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教学成果奖申报公示信息表

成果名称 “思科产教”融合的低空空管领域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 张洪海、钟罡、张启钱、王勤、羊钊、刘皞、薛清文、华明壮

成果完成

单位
通用航空与飞行学院、民航学院

成果简介

（300 字内）

低空空管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中枢大脑，在保障低空空域安全高效运行

和推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成果围绕低空空域领域

研究生培养的总体要求和关键问题，构建了思教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

合的低空空管领域研究生协同培养新模式，即以“思教融合”为引领加强

课程思政和实践思政建设，以“科教融合”为驱动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增强研究生创新创业意识，着力培养高站位、宽视

野、强交叉、重应用的低空空管领域卓越英才，为加快强安全、强效率、

强智慧、强协同“四强空管”建设培养低空空管领域高素质创新人才，奋

力谱写交通强国建设低空经济新篇章。

主
要
完
成
人
情
况

1

姓名 张洪海 单位及职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通用航空与飞

行学院、副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 南航大先进空域系统“五好”导学团队负责导师；

2. 指导学生获省级和校级优秀硕士论文共 3 篇，编写民航专业教材 4 部；

3. 民航局民航科技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民航科技创新拔尖人才；

4. 主持民航局、江苏省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3 项；

5. 主持承担建设教育部、工信部、南京市协同实践育人基地 3 个。

2

姓名 钟罡 单位及职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民航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 担任先进空域系统五好导学团队核心导师；

2. 积极参与课程体系建设，参编《低空空管理论与应用》教材；

3. 参与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等；

4. 指导学生团队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创竞赛奖项共 4 项，参加国际性学术会

议交流等。

契约锁契约锁



3

姓名 张启钱 单位及职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民航学院、

副校长

专业技术职称 研究员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1 项；

2. 主持江苏省研究生教改课题 1 项；

3.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

4

姓名 王勤 单位及职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通用航空与

飞行学院、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 国家级和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各 1 项；

2. 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电工电子技术”；

3. 工信部国防科技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4.主编江苏省精品教材、江苏省“十三五”高校重点教材、工信部“十四

五”规划教材各一部。

5

姓名 羊钊 单位及职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通用航空与飞

行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获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民航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协会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践指导优秀奖和优秀团学导师；

3.江苏省巾帼建功标兵；

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成果奖；

5.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6

姓名 刘皞 单位及职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数学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 江苏省精品课程《计算方法》；

2. 研究生数学建模一等奖指导教师；

3. 江苏省研究生数学建模优秀指导教师；

4. 参编教材《计算方法》。

契约锁契约锁



7

姓名 薛清文 单位及职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通用航空与飞

行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共 3 项，发表期刊论文 20 余篇。

2.开设“通用航空机场规划与评估”研究生课程。

3.参与学院通用航空智能交通与安全研究中心建设方案制定。

4.参与通用航空智能交通创新研究平台实施方案制定。

8

姓名 华明壮 单位及职务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通用航空与飞

行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参与国社科重大等 10 余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31 篇，申请专利 24 项。

2.作为指导教练参加全国高校模拟飞行锦标赛，获得 3 项一等奖。

3.编写学校“十四五”规划教材，主持校级教改项目 1 项，担任班主任。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贡
献

1

通用航空与飞行学院结合“培养具有中国灵魂的卓越英才”的研究生培

养目标，在天目湖校区探索建设中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南京与溧阳

两地联动，推动导师、辅导员、学生三主体协同，落实党建、科研、教育、

管理四维度融合，践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并积累实

践经验不断完善调整，为后续入驻天目湖校区的学院开展研究生培养提供可

借鉴的经验与可复制的模式。

1.载体平台形成体系：以思政教育为圆心构建“二三四五”同心圆研究

生培养模式，形成多方位联动，深层次协同，宽口径对接的研究生导师育人

体系。近三年，通飞学院研究生导师荣获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第

二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优秀教学奖等奖项荣誉 10

余人次。

2.平台基地落地运行：遴选“德育基地”、“智育基地”、“体育基地”、“美

育基地”、“劳育基地”，形成研究生“五育”并举，遍地开花的局面。近年

来，通飞学院建设飞行技术虚拟教研室、飞行技术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江苏省国产民机飞行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及以下教学平台7个。

3.培养资源集聚成型：逐渐集聚思政、科创资源，增强黏性，汇聚力量，

开创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新局面。近年来，通飞学院获得省级及以下教学成果

获奖 6 次，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规划教材等 21 本，建设省部级

契约锁契约锁



及以下教改项目 20 余项；2024 年，通飞学院获批学校首批专业核心课程教

学团队 3个。

4.人才培养显现成果：各要素实现协同流动与发展，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取得丰硕成果。2023 年，通飞学院研究生取得第五届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法

精英大赛一等奖、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 二等奖 、“华

为杯”第二十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等 10 余人次获奖。

2

民航学院围绕交通强国建设、民航高质量发展需求，将立德树人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各环节，致力于培养高站位、

宽视野、重应用、强交叉的空中交通管理卓越英才。

1. 交通运输专业是国家首批一流专业建设点、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

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江苏省特色专业和江苏省品牌专业；

2. 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是我国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创始者之一，也

是我国首批设立交通运输专业（大类）的学科单位之一。2003 年被批准为全

国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坚持民航特色，注重跨学

科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新体制新机制赋能创新，已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

中国民航事业重要的育人和科研基地。

3. 拥有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我国民航领域首个教育部

“111”引智基地“民航运输安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中央空管委“国家空

管飞行流量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国家空域评估技术支持单位）”、工信部校

企协同育人示范基地“空中交通管理协同育人基地”、民航局“民航应急科

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以及“校地融合、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南航国

际创新港城市空中交通研究院等多类创新平台和协同育人基地。

4. 已成为中国民航事业重要的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基地，建成了学士、

硕士、博士完备的民航人才培养体系和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体系，在一流学科

建设、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走出了一条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发展的特色

之路。

契约锁契约锁



申报单位
承诺

以上信息与该成果的申报材料完全一致。

申报单位（盖章）：

2024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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