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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 2024 年 

“环宇国光”本科教学奖教金评选办法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环宇

国光教育发展基金”捐赠项目全额支持设立“环宇国光”本科教学奖教金，用于

奖励在本科人才培养工作中成绩突出的教师和团队。2024年评选办法如下： 

一、奖项设置 

“环宇国光”本科教学奖教金设七类奖项：本科核心课程教材建设奖、高水

平“科研育人”新工程教育计划建设成效奖、高峰体验课程（项目）建设奖、产

教融合课程建设奖、本科毕业设计环节改革工作推进奖、本科教研论文奖、“人

工智能+”本科教学典型案例奖。奖项设置如下： 

奖项名称 

奖项设置 数量（个） 奖金（万/个） 

该奖教金共 20万元 

宁缺勿滥，所有奖项都可以空缺 

空缺项目的金额用于奖励其他优质多的项目 

本科核心课程教材建设奖 
一等奖 1 2 

二等奖 1 1 

高水平“科研育人”新工程教育计划建设成

效奖 

一等奖 2 2 

二等奖 2 1 

高峰体验课程（项目）建设奖 课程建设奖 3 0.7 

产教融合课程建设奖 课程建设奖 3 0.8 

本科毕业设计环节改革工作推进奖 
一等奖 1 1.5 

二等奖 2 1 

本科教研论文奖 本科教研论文奖 2 0.6 

“人工智能+”本科教学典型案例奖 
一等奖 1 1 

二等奖 2 0.4 

二、工作组织与实施 

教务处负责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奖、公示、公布评审结果。 

三、申报基本条件 

申报人（团队）基本条件：申报人（团队）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政治

立场坚定，师德高尚，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在教育育人、师德师风等方面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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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违纪情况；上一年度至该奖评定截止时无教学事故。 

四、评选细则 

（一）本科核心课程教材建设奖 

1.奖励对象 

奖励在本科核心课程教材建设中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教材。 

2.评选范围 

（1）我校教师主编（或作为第一编写人）且近三年（即 2021年以来）正式

出版（初版或修订再版，不含重印）的高水平教材，申报一等奖要求教材被全国

高校的教学中广泛采用，并提供证明。 

（2）每个教学单位可申报不超过 1本。 

（3）申报的教材未获得校内其他奖教金（有新 ISBN号的改版教材不作为同

一本教材）。 

（二）高水平“科研育人”新工程教育计划建设成效奖 

1.奖励对象 

奖励在开展高水平“科研育人”新工程教育计划中教育教学改革成绩突出，

育人成效显著，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优秀教学团队。 

2.评选范围 

（1）学校立项的高水平“科研育人”新工程教育计划的有关教学团队。 

（2）上一年度至评奖时在推进高水平“科研育人”新工程教育计划中教育

教学改革成绩突出，育人成效显著，受到同行和学生的高度认同，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 

（3）该奖项与当年学校评选的其他教学团队奖励不兼得。 

（三）高峰体验课程（项目）建设奖 

1.奖励对象 

奖励在学校高峰体验课程（项目）建设中将课程学习成果有效转化成高质量

的本科毕业设计，成效突出，教学效果优秀的优秀在岗教师（团队）。 

2.评选范围 

（1）学校立项的高峰体验课程（项目）主讲教师（团队）。  

（2）课程改革与建设成效突出、课程学习成果有效转化成高质量的本科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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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 

（3）每个教学单位推荐不超过 1项。 

（4）与当年度“本科教学奖教金”教学改革创新示范奖和“唐立新奖教金”

中的课程教学改革类个人奖项不兼得。 

（四）产教融合课程建设奖 

1.奖励对象 

奖励在产教融合方面成效突出的优秀课程。 

2.评选范围 

（1）近 3 年讲授 1 门及以上产教融合课程，课程应为列入本科专业培养方

案的课程，且实践性教学内容比例应不少于 30%。 

（2）课程应密切围绕高校与社会或行业企业主动合作、人才培养规格与产

业需求、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组织模式创新与教学模式改革等产教融合方

面的内容，通过课程内容的重构、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环境的创设、教学评价

的改革、师资队伍的建设、协同办学的机制等，解决教学问题，明确教学成效及

其推广价值。 

（3）工科学院可申报不超过 2项，其他教学单位可申报 1项。 

（4）与当年度校内教学竞赛“产教融合”赛道一等奖不兼得。 

（五）本科毕业设计环节改革工作推进奖 

1.奖励对象 

奖励在本科毕业设计环节改革方面成效突出的优秀项目。 

2.评选范围 

（1）电子科技大学 2023年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改革专项计划立项名

单中的项目。 

（2）积极推进落实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改革方案，已取得显著成效。 

（六）本科教研论文奖 

1.奖励对象 

奖励体现我校新工科建设与改革的高水平教学研究成果。 

2.评选范围 

（1）上一年度至评奖时公开正式发表的新工科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2）以电子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相关刊物上正式发表的体现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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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与改革的高水平教学研究成果。 

相关刊物包括：《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光明日报（教育周刊）》、

《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本科教育教学研究类奖励目录》（见附录）

中的刊物或国外一流教育类期刊。 

（七）“人工智能+”本科教学典型案例奖 

1.奖励对象 

奖励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

学方法改革、教育治理能力提升的典型应用场景案例。 

2.评选范围 

案例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一）智能助教：利用 AI 进行一对一辅导，提供针对性的学习建议和难点

解析。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兴趣，智能推荐相应的教学资源。 

（二）智能备课系统：利用 AI和大数据，对学情进行分析，给出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课堂评价方案等建议。 

（三）语言学习陪练：通过 AI 技术辅助语言学习，提供发音校正、语法分

析等功能。 

（四）编程教学助手：基于大模型的代码能力，为学生提供 24 小时启发式

智能编程辅导，实时精准代码纠错，实现差异化代码修改对比引导反思等能力。 

（五）教学质量管理：利用 AI 分析师生数据，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并且为

教学质量提供评估和改进建议。 

（六）学习分析预警：使用 AI 分析学生数据，预测学习成果，及时提供于

预措施。 

（七）虚拟教室、虚拟实验室：允许世界各地的师生聚集在同一虚拟空间内

完成授课，通过多样的课堂教学道具以及专业化的场景模拟能力，加深课堂沉浸

感和体验感。 

（八）智慧课堂管理：利用 AI 分析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和参与度，帮助教

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优化教学方法。 

（九）智能决策支持：集成学校的各类教学数据，利用 AI 进行深度分析， 

支持高等学校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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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条件 

（1）案例应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和可推广性，能充分体现人工智能在本科

教学领域的应用价值。 

（2）申报案例应在实际运用中取得显著效果，并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和社会

认可度。 

（3）每个教学单位申报不超过 2项。 

五、评选程序 

（一）申请 

奖项由教师或团队负责人向所在单位申请，所在单位负责材料真实性核查

并负责接受材料真实性的有关申诉与投诉的质询，所在单位审查后将被推荐人材

料报送教务处。 

（二）考察与评审 

专家组根据奖项类别开展相关的评审与考察，确定拟获奖人选。 

（三）批准与表彰 

     公示拟获奖人选名单，确定最终获奖名单，并进行表彰和奖励。 

六、附则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 

                                              2024年 4 月 

附录 

《本科教育教学研究类奖励目录》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CN 号 

1 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

会 

42-1024/G4 

2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中国高等

工程教育研究会;全国重点理工大

学教学改革协作组；华中科技大学 

42-1026/G4 

3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11-2962/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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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大学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3213/G4 

5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11-1281/G4 

6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 11-1200/G4 

7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11-4848/G4 

8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11-1610/G4 

9 复旦教育论坛 复旦大学 31-1891/G4 

10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学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11-5047/D 

11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JE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1069-4730 

12 Europe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EJEE）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0304-3797 

13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 (ToE) 

The IEEE Education Society 0018-9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