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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 果 简 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浙江省教学成果奖

2014.3.3
五位一体电气工程创新人才培

养方式的研究与实践

浙江省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浙江省

教育厅

2009.9.19

面向大类人才培养，强化创新

能力，构建电气类基础课程集

成教学平台

浙江省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浙江省

教育厅

国家级创新实验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团队

2008.1.4

首批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浙江大学电气工程

拔尖人才-“爱迪生班”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

国家级 教育部

2007.12.13

“十一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浙江大学电工电子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国家级 教育部

2012.8.21

首批“十二五”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浙江大学机电

类专业实验教学中心

国家级 教育部

2010.7.14
国家级教学团队——浙江大学

电类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团队
国家级 教育部

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建设课程

2013.10.29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电力电子技术》
国家级 教育部

2013.12.20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电子技术基础》
国家级 教育部

2013.12.20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信号分析与处理》
国家级 教育部

国家教育部精品教材、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7.7.2
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

材：《电力电子技术》
国家级 教育部

2011.11.7

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

材：《工程电磁场原理（第 2

版）》

国家级 教育部

2012.11.21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6 部：电子电子技术等
国家级 教育部

2006.1.1-

2013.12.31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9 部：智能控制基础等
国家级 教育部



2

国家级特色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

2008.1.4
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特色专

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08.10.10
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特色专

业——自动化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09.9.9

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特色专

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11.7.6

教育部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3 个专业——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自动化专

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基地、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2011.3.2

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浙江大学-浙江省电

力公司”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

国家级 教育部

2012.6.7
首批 5 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
国家级 教育部

大学生参加课外科研训练获国际、国家级成果

2009.1.1-

2013.12.31

本科生获得授权专利：发明专

利 3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9

项

国家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

2006.1.1-

2013.12.31

本科生发表论文 217 篇：包

括：SCI、EI 收录 89 篇

国际、国内

一级期刊

IEEE 会

刊，中国电

机工程学

报、自动化

学报等期刊

2013.7.30
IEEE 国际未来能源挑战赛第

一名
特等奖

IEEE PE

学会

2006.1.1-

2013.12.31

国际一等奖 18 人次、二等奖 11 人

次；国家级特等奖 6 人次，一等奖

56 人次，二等奖 35 人次
国际、国家级 教育部

2012.8.15
含：RoboCup 小型组国际机器人设

计大赛
冠军

中国自动化

学会

科技部

2012.8.25
含：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

能汽车竞赛
特等奖 教育部

2011.8.20
含：2011 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大赛
特等奖 教育部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06 年 1 月 1 日 实践检验期: 4 年

完成： 200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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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 字)

以智能化、信息化为标志的智能电网、轨道交通等的迅速发展，对

电气工程人才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实践手段、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

求，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大类专业覆盖电力、电机、电子、IC、控制等多

个方向，具有培养强弱电有机融合人才的优势。但是传统专业化培养方

案单一，电类课程多且相互独立，内容繁、难、旧，强弱电知识体系相

对分离，信息化渗透不足，创新性教学环节过于单调，导致人才综合创

新能力偏弱。为此，基于“以学生为本的个性化”人才培养理念，以

“强化辩证思维、促进研究探索、激发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为目

标，率先在 2006 年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爱迪生班电气工程创新人才培

养"新模式，在成果第一完成人负责的 6 项国家质量工程等支撑下，实

施“教学资源和培养方案开放式、学习计划和教学模式个性化、课程体

系系统化、工程能力教学实践化、创新能力培养研究化”的五位一体改

革思路，营造宽松自主的学习环境，教学内容体现前沿性与整体性，实

践与研究体现多样性，主要表现为：

制度创新：制定了柔性化的电气工程本科生培养计划，依托重点学

科，在低年级学生中建立导师制，多样化的创新研究平台与学生成效激

励政策相结合，在学生中尽早建立创新学习意识。

课程创新：基于系统观整合关联课程，构建内核宽泛精炼、外延交

叉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更新、实验项目开发、实验设备研制同步进

行，并依托课程练习形成问题导向的启发式、研究探索型教学新模式。

强化强弱电的融合，将电工、电子、信号等课程进行整合，构建集成电

子电气课程体系。

过程创新：贯穿四年一贯制的大学生创新学习理念，建立探索性课

程实验、开拓性工程实践、自主性学科竞赛、创新性项目研究为主体的

一条龙的创新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突出创造力的培养。

通过教学改革与实践，本科生的创造发明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培

养质量等都得到显著提升，从实施前学生获得授权发明专利为 0 到目前

的 32 项，学生在 IEEE 会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自动化学报等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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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17 篇，先后获得国际学科竞赛一等奖 18

人、国内学科竞赛一等奖 62 人。继续深造学生被国际前 100 所大学年

录取从原有的 10 名之内到现在 46 名左右，就业学生中的 55%进入世界

500 强。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① 解决电气工程大类学生共性与个性培养的融合问题。

② 解决强电类专业的基础电类课程强弱电融合问题。

③ 解决贯穿大学四年一贯制的实践与研究教学融合问题。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 字)

针对以上教学问题，2006 年率先提出了 “爱迪生班”电气工程创

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在全过程教学中灌输创造、创新的教学理念，系统

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多元化培养新方法，实施培养计划、课程内容、实

践环节、科学训练等多方位的教学改革，体现在：

① 教学资源与培养方案开放式：

率先提出“电气工程-爱迪生班创新人才培养”新方案，从培养计

划源头进行调整，精炼电气大类的基础课程、提高学生自主选课比例

（达到总学分的 40%）、加强实验与实践环节的训练与考核。推进重点

实验室、示范中心、特色实验平台的全开放，满足学生自主式、开放式

培养的需求。

② 学习计划和教学模式的个性化:

电气工程大类内制定电力、电机、电子、控制、IC 设计等方向的贯

穿 4 学年个性化、柔性化培养计划，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瞄准专业方向

制定各异的个性化培养计划，通过搭建校内科训、校外实践、国际交流

等多种学习平台，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学习，并通过多种自主学习的学分

互换机制实现个性化培养目标。

③ 电类课程体系的系统化：

以提升拓展探索能力为目标，按照知识递进和认知规律进行电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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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课程内容的整合，率先建设“内核＋外延”式电路与电子技术系列课

程、以关联为中枢的信号分析与处理课程，强弱电知识融合的电力电子

技术、电机学等专业核心课程，构成了系统关联的课程体系。电路与电

子技术基础课程“内核”涉及电路、电子、信号系统、场与路的核心知

识点的精炼与整合，“外延”则体现工程应用及专业课程衔接。课程体

系既有“精、宽、新”的内容，又能使得强弱电核心知识按螺旋式递

增。

④ 电气工程能力教学的实践化:

以50余个创新性课堂实验和自制6大类20余种先进教学设备为支

撑，构建了 “四阶段（电气认知、电气基础、电气融合、电气电子集

成），三层次（基本技能、综合能力、研究能力）”实验教学平台；与

27个国际著名企业建有校内联合实验室，与国网浙江电力、飞利浦电子

等26家电气行业骨干企业建立校外学生长效实践基地。既能适应低年级

学生开展探究性实验需求，又能满足高年级学生工程实践需求。

⑤ 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化:

课程体系创新教学外，依托电气工程国家重点学科的优势，构建开

放式大学生智能汽车、智能电网、IC 设计等大学生研究平台，完善多种

激励与奖励措施激发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促进了学生开展高水

平研究、发明专利提炼等的能力提升，并通过大量的 SRTP 、导师科研

项目、学科竞赛等环节得到充分体现。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 字)

① 在培养方式上，提出了“开放式、个性化、系统化、实践化、研究

化”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形成了电气大类强弱电专业学生多样化创新

能力培养的新途径：

率先创建了“爱迪生班”电气工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从教

学计划、课程体系、实验与实践环节、科技创新、教研互动等全方位改

革原有的教学方式,体现微电子IC 设计、功率器件设计、功率转换装

置、复杂电子与电力系统等知识教学的全面性培养特色，有机地辐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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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大类专业学生的交叉培养与个性化培养。以开放式与个性化转

变知识的接受方式，以系统化转变知识的传授形式，以实践与研究型学

习转变知识的迁移过程，最终达到 “三个转变”的教学效果。该项教

改得到10个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支持。毕业生的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② 在课程体系上，强化电气工程强弱电的紧密结合，建立了电类专业

课程关联性集成化的新颖教学体系：

面向新能源、智能电网、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强化强弱电

融合、电气与信息的交互，率先以系统观整合优化了覆盖原有电路、电

子、信号等基础课程内容与结构，建立的集成电子电气课程教学体系。

结合专业方向，构建了“层次化、模块化、探究式”的专用IC设计、电

能转换、系统集成等整体化大类专业培养的课程体系，编写完成了电气

新技术发展的立体化优秀教材73部，含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6部、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9部。

③ 在培养过程中，提出了实验-实践-科训一条龙的研究型学习方法:

首先在低年级电类基础课程学习中实施探索性实验，建立了课程实

验-工程应用-科学研究的四年一贯制大学生研究实践平台，提出多样化

的学生科学训练以及导师制的个性化教研结合学习方法，达到学生在合

作研究与探究中获取新知。从基础到专业建有十一五“电工电子实验教

学”和首批十二五“机电类专业”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国际

500强等企业建立了26个工程实践中心。学生的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 字)

①学生培养质量:

该成果以“爱迪生班”为试点、辐射到电气工程大类三个专业，受

益学生数已达到2280名，已毕业人数1020名，其中继续深造的学生获得

世界排名前100名高校研究生录取率达到20%，实施前少于5%，55%应届

就业学生进入国际500强企业工作。

本科生在国际顶级期刊IEEE Trans. On Power Electronics、

Power System（导师第一、本科生第二）以及第一作者在中国电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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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自动化学报等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217篇，其中SCI、EI收录

89篇。

学生获得国家专利233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32项，公开发明专利

45项，实用新型授权专利129项，获得国际学科竞赛一等奖18人次、二

等奖11人次，国内特等奖6人次、一等奖56人次、二等奖35人次。

②课程体系与教材独具特色，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电力电子技术、信号分析与处理、集成电子技术等课程入选国家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出版了体现电类课程整合的教材 73 本，其中“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9 本，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6 本，教材与课件已

经为包括清华大学、上交大、华中科技大学、西交大等国内 100 多所高

校参考使用，部分教材连续使用 15 年以上，同时也得到包括李衍达、

马伟明、韩英铎、严陆光、臧克茂、唐任远 6 位院士、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教指委主任胡敏强教授、电子电气基础课程教指委主任王志功教

授、自动化教指委主任周东华教授等 35 位专家的推荐与好评。

③自主开发研究型实验教学内容与设备广泛应用：

强化电类课程基础实验的启发式与探究式，研制开发了模块化、关

联性的实验设备与组件，并列入由全国实验示范中心电子组牵头编写的

“电工电子创新实验”教材，得到推广。此外，相继开发 6 大类 20 余

种实验教学设备，涵盖电气信息类所有基础课程，通过与教学仪器公司

合作，面向包括清华大学、上交大等 350 多所院校辐射。

④“爱迪生班”培养模式在全国教学会议上交流推广：

在 2009 年全国电子电气课程教学年会进行大会发言，相继有 120

个院系到实验区进行交流。2014 年又受教育部高教司邀请，在全国电气

类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研讨会上做大会主题报告“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卓

越人才培养模式-爱迪生班的实践”。教学成果在《高等工程教学研

究》等一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108 篇。

⑤ 由杨奇逊院士领衔、胡敏强主任、周东华主任等 7 位教指委正副主

任、国家教学名师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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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评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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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终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