%，得到了用

人单位的高度评价，为地方经济建设和行业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2）学生创新亮点纷呈，教学成果斐然

学生科研成果丰硕，学生作为研究骨干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8项，省部级科

研项目22项，参加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约320人次，获得第八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赛一等奖、山东省大学生创新方法二等奖、互联网+山东省创新

创业大赛铜奖等奖励67项，发表学术论文360余篇，获得授权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102项，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12人，参加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钢结构会议、

大跨度空间结构学术会议等学术会议、志愿服务63人次。教师教学成果斐然，团

队教师出版教材8部，发表教学论文15篇，科研论文270余篇，主持省部级、校级

教学项目6项，获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3项，校级教学成果奖2项；获批省级

研究生实践基地3个，培育工作站1个。

（3）成果获媒体广泛报道，辐射带动效果显著

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欣闻该成果对提高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颇具特色，对本成果高度认可，并给予推荐。山

东教育电视台以新闻报道、“教育逐梦人”电视访谈栏目专题报道了本成果的人才

培养成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国网、央视频移动网等多家媒体

也对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教师、学生进行了报道，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辐射

带动作用。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兄弟院校的认可，山东建筑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烟台大学等4所高校应用或借鉴了该成果，受益人数达1200余人，提高了人才培

养质量，增强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毕业生就业率显著提升，研究成果具有可复

制性、可推广的应用价值。

图11 山东教育电视台专题报道 图12 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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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佐证材料
1 教学成果获奖
序

号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完成单位 授奖单位

1 工程硕士应用创新型人才“分解递进、协同创新”

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省级二等奖 聊城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2 工程硕士应用创新型人才“分解递进、协同创新”

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校级一等奖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3 基于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
省级一等奖 聊城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4 工程硕士专业“素质链”与“课程链”深度融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校级二等奖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5 主动响应，融合共享，创新地方高校土木工程“双协

同”人才培养模式
省级二等奖 聊城大学 山东省教育厅

6 多方协同 融合共享，创新地方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校级特等奖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

1.1 2018年山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2 2018年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3 2022年山东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4 2018年 聊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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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1年聊城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1.6 2025年聊城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2 专业课程获奖
序

号
获奖名称

立项

时间
主要负责人

等

级
授予单位

1 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土木工程 2019 孟昭博，张保良

省

级

山东省教

育厅

2 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重点建设专

业-土木工程
2013 赵庆双，孟昭博

3 一流本科课程重点培养课程《钢结构设计原

理》
2021 杨秀英，张保良

4 一流本科课程重点培养课程《岩石力学》 2021 王刚，秦哲

5 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022 倪振强，杨秀英
校

级
聊城大学6 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 2022 田忠喜，张保良

7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 2022 赵腾飞，孟昭博

2.1 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土木工程 2.2 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重点建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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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1年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

2.4 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5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及教学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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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质量项目
序

号
成果名称

完成

单位
主要完成人

项目

等级
委托单位

1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基于协同育人机

制的全日制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聊城

大学
孟昭博，张保良 省级

山东省教

育厅

2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BIM技术背景下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

聊城

大学

赵庆双，孟昭博，

张保良
省级

3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以工程实践和创

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地方性高校工程硕士实践教学

体系研究与实践》

聊城

大学
张绪涛，张保良 省级

4 校级教改项目《学科评估背景下地方高校专业研究

生“双导师三段制”培养模式研究》

建工

学院
张保良，赵庆双 校级

聊城大学

5 校级教改项目《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

融入路径研究》

建工

学院
张保良 校级

6 产学研项目《基于隧道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新工科建

设探索》

聊城

大学
张保良 部级

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

7 产学研项目《基于现浇剪力墙、框架柱变形缝液压

模板研发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探索》

聊城

大学
田忠喜 部级

8 产学研项目《新工科背景下给排水虚拟仿真实训平

台构建》

枣庄

学院
裘娜

9 产学研项目《工程力学开放式实践创新平台建设》
聊城

大学
孟昭博 部级

10
教育部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双万背景”下地方高校生态型高水平教师团队

建设研究》

枣庄

学院
裘娜 部级

教育部教

学指导分

委员会

3.1 省级教改项目-基于协同育人机制的全日制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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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省级教改项目-BIM技术背景下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3.3 省级教改项目-以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地方性高校工程硕士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3.4 校级教改项目-学科评估背景下地方高校专业研究生“双导师三段制”培养模式研究

3.5 部级产学研项目-基于隧道工程地质灾害 3.6 校级教改项目-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防治新工科建设探索 挖掘与融入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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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部级产学研项目-新工科背景下给排水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建设

3.8 教育部教指委教改项目-“双万背景”下地方高校生态型高水平教师团队建设研究

4 出版教材

教材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时

间

涉及的主要完成人姓

名及作者位次

《基于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协同设计-房
屋建筑学》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21 赵庆双，第1位

《工程地质》 2021 张保良，第1位
《土木工程施工》 2021 田忠喜，第1位
《房屋建筑学》 2007 赵庆双，第1位

《临清运河遗产健康监测及保护》

科学出版社

2018 赵庆双，第1位
《深部洞室破坏机理与围岩稳定分析理

论方法及应用》
2017 张绪涛，第8位

建筑力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张保良，第4位

岩体力学学习指导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8 秦哲，第1位

工程结构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 孟昭博，参与

工程力学习题集 辽宁电子出版社 2022 邢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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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材-基于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协同设计的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系列教材

4.2 房屋建筑学 4.3 临清运河遗产健康监测及保护 4.4 深部洞室破坏机理与围岩稳定分析理论方法及应用

4.5 教材-岩体力学学习指导 4.6 教材-建筑工程质量分析与处理 4.7 教材-工程机构 4.8 教材-工

程力学习题集



第十届省级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申请书附件

15

4.9 聊城大学校级规划教材项目

5 发表教研论文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 发表时间
涉及的主要完成人

姓名

地方综合性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与实践
中国成人教育 2020.04 赵庆双

地方高校工程硕士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以聊城大

学为例
教育观察 2022.11 张绪涛，孟昭博，

赵庆双

煤矿巷旁料石充填墙体留设研究 内蒙古煤炭经济 2021.10 张保良

新工科背景下土力学案例教学研究 高等建筑教育 2019.04 崔诗才，赵庆双

建筑平面图纸计算机快速绘图方法研究 建筑技术开发 2018.12 赵庆双

地方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的困境与对策 高教学刊 2018.06 张绪涛，孟昭博

BIM在运维阶段应用障碍及新模式的探索 工程技术 2019.02 孟昭博

普通高校土木工程材料实验教学探索 高等建筑教育 2017.04 孟昭博

土木工程实验教学与大学生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探索
大学课程与教学

研究
2019.06 孟昭博

疫情期间土木工程施工线上教学探索与思考 价值工程 2020.07 张保良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以土木

工程专业为例
聊城大学学报 2015.12 崔诗才

土木工程专业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11 崔诗才

普通高校土木工程材料实验教学探索 高等建筑教育 2017.04 倪振强

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以学科竞赛

为载体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增刊

2017.06 崔诗才

课程思政在《材料力学》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科学咨询 2023.04 王海龙

新工科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工匠精神培养研究 高教学刊 2022.08 王海龙

工程管理类课程内容建设探讨——以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课程为例
课程教育研究 2019.03 孟昭博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JANE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JZ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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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课程教学探索 高等建筑教育 2015.12 倪振强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的课程改革研究一以《工程结

构》为例
地产 2019.09 孟昭博

BIM技术在工程结构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地产 2019.09 孟昭博

以价值塑造为引领构建应用型人才课程体系——以混凝

土结构课程为例
河南教育 2022.02 张绪涛，孟昭博，

赵庆双

Studyonthecontinuingeducationinnovativetalentstrainingmo
deofcivilengineeringmajor

IOPConferenceS
eries:EarthandEn
vironmentalScien

ce

2017.12 崔诗才

Researchonreformplanofcivilengineeringadulteducationgrad
uationdesign

IOPConferenceS
eries:EarthandEn
vironmentalScien

ce

2017.12 崔诗才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策略

研究
教育研究 2025.02 邢国起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iversified Chem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Mode—Taking the Loc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2020.10 裘娜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Taking the Chem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as 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dueation

lnnovation and
Economie

Management

2020.02 裘娜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2019 4th
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9..10 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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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师能力提升

6.1 大学生良师益友

6.2 师德标兵 6.3 教学新星

6.4 第三届全国高校城市地下空间专业青年教师讲课二等奖 6.5 校级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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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优秀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者及学会常务理事

6.6 山东省教育厅--第五届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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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山东省教育厅-第六届省青教赛三等奖 6.8 山东省教育厅-第七届省青教赛三等奖

7 实践基地建设
序

号
校地校企工程实践平台名称 平台所在单位名称 建立时间

1 产学研实践基地 聊城大学-山东东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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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学研实践基地
聊城大学-比兰德（山东）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
2020.12

3 产学研实践基地
聊城大学-山东三山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
2020.09

4 产学研实践基地 聊城大学-山东春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020.06

5 产学研实践基地 聊城大学-山东鑫鑫住工装配建筑有限公司 2019.09

6 产学研实践基地 聊城大学-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07

7 产学研实践基地 聊城大学-山东建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9.03

8 产学研实践基地 聊城大学-山东住工装配建筑有限公司 2017.09

9 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2020

10 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山东三箭集团有限公司 2020

11 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

12 装配式建筑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山东天元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2020

13 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山东志鑫改建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2020

14 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
2020

15 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中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2020

16 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中建科技（济南）有限公司 2020

17 实习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中交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2020

18 产学研实践基地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15.10

19
聊城市新型建筑工业化集成建造研究

平台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5.12

20 聊城市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山东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6.09

21 聊城市装配式产业研发基地 山东鑫鑫住工装配建筑有限公司 2019.09

22
聊城市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与管理重

点实验室
山东鑫鑫住工装配建筑有限公司 2019.09

23 工程技术与管理研究中心 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07

24 新型墙体材料研发中心 山东春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2020.06

25 聊城市智慧城市研究院 聊城市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0.09

26 黄河水沙调控及泥沙高效利用特色实

验室
山东省教育厅 2022.11

27 山东省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实验室-建筑

遗产保护
山东省大数据局 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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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山东东岳项目管理公司 7.2 比兰德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7.3 山东鑫鑫住工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7.4 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7.6 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7.7 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7.8 山东春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7.9 山东建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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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山东三山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7.11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 7.12 山东三箭集团有限公司

7.13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7.14山东天元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7.15山东志鑫改建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7.16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7.17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7.18中建科技（济南）有限

公司



第十届省级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申请书附件

25

7.19中建科技（济南）有限公司 7.20中交四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7.21聊城华建集团有限公司

7.22 聊城市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与管理重点实验室

7.23 山东省黄河水沙调控及泥沙高效利用特色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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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山东省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实验室-建筑遗产保护

8 教师科研获奖（代表性）

获奖名称 时间 等级 授奖单位
获奖

教师

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2024.03 二等奖 山东省人民政府 张保良等

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成果奖 2024.03 二等奖 中国黄金协会 秦哲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 2024.12 二等奖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秦哲

2019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2019.12 三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 张保良等

2018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2018.10 三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会 孟昭博等

2020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2020.10 三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会 张绪涛等

第二届安全科学技术进步奖 2021.08 二等奖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 王海龙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 2018.11 二等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张保良等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 2021.11 二等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张保良等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 2020.11 三等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王海龙

第九届淮海科学技术奖 2022.09 一等奖 淮海科学技术奖委员会 裘娜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 2013.11 三等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张保良等

山东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 2023.06 三等奖 山东公路学会 张保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奖 2017.02 二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张保良等

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2015.01 二等奖 山东省人民政府 秦哲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学技术奖 2021.03 三等奖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王海龙

绿色矿山科学技术奖 2024.12 一等奖
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

盟
秦哲

中国发明协会科学技术奖 2024.07 二等奖 中国发明协会 王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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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23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8.2 山东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 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奖

8.4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8.5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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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2015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8.7 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 8.8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学技术奖

8.9 绿色矿山科学技术奖 8.10 淮海科学技术奖 8.11 中国发明协会科学技术奖

8.12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学技术奖 8.13 第二届安全科学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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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生获奖（代表性）

学科竞赛 时间 等级 授奖单位
获奖

学生

全国大学生创新促进就业（简历设计）大

赛
2021.11 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创新促进

就业大赛委员会
徐翰成

大学生传染病预防知识竞赛 2020.12 优秀奖
大学生传染病预防知

识竞赛组委会
徐一凡

全国大学生环保知识竞赛 2021.03 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环保知识

竞赛组委会
崔康

大学生传染病预防知识竞赛 2020.12 优秀奖
大学生传染病预防知

识竞赛组委会
崔康

第一届山东省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 2020.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陈为正等

第十一届 MathorCup 高校数学建模挑

战赛
2021.06

成功参

赛奖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

经济数学研究会
姚志斌等

第一届山东省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 2020.12 二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张传帅等

“建行杯”第八届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2022.10 铜奖 山东省教育厅 孙伟明等

第七届山东省大学生创课大赛 2022.10 一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赵剑桥等

第十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2022.10 一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赵剑桥等

“上汽通用五菱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

新方法大赛
2022.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段兆苛等

“上汽通用五菱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

新方法大赛
2022.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徐子涵等

“上汽通用五菱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

新方法大赛
2022.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郑少媛等

“上汽通用五菱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

新方法大赛
2022.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赵剑桥等

“上汽通用五菱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

新方法大赛
2022.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刘瑞等

“上汽通用五菱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

新方法大赛
2022.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孟令辉等

“上汽通用五菱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

新方法大赛
2022.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牟永鑫等

“上汽通用五菱杯”第三届山东省大学生创

新方法大赛
2022.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殷志伟等

山东省第四届数据应用创新创业大赛 2023.02 优秀奖 山东省大数据局 徐子涵等

聊城大学第十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
2023.03 三等奖

共青团聊城大学委员

会
孟令辉等

2023“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组大赛聊城

大学校赛
2023.06 金奖 聊城大学 徐子涵等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2023.08 三等奖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沈 任现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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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赛区组委会

第十五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

人才大赛
2024.05 三等奖 蓝桥杯大赛组委会 梁秋惠

山东省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 2023.12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华鑫燚等

第八届中国创新挑战赛（聊城） 2023.12
挑战优

秀奖

第八届中国创新挑战

赛（聊城）组委会
徐强等

聊城大学第十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
2023.03 一等奖

共青团聊城大学委员

会
徐子涵等

“建行杯”第八届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2022.10 三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 赵延凯等

山东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聊城赛

区）
2023.07 优胜奖 中共聊城市委组织部 徐强等

山东省大学生创客大赛 2024.10 二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郭益豪等

山东省大学生创客大赛 2024.10 三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张世诚等

第十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创新大赛 2024.06 三等奖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山相军等

第八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创新大赛 2022.07 二等奖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王海龙等

山东省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技能大

赛
2019.11 二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王海龙等

2023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

大赛
2023.08 一等奖 中国测绘学会 柴兴邦

2023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

大赛
2023.08 一等奖 中国测绘学会 崔邵帅

2023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

大赛
2023.08 二等奖 中国测绘学会 汲飞晔

2024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

大赛
2024.08 二等奖 中国测绘学会 李欣

2024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

大赛
2024.08 二等奖 中国测绘学会 陶梦冉

2024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

大赛
2024.08 特等奖 中国测绘学会 王海春

山东省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

模创新大赛
2024.07 一等奖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毕研增等

第十七届高教杯监全国大学生

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2024.07 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

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

创新大赛组委会

成望珂等

第十七届高教杯监全国大学生

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2024.07 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

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

创新大赛组委会

成望珂等

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大赛 2024.11 银奖 山东省教育厅 杨雨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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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专利

类别

授权

时间
授权单位 发明人

一种用于钢结构连廊桁架监测的磁吸保护

装置
实用新型 2023.05 国家知识产权局 张万硕等

一种钢结构连廊整体提升抗风装置 实用新型 2023.05 国家知识产权局 张万硕等

一种用于实验室水泥胶砂振实台固定试模

的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8 国家知识产权局 张保良等

一种用于测定渗透力的常水头试验装置 实用新型 2021.09 国家知识产权局 倪振强等

一种新型混凝土轴向拉伸试验装置 实用新型 2020.11 国家知识产权局 张绪涛等

一种边坡的支挡结构 实用新型 2021.07 国家知识产权局 袁立群等

一种三轴试验中橡皮筋的安装工具 实用新型 2021.05 国家知识产权局 苏大海等

一种用于校园操场排水的模块化节能草坪

监测系统
实用新型 2023.02 国家知识产权局 孟昭博等

一种太阳能发电的檐柱榫卯松动监测预警

装置
实用新型 2023.05 国家知识产权局 赵剑桥等

一种建筑物多层地下结构支护施工方法及

支护装置
发明专利 2023.01 国家知识产权局 袁立群等

一种用于混凝土模具刷油的辅助装置 实用新型 2019.07 国家知识产权局 张保良等

一种海绵城市建设用雨水分流式排放装置 发明专利 2021.09 国家知识产权局 苏志彬等

一种用于水下悬浮隧道的通风换气装置 发明专利 2021.02 国家知识产权局 孙胜男等

一种绿色装配式建筑施工用的建材提升装

置
发明专利 2023.01 国家知识产权局 苏志彬等

一种岩层运动在线监测装置及其监测方法 发明专利 2018.06 国家知识产权局 张保良等

9.1 省级优秀学位论文及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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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9.3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及优秀研究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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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学科竞赛获奖展示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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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学科竞赛获奖展示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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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学科竞赛获奖展示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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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学生授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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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学成果推广应用

10.1聊城大学应用证明 10.2山东建筑大学应用证明 10.3烟台大学应用证明 10.4青岛理工大学应用证明

11 专家推荐及媒体报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 项目研究成果被山东教育电视台专题报道


	一、研究总结报告
	1 教学成果获奖
	1.1  2018年山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2
	1.3  2022年山东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4 2018年
	 1.5  2021年聊城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1.6  2025年聊城大学教
	2  专业课程获奖
	2.1  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土木工程           2.2  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重
	2.3  2021年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
	2.4  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5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及教学案例库
	3  教学质量项目
	3.1 省级教改项目-基于协同育人机制的全日制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3.2 省级教改项目-BIM技术背景下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3.3 省级教改项目-以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地方性高校工程硕士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3.4 校级教改项目-学科评估背景下地方高校专业研究生“双导师三段制”培养模式研究
	3.5 部级产学研项目-基于隧道工程地质灾害        3.6 校级教改项目-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
	防治新工科建设探索                            挖掘与融入路径研究
	3.7 部级产学研项目-新工科背景下给排水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建设
	3.8 教育部教指委教改项目-“双万背景”下地方高校生态型高水平教师团队建设研究
	4  出版教材
	4.1  教材-基于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协同设计的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系列教材
	4.2  房屋建筑学   4.3  临清运河遗产健康监测及保护   4.4  深部洞室破坏机理与围岩
	4.5 教材-岩体力学学习指导    4.6 教材-建筑工程质量分析与处理     4.7  教材-
	4.9 聊城大学校级规划教材项目
	5  发表教研论文
	6  教师能力提升
	6.1  大学生良师益友
	6.2  师德标兵                                         
	6.4  第三届全国高校城市地下空间专业青年教师讲课二等奖            6.5  校级优秀
	6.5  优秀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者及学会常务理事
	6.6  山东省教育厅--第五届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6.7  山东省教育厅-第六届省青教赛三等奖         6.8  山东省教育厅-第七届省青教赛
	7  实践基地建设
	7.1  山东东岳项目管理公司 7.2  比兰德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7.3  山东鑫鑫住工装配式建筑有
	7.4  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  山东华科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7.6  聊建集团有限公司
	7.7  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7.8  山东春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7.9  山东建科信息技术有
	7.10  山东三山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7.11 山东建勘集团有限公司7.12  山东三箭集团有
	7.13 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7.14 山东天元建设机械有限公司7.15 山东志鑫改建加固工程
	7.16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7.17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7.18 中建科技（
	7.19 中建科技（济南）有限公司   7.20 中交四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7.21 聊城华建集
	7.22  聊城市装配式建筑智慧建造与管理重点实验室
	7.23  山东省黄河水沙调控及泥沙高效利用特色实验室
	7.24  山东省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实验室-建筑遗产保护
	8  教师科研获奖（代表性）
	8.1 2023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8.2 山东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  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8.4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8.5 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
	8.6 2015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8.7 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  8.8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科学技
	8.9 绿色矿山科学技术奖  8.10 淮海科学技术奖  8.11 中国发明协会科学技术奖
	8.12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学技术奖  8.13 第二届安全科学技术进步奖
	9  学生获奖（代表性）
	9.1  省级优秀学位论文及优秀毕业生
	9.2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9.3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及优秀研究生干部
	9.4  学科竞赛获奖展示区之一
	9.5  学科竞赛获奖展示区之二
	9.6  学科竞赛获奖展示区之三
	9.7  学生授权专利
	10  教学成果推广应用
	10.1 聊城大学应用证明 10.2 山东建筑大学应用证明 10.3 烟台大学应用证明 10.4 青
	11  专家推荐及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