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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曾 

 

获奖励 

  

情  况 

 

获奖时间 获奖种类 获奖等级 
奖金数额 

（元） 
授奖部门 

2007 年 
生物工程 

特色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07 年 
生物工程专业 

教学团队 
国家级  教育部 

2007 年 

第十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 

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

国科协、教育

部、全国学联等 

2007 年 

第十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 

三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

国科协、教育

部、全国学联等 

2008 年 
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 
  教育部 

2008 年 
江苏省优秀毕业

论文 
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09 年 

第十一届“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 

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

国科协、教育

部、全国学联等 

2009 年 

第十一届“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 

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

国科协、教育

部、全国学联等 

2009 年 
江苏省优秀毕业

论文 
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2009 年 
“挑战杯”全国

优秀指导教师 
  

共青团中央、中

国科协、教育

部、全国学联等 

2009 年 
优秀高等教育研

究成果（论文） 
二等奖  

中国化工高等

教育学会 

2009 年 

优秀高等工程教

育研究成果奖

（论文） 

三等奖  

高等教育学会

工程教育委员

会 

2009 年 

高等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 

（论文） 

二等奖  
江苏省高等教

育学会 

2010 年 
江苏省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 
特等奖  

团省委、省科技

厅、省教育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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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第七届“长三角”

科技论坛优秀论

文奖 

一等奖  
江苏省生物技

术协会 

2010 年 
制药工程 

品牌专业 
省级  江苏省教育厅 

成果起 

止时间 

起始：2006 年   01 月  01 日     

完成：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主题词 “三真三实”；生物工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路径 

1.成果主要内容（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创新源于实践，能力源于实践，素质源于实践。实践教学环节是工科学生巩

固理论知识的必要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

是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而目前实践教学环节已成

为教学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针对高校中往往存在的内容陈旧、流于形式、轻视

实训、疏于管理的问题，我校在生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建立了以“三真三实”

为核心内涵的实践教学体系，即“真改实创：注重课际整合，建立递进式实验教

学体系；真题实做：高水平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保持实验内容和装置的先进性；

真景实练：建设国内一流的工程实训基地，强化学生工程素养”，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和显著的示范辐射作用。 

通过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学院先后获得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江苏省品牌专业各 1个；指导学生获得全国“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3项和三等奖 1项，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创

业计划一等奖 1项；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 4项；指导教师获

得“挑战杯”全国优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江苏省优秀毕业论文一、二、三等

奖 5名。实践教学主要载体：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先后接待上级领导、同行专家和海内外友人参观考察 1000余人次；培育了一

批学科型公司和“双师型”青年教师；两个中心同时为省内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实

行预约开放，起到了明显的示范作用。 

1、真改实创--注重课际整合，建立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整合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需要有机的衔接与交融。学院打破传统课程之

间壁垒，以生物化学产品制造过程为主线，从实践教学的整体出发，按照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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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渐次递进的要求，构建了“基

础性实验→专业实验→工程实训→创新

实验”的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在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过程中集成化

建设实验室，集约化运行，实践了“自

选、滚动式”实验教学开放新模式，极

大地提高实验室用房和设备的利用率。 

2、真题实做--高水平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保持实验内容和装置的先进性 

科研是教学的灵魂，没有科研的教学是一个没观点的教育。近年来，学院承

担了包括国家 973、863项目在内的高水平科研项目 56项，以高水平科研促进教

师水平的提升，锻炼出一支院士领衔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国家级教学团队；

学院先后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攻关成果等高

水平的科研成果融入到实践教学内容和装置中，使学生能够接受到先进科研思想

的熏陶和锻炼。 

3、真景实练--建成国内一流的工程实训基地，强化学生工程素养 

真实是实训的基础要求。依托国家重

点学科、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

苏省工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等学科基地，

采用“三结合”的理念，建设了包括 1个

设计中心、7套示范装置在内的生物工程

专业群生产型校内工程实践基地。以典型

缩微工厂模型演示、基于 DCS 的仿真模

拟、单元操作与装备训练和基于产品工程的工程实训为手段，形成了国内一流、

科研成果 获奖或项目级别 
转化为教材 

实验、装置与实习内容 

反应分离耦合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生物分离工程》 

生物工程专业实验相关内容 

酶法合成 1,6-二磷

酸果糖技术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生物催化工艺学》 

实习生产基地 

陶瓷膜成套装备应

用技术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生物分离工程》 

膜分离实验及其实验教学装置 

系列生物反应器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生物工程专业实验装置 

生物沼气技术 国家发改委项目 实习生产基地 

缩微工程模型教学

基于DCS的过程仿真模拟

产学研基地的实践训练

基于产品制造的创新实践

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创新意识

培养工程实践动手和设计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

基 础 实 验

专 业 实 验

工 程 实 训

创 新 实 验

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创新意识

培养工程实践动手和设计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

基 础 实 验

专 业 实 验

工 程 实 训

创 新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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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实景的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工程实训教学平台，同时探索了该实践基地的企业

化运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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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点（不超过 400 个汉字） 

 

1. 建立了以“三真三实”为核心内涵的实践教学体系。即真改实创。注重课际

整合，建立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真题实做。将高水平科研成果快速融入教

学，保持实验内容和装置的先进性；真景实练。建设国内一流的工程实训基

地，强化学生工程素养。 

2. 以生物化学产品制造过程为主线，按照分层次、模块化、渐次递进的要求，

构建了“基础性实验→专业实验→工程实训→创新实验”的递进式实验教学

体系；集成化建设、集约化运行，实践了“自选、滚动式”实验教学开放新

模式，极大地提高实验室用房和设备的利用率。 

3. 以高水平科研促进教师能力提升，锻炼出一支院士领衔的国家级教学团队；

将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和装置，使学生获得科技前沿知识的

锻炼。 

4. 运用“工程设计和生产实际结合、生产设备通用性和先进性结合、经典过程

模拟和真实产品制造过程结合”的实训基地建设理念，建成了全国一流的实

训平台；探索了该实践基地企业化运行管理模式。 

 

3.应用情况 

 

1. 通过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先后获得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江苏省品牌专业各 1个；指导学生获得全国“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3 项和三等奖 1 项，江苏省第五届大学

生创业计划一等奖 1 项；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 4 项；指

导教师姜岷获得“挑战杯”全国优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江苏省优秀毕业

论文一、二、三等奖 5位；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6篇；主编实验教材 2部。 

2. “集成式建设、集约化运行”的实验室建设理念，以及“自选、开放和滚动

式实验教学模式”已经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先后

接待上级领导、同行专家和海内外友人参观考察 100 余人次，实验教学改革

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和称赞； 

3. 自 2007 年至 2010 年底，生物工程校内工程实训基地先后承担了我校生物工

程、生物技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食品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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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自动化、应用化学、轻化工程等十几专业、38 个班级、70200 人

时数的各类实习、实训教学任务。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训基地先后

接待上级领导、同行专家和海内外友人参观考察 1000余人次，实训基地建设

成果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和称赞；同时，该实训基地也接受了东南大学等 10

余省内兄弟高校相关专业的实习和实训，实现了区域内共享。 

4. 在生物工程校内工程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投入了一批相关青年教师、学生

参与设计、绘图、设备安装、调试、生产调试等工作，培养了一批既懂教学

工作、又懂工程设计的“双师型”青年教师。部分参与实践基地设计工作的

学生毕业后成为学科型公司的骨干及中层管理人员，如南京同凯兆业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磊、技术骨干江晖、谢欣欣、王鑫、汤亦文、吴凯，

江苏天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骨干徐娴、徐睛等。 

5. 充分利用实践基地的生产型中试平台，将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先

后成立了南京凯润生化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同凯兆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南

京汇科生物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南京新凯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天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凯一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同凯兆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光亮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等一系列学科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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