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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再获 2项目省教育厅科学规划项目 

近日收到省教育厅《关于下达省教育厅科学规划 2020 年度课题的

通知》（鄂教科研[2020]1 号），我校有两项项目获批，分别为吴昌林

的《“1+X”证书制度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实施路径研究》和黄颖的

《三维四链，跨界融合：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构建》。 

我校产学合作项目获评教育部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优秀案例 

近日，从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获悉，我校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与中软国际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案例荣获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优秀案例，收录于《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优秀案例集》一书中。其

收录的 30个优秀案例中，我校为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据了解，为深化产教融合，抓好实训基地建设这一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关键环节，进一步提高优秀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加速提升产教融合广度和创新度，打造产教融合重要平台载体，为产教



融合改革提供实践支撑，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于 2019 年面向

全社会征集遴选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优秀案例，旨在初步建成“产教融合

建设案例库”，为探索制度创新、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提供参考样本，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近年来，学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培养

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方面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

的产学研合作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信科院与中软国际自 2016 年开

展校企深度合作，共同投入建设武昌首义学院-中软国际产学研基地，

以中软国际高校智慧教育云平台为依托，以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在校

内建设创新实训工厂和卓越开发者工作室，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构建创

新创业团队，建设校内科技孵化器，孵化创新创业团队，逐步建设成为

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软件开发项目交付基地。2019年 12 月，信科院

将“深度融合双创教育”作为产学研合作特色，积极组织案例申报，最

终从全国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获评优秀案例。 

国家基金项目 2020年总结表彰暨 2021年申报动员会召开 

10月 21日下午，学校在行政楼八楼学术报告厅召开国家基金项目

2020年总结表彰暨 2021年申报动员会。校长李崇光、常务副校长吴昌

林出席会议，科技处全体成员，人事处相关负责人，各学院院长、系

主任、专业负责人，全体博士、副教授及部分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吴昌林主持。 



会上，吴昌林通报了学校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取得的

重大突破，并对获批立项的两位老师表示祝贺。他指出，科研工作要

在应用、开发的基础上，注重科学的思维和规律的发现，希望学校、

学院和科研教师能总结经验、积累成果，全力以赴做好 2021年国家基

金项目申报工作。 

科技处处长胡容玲总结了我校申报及获批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总体情况，列举了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评委给申报人的评审意见，分析了我校在 2020年国家基金申报工作取

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并从学校、学院、个人三个层面对 2021年国

家基金申报工作作出部署。 

李崇光、吴昌林为获批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的朱忠敏

副教授以及为国家基金申报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卫军教授颁发奖金。 

随后，两位教授分享了申报立项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朱忠敏表

示，国家基金申报过程是一个长久坚持和不断积累的过程，要重视申

报经验的积累、科研成果的积累、实验数据的积累、合作成员的选择

与积累以及领域专家资源的积累，精益求精完成好选题、科学问题属

性、摘要撰写、关键科学问题凝练、主要研究内容提炼等各个环节，

以耐心、细心、静心、恒心实现申报逆袭。卫军提出，国家基金项目

申报最重要的是选题，选题上一定要突出前沿性和先进性，技术上一

定要具有可实现性，申报材料一定要突出亮点，同时还要注重团队和

依托力量以及评审政策和评审主体的变化。卫军表示，当前学校科研



工作正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希望青年教师们能更好地积累经验和成

果，共同奋斗推动国家基金申报工作再上新台阶。 

李崇光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近两年来，学校先后获批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均为湖北省民办高校唯一，同

时成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这些成绩都标志着学校教学科研已

迈进“国家队”行列。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加大力度推进科研工作再上

新台阶。一是各部门、各学院要积极服务科研教学，做好教师指导和管

理，注重发挥领军人物带头作用，积极培育科研新生力量，为建设科研

团队和课题组打牢基础。二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扩大科研队伍规模，

同时从制度上给予保障，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科研，补齐科研短板。三是

科研教学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要共同推进，教师要正确处理好科研

与教学的关系，重视科研并使之成为教学内容的补充和更新。四是要通

过邀请专家把脉、开展交流学习等方式，促使教师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和

水平，争取提交更多合格、规范、高质量的项目申报书。李崇光强调，

2021 年申报工作已经启动，各职能部门、学院和科研教师要高度重视、

认真组织和准备，争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及立项

上有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