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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申报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认可所

填写的 《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书》(以下简

称为 《申报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的 《申报书》

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课题申请如

获准立项,在研究工作中,接受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 (委托)单位、

以及本人所在单位的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

1.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尊严。研

究过程真实,不 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呆,杜绝伪

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咸果真实,不重复发表

研究成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的声誉和公信力,不以项目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3.遵守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有关管理规定

以及广东省财务规章制度。

4.凡 因项目内容、成果或研究过程引起的法律、学术、产权或经

费使用问题引起的纠纷,责任由相应的项目研究人员承担。

5.项 目立项未获得资助或获得批准的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的资助

经费时,同 意承担项目并按申报预期完成研究任务。

6.不属于以下情况之一: (1)申 报项目为与教改无关的教育教

学理论研究项目: (⒛ 申报的项目已获同一级别省级教育科学研究

项目立项; (3)本人主持的省高职教改项目尚未结题。

7.同 意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 (委托)单位有权基于公益需要公

布、使用、宣传 《项目申请 ·评审书》内容及相关成呆。

项 目主持人 (签章 〉:

≥o`{l ∫⒉月



一、简表

[项 目主持人如为青年教师或一线教学管理人员或普通教师,应附相关证明材料。项目组成员也应符合相
关要求。如没有捉供,审核不通过。
⒓项目研究与实践期为 ⒉3年,开始时问为 2o】 9年 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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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新工科背景下依托数学建模竞赛促进高取倒新利大升+=美牯扌砧苦秤蓉

项目主持

人身份
】

□校级领导 □中层干部 □青年教师

□一线教学管理人员 □普通教师 □其他人员

起止年月
2

刘君

⒛19年 1月 -2021年 1月

姓名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I983 10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 | 数学讲师/无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硕士/中 国

所在学校

学校名称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 510925

项

目

丶王

持

人

电话 18319249818

通讯地址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人文学院数理教研室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 所在单位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2014-2oI8 工程数学 高职高专 2500

广州城建职

业学院

2014-20I8 数学建模基础 高职高专 120

2014-2018 经济应用数学 高职高专 150

2017-20I8
车身工程应用数

学基础 高职高专 °
乙

饣̀

2010-2014 高等数学 本科生 2000
海商大学应

用科技学院

(儋 州校区)

2010-2014

2010-2014

线性代数 本科生
n
υn

u
〔
ν

数学建模 本科生 200



与项目有

关的研究

与实践基

础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20I8,12
新工科背景下依托数学建模竞赛促进高职创
新型人才培荞模式改革研究 (201812oo8〉

高职技能竞
赛教指委

2018,】 o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助推粤东酉北地区经济
发展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研究lcDcz18TOss,
主持)

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研究
会

201811 新工科背景下多元化教学评价模式在高职数
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YB201B37,主持)

广州城建职
业学院

2017.10
基于学科竞赛的高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一以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例
lYB⒛1737,主持)

广州城建职
业学院

20166 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高职数学教学实践研究
二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Y2o1甾 0,主持)

广州城建职
业学院

2016.6
利用数学建模竞赛促进高职学生创新思维能
力培养的研究 (Y20⊥655,主持)

广州城建职
业学院

2015,6
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实践研
究 (Y2o1545,主 持)

广州城建职
业学院

项

目

组

成

员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 士 参加单位数

5 1 4 1 4 1

主要戚员
,

(不含主

持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邵朝 男 1955,5 教授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分析 勿劂
黄明辉 男 1989.4 讲师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统计 翩
赵国瑞 男 1982 3 讲师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数据 1o
崔庆岳 男 1984 4 讲师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调查 廨

a项 目组成员,来自于本校的成员,不得超过 8人 (含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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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项目意义、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等,限 3000字 以内
4

一、顼目的意义
工程教肓随工业发展不断改革,为主动应对新—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支

务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制造 2my等一系列国家战略。2o17年 以来教育部积

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发布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
》、《关于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全力探索形成领跑全球工程教
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2o18年 4月 教育部又印发 《
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指导新工科建设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人
养力度、完善学科布局,加强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量子、神经和认知科
及数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又融合,形成″

人工
+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
在新工科背景下,工科类高职院校也需要适应新形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新工科人才。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型新工科人才的供鲜
,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未能与新产业及时、精准的对接,不能满足新产业需求侧
大要求,高职院校工科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势在必行。立足本地产业需求,调
化专业 (群 ),形成与地方产业紧密对接的专业结构;重构课程体系,通过产
合实现教学内容的重构。一边是快速发展的产业技术,一边是学校培养的知识
于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想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能够担负起

〃
我国向制造强

进
″
重担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就必须走-条新路,打造符合职业教肓发展

的
″
新工科气 完善人才培养新体系、新结构、新模武、新机制,推出工科

新理念、新标准、新质量的挑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o1o-2mO年 )》 明确指出:〃要着

高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气 如何培养高职院校
创造力,对于传播知识的教育者来讲意义重大。国家在 《关于深化教肓改革 ,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勹 2ェ 世纪是创新0

代,创新时代呼唤三创人才的培养,三创教育是职业教育的—
个重要的课题。

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是时代发展、高校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

学生自我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需求。应用型创新人才己经成为高职院
的主流目标,作为高职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之一的学科竞赛,有着常规教

可督代的特殊创新教育功能,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优化人才培养过程,蒗嵩
质量,具有独特的作用。在高职教育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以及创新
并非只是单纯的能够通过课堂教学而培养起来的,更多的则是要借助大学里的
实践活动。其中各类学科技能竞赛就是比较科学的实践方法,如每年我国举行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挑战杯、电子设计竞赛等,芟葵由堇茧百榇瓿
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意识,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对能力。
数学建模竞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之-,结合数学建模竞赛平台

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指明方向。高职院校应把培养应
创新人才为主要任务,为堡升F9ˉ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从目前经济

但不得附其他先关材料。下同。

;

4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



发展趋势看,我国正在走一条信息化和工业化互助,高科技、低消耗、少污染、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高职院校应该为国家培养符合地方经济

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特别是具有较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

目拟对当前高职院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与数学建模竞赛平台的关系进行,提

应的应对方式,为拓展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参与的广度、丰富大学生科技竞赛

容等提供有益的理论化借鉴。

二、国内外研允现状分析

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关键在于培养创新能力。在众多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

当中,数学建模竞赛是高校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创新能力

的、持久的过程,所以从学科竞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角度出发探

职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是可行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全国大学

学建模竟赛为首的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是由教育部主办且影响较大的赛事,是

部批准
″
十二五″

期间高校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创新项目之一。

数学建模竞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次成功实践,通过参与数学建模竞赛,为

业输送了很多应用型创新的优秀人才。从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方面的对比来看 ,

是在文献研究的数量上,还是在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上,与本选题的相关研究

较少,依托学科竞赛的高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武的研究则更少。

目前在国内研宄方面,相关研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对学生创新

涵的研究、对如何评估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对影响学生创新能力因素的研究、

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的研究。与本选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有

、刘均梅等撰写的 《基于学科竞赛的创新人才培养模武研宄与实践》、《科技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王莉撰写的 《以学科竞赛为载体的大学生课外科技创

养研究》、张润梅,龚剑撰写的 《基于机器人足球的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的探

实践》、袁小亚撰写的 《狠抓学科竞赛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任艮丰,刘

的 《从科技竞赛看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其主要研究类别主要集中在三个

,分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方法途径研允。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学科竞赛的概念、学科竞赛对大学生创新

重要作用以及意义研究上。如在袁小亚撰写的 《狠抓科技竞赛提升大学生创新

》一文中,指出所谓科技竞赛,就是指在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

技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自主的发现问题、设计问题、并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应用于

,从而增强大学生团队合作意识以及创新精神的系列化实践活动。

在学科竞赛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意义上,通过科技竞赛有利于提高高职学

确对待科学的精神和用于探求真理的精神:有利于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实

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团队合作意识。在任艮丰,刘其城撰写

《从科技竞赛看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文中对大学生在就业时所需要具备的

能力的内容进行了阐述,文章指出在当前信息化与知识化交织的经济时代,面

剧增长的爆炸性的信息体系,企业的成败不再完全由物质资本所决定,而多是

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所关联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研宄只涉及到学科竞赛的意义与途径等层面。而将数

竞赛与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创新应用能力的培养相互关联起来研允的则相对

。数学建模竞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创新能力又是实现学生发展

要法宝,因此,必须要建立双赢的竞赛教育模式,在借助数学建模竞赛培养学

能力的同时,也要通过科技竞赛拓宽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认知,提高大学生对

的永久性认识,帮助大学生树立终身创新意识。



三、项目方案

1.目 标和拟解决的问题 (限 mO字 )

—、改革目标

目前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大多数只涉及到学科竞赛的意义与途径等层面。
究的方向上将数学建模竞赛与高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相结合的研究的则
少。本项目主要改革目标如下:

1,本顼目拟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数学建模竟赛与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的相关礻
行界定。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了解现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现状,

2了解学科竟赛的参赛情况,采用数据统计法以数学建模竞赛为例说明学
赛与学生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希望从分析结果中做可能的原因探讨,并根
关理论提出发挥学科竞赛的作用培养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策略。
3本项目以数学建模竞赛为载体,根据学生专业基础课程所需,对高职数

课程教学内容和体系进行优化,在课程设计的各个环节不断增加培养学生应
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内容。从而达到以学科竞赛为契机推动课堂课程教
系、教学内容的改革,逐步培养出更符合社会要求的富有创新性的应用型人才。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本项目研究的重点在于以数学建模竞赛为平台,形成与高职学生创新能
相适应的教学和实训模块,探索高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途径。
2.本项目关键点在于对数学建模竞赛在高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重

阼用和培养途径进行论述,力争将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实现有机统—,实现教
目标的双嬴效果。

3,本项目对数学建模竟赛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培养模武创建内容与保障、效果评价与反馈等理论研究,为高职院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和拓展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参与的广度等提供有益的理论化借鉴。

2.研究与实践内容 (限 1000字 )

本课题以适应教肓多样化质量观和质量标准为出发点,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 ,

合广州城建职业学院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在明确人才需求基本理念|

提下,对高职院校学生参与数学建模竞赛与培训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探索基于数学建模竞赛的高职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并进行
学实践探索,主要改革内容如下:

1,在深入调研高职学生学科竞赛的参与程度和创新能力基础之上:探索以
建模竞赛为平台,以校企合作为依托的应用型人才培荞模式,对数学建模竞
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荞模式进行探索研究,培荞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首先,以数学建模竞赛为契机构建各类教学资源数字化管理系统,优化学∠

实验实训环境。其次,通过数学建模竞赛培训指导,建设—支优秀的教学团队
三,加强校企、校政、校地合作,更新思想观念,多走出去,培训

“
双师型

”

师队伍。再次,构建实验实训基地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必要的保障。在实
践教学和学科竞赛培训中分析具体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以解决实际问题来
大学生理论知识,增强学生的实际创新能力。

和培荞途径进行论述,



争将大学生创新能力培荞实现有机统一,实现教育目标的双赢效果。

通过数学建模竞赛平台不仅能提高大学生综含掌握和应用相关专业基础

,而且能提高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

的目的;通过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种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同时能提高大学生的刻苦耐劳和团队合作精神、

学研允和创新应用能力。有效促进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和办

平,彰显学校的办学实力和提高了社会知名度,为经济社会和企事业单位培

的应用型优秀人才

3,对当前数学建模竞赛在培荞大学生创新能力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

竞赛与培养模式改革内容、效果评价与反馈等理论。丰富大学生的创新能

究内容,为形成选题的层次化、体系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实践中,存在多种模式,本项目以数学建模竞赛为平台,

索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大部分的毕业生是只注重于与实际无

理论知识,缺乏实际动手能力。对构建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相匹配的数学公

课程知识模块,寻找与工程数学相关内容、学生专业课程所需内容相匹配的

建模案例,使之融入专题模块化教学之中,为课程设计的改革提供基础,探
职数学课程创新教学模式改革路径与方法。逐步向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和技

人才的方向进行转变,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培养质量。

3.研究方法 (限 500字 )

本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

(一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 《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应用》、《创新的素质》、《

论》等多部著作,了解国内外有关数学建模竞赛与创新能力培养关系的有关

,分析数学建模竞赛对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进行评价.并对其进行整理和概括 ,

本顼目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坚实的文献基础。

{二 )调查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是包括观察、列表、问卷、访谈、个案研究以

验等搜集资料的科学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其中的问卷法、访谈法文献综述法。

1、 问卷调查法:包括学科竞赛与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关系调查问卷和高职学

新能力自测问卷。学科竞赛与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关系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

分是对问卷填写耆基本信息的调查,占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对学科竞赛的参赛

查丿占问卷的第三部分是对数学建模竞赛与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关系的调查 ,

占问卷的第四部分设为开放题。

2、 专家访谈法:本研究拟对数学建模竞赛指导教师进行访谈。访谈法获

教师和获奖学生在参赛前后的最真实的想法和心得,以便为课题研究提供材料。

3、 文献综述:本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对高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竞赛的研究,以及学科竞赛对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三 )实践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透过数学建模竞赛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综合提高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达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4.实施计划 (限 1000字 )

本研究拟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大学生数学建模竟赛与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相

进行界定,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了解现阶段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参与

类竞赛的情况及学生创新能力现状,采用数据统计法以数学建模竞赛为例说明



科竟赛与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通过对参与数学建模竞赛的学生分
些学生面对问题的想象力、创造力、洞察力、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以及解决
的逻辑推理和量化分析能力,以及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

相关理论提出发挥学科竞赛的作用培养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模式与策略。

较分析数学建模竞赛和其他的技能竞赛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的效果。

201θ 01-2019,θ

|开展数学建模竞赛与创新能力培养探索 |

|数学建模竞赛在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中 |

|       的有效策略       :
完善基于数学建模竞赛的高职学生创新 丨

2020.6-2021.1
径的初步探索      |

撰写模式改革路径与实践的研究报眚 :撰写模式改革路径与实践的研究报眚 :

5.经费筹措方案 (限 500字 )

学校高度重视教科研工作,形成了扎实的教改基础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建立
全了 《教科研工作管理办法》、《教科研项目奖励与资助实施细则》、《教科研成
认定与计分办法》、《技术研发 (服务)机构管理办法》、俨创新强校工程

”
建

资金管理办法》、《社会服务管理办法》等制度和工作机制。每年投入 扔0万元
为

“
教科研建设

”
专项经费。本项目立项后将提供 3万元研究资助经费,为项

目研究任务倮质保量如期完成提供经费保障◇

6.预期成果和效杲 (限 1000字 )

lll顼 目成果形武

阶段成果:论文 1篇 以上;调查报告若干篇;最终成果:研究报告 1篇
⑵ 预期推广

可在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本校应用,也可以在高职类院校中推广。
(3丨 应用范围

研究成果可面向全校师生应用。

")受

益面

受益面就本校而言,当前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在校生中IGO00多 人,《工程数
学》面向大一新生 6ooo佘人。就全国高职院校而言,学生多达几百万。



7.特色与创新 (限 mO字 )

本项目从实用的角度,以适应人才培养为出发点,以满足实际需求为目标 ,

以保障教学质量为核心,借鉴国内外教育教学先进经验,对数学建模竞赛为载

体,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模式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这几个特色 :

1,本课题具有创新性。首先是方向创新,选取了高职学生创新能力与学科

竞赛之间的关系作为逻辑起点,重点突出如何以数学建模竞赛平台为基础,提
升大学生创新能力。其二是内容创新,本项目力争将教学理论与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实践相互结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借助校企合作,根据企业

的发展革新数学建模竞赛的内容,实现大学生创新能力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双嬴。

2,本课题研究成果,对高职类院校及特色院校有推广价值。以数学建模竞

赛为平台培养高职学生创新能力,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方式。以参加数学建模

竞赛为契机,加大对数学建模思想的实践力度,提高高职学生的创新意识。可

直接运用于教学改革、课程改革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工程建设,进—步提高学

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为社会培养真正的应用型人才。

3,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支持,结合校内外教学实践,有针对

性地对学生进行数学建模内容有关的实践教学。依据教学成果和反馈意见对符

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设计进行检验、优化。

四、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基础

I.与 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简述 (限 1000字 )

项目负责人刘君,为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二级教学名师、硕士骨干教师,连续
7年组织辅导全国大学数学建模竞赛,其中⒛14-2018指导学生参赛获奖多达 田

项,其中全国 1等奖 1项 ,全国二等奖 4项 ,数学建模经验较为丰富,为课题研

究提供了技术保障。

为推动数学建模竞赛与人才培养及课程教学改革,刘君积极参与学校人才培
养与数学课程改革研究,20⒖ 2̄0⒙ 主持 5项课程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校
级教改项目,研究成果在部分班级进行实践,其中 15级建工数学实验班学生期
末成绩合格率达到了 100%,教学效果优秀。同时在建工机电等专业数学基础课
中融入数学建模模块,广受学生好评,2016年获评院级

“
精彩—课勹 2017年校

级
“
精彩—课

”
中,获得三等奖,并曾多次获得公开课比赛奖顼。20⊥8年主编了

《工程数学》、《经济数学》等工学结合教材,对学生的数学课程学习起到了很好
的辅助作用。所承担研究教改项目主要有 :

1、 2018年主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课题
“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助推粤东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研究
”(GDCz18TO65,主持)

2、 2018年主持校级质量工程教改项目
“
新工科背景下多元化教学评价模式在

高职数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
 (ΥB201g37,主 持j在研)

3、 2017年主持校级质量工程教改项目
“
基于学科竞赛的高职应用型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以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例∴ (已 结题,学校资助 3000元
)

4、 20⒗ 主持并完成校级课题
“
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高职数学教学实践研究-ˉ

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为例∴ (已 结题,学校资助 3000元
)

5、 2016主持并完成校级课题
“
利用数学建模竞赛促进高职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10



培养的研究∴ (已 结题,学校资助3000元
)

6、 20⒖ 主持并完成校级课题
“
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实践研究气

(已结题,学校资助 3000元
)

2.项 目组成员所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科研项目

已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缋 (限 1000字 )

项目负责人刘君,为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二级教学名师、硕士骨干教师,连续 7

组织辅导全国大学数学建模竞赛,其中 201⒋201s指导我校学生参赛获奖多达
项。结合学校创新强校与升本

“
双轮驱动

”,积极推动学校的数学课改提升学生
学素质能力,刘君积极参与学校质量工程建没和教学改革研究,主持高职教育技

工作指导委员会 20⊥8年度课题 ⊥项,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课题 】项 ,

持校级教改项目5项 ,主编工学结合教材 1部 ,副主编教材 2部。

项目组主要研究成员长期扎根教学第一线,对高职院校数学课程改革和教学评
方式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等情况十分了解,对项目研究有较浓厚的兴趣,研究内
与工作内容高度一致。项目组成员主要科研项目有 :

1、 ⒛15年广东省高职教育建筑与房地产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课题
“
数学建

建工专业相结合的探索与实践
”

(赵 国瑞主持,已结题,学校资助 4000元 );

2、 2016年广东省数学会课题
“
高职数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以托马斯微积

为切入点
”

(赵国瑞主持,已结题,学校资助 4000元 );

3.校级或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开展情况(含

和资助等)(限 bO0字 )

1、 20】8年广东省高职教育技能竞赛指导委员会课题
“
新工科背景下依托数学

建模竞赛促进高职创新型人才培养模武改革研究
”
 (20】81⒛mj刘君主持);

2、 2018年主持校级质量工程教改项目
“
新工科背景下多元化教学评价模武在

高职数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
 lYB20⊥837,刘 君主持,课题在研):

3、 20⊥7年主持校级质量工程教改项目
“
基于学科竞赛的高职应用型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以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例
”
;(刘君主持,已结题);

4、 201s主持并完成校级课题
“
融入数学建模思想的高职数学教学实践研究-ˉ

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为例∴ {刘 君主持,已结题,学校资助 3000元 );

5、 2016主持并完成校级课题
“
利用数学建模竞赛促进高职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培养的研究勹 (刘 君主持,已结题,学校资助 3000元 );

6、 ⒛15主持并完成校级课题
“
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建模恩想的实践研究

”。

刿君主持,已结题,学校资助300o元 );

五、保障措施

1.学校教改项目管理和支持情况 (限 1000字 )



学校成立 “
质量工程项目

”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全体校领导

及二级学院院长为小组成员,领导、统筹、决策质量工程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

各分管校领导负责统筹分管工作的顼目推进;领导小组下设
“
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

工作办公室,挂靠教务处,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其中,负责领导小组的日
常工作,对项目的设立、申报、推进与实施等进行组织协调、督办和检查。
0)制度保障

“〉组织保障

经费,其中教科研经费 3sO万元/年。

2.学校承诺

该项目如被省教育厅立项为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 学校将拨付

元支持该项目,并给予其他必要的支持。

学校 (盖章

按照有利于学校发展,支持教职工成长的原则,学校出台了 《质量工程项目建
与管理办法》(广州城建教⒓o13〕⒛ 号 )、 《关于印发教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

(广州城建科技[2015】】号)、 《关于印发教科研项目资助管理办法的通知》(广州城
宫科技⒓OI引4号 )等文件,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参与教研教改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ω)经费保障                     ~~⋯
⋯ˉ̄ ˉ

学校教研教改项目建设坚持
“
从工作中来、到工作中去

”
的工作理念,学校将

教研教改项目建设经费与日常运行经费有机结合,纳入学校年度预算,设立专项

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含配套经费〉 金额 (元 ) 计箅根据及理由

1,图 书资料费 图书资料、文献、复印资料等
2设备和材料费 软件、计算机设备等

学术交流会议 αooo衤5人次)

交通差旅支出 (8oo扌5人次)

堡题成员劳务费 (1ooo巧 人)

课题研究支出人员费

7其他支出 版面费、成果鉴定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