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材料与机电学院

本 科 教 学 审 核 评 估 汇 报





材料与机电学院本科办学特色

        材料与机电学院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

践动手能力，构建了“专业基础实验，专业综合实验，专业创新实

验”三模块，形成实验教学培养不断线的层次分明的主线。搭建了

“科研创新和工程锻炼”两大实践锻炼平台。《“三模块、双平

台”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一体化体系的研究和实践》获得

2017年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材料与机电学子在全国大学生金相

技能大赛、“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

新大赛、中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其中，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连续多年获得团体一等奖。

       以企业冠名班为契机，优化教学资源和实践场所，形成理论联

系实际，学为所用的新工科培养体系 。2014年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获

得江西省高校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立项，以此为契机开办了校

企深度合作“恒大高新表面工程技术实验班”，2018年金属材料工

程专业在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列省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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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沿革

        材料与机电学院于2012年由原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吸收原机械电子

工程系组建而成。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院形成了以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办学格局。

         学院设金属材料工程、材料化学、材料物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电子工程五个本科专业以及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电、模具设计

与制造、数控、电气自动化技术五个专科专业。现有教职工67人，其中教

授11人、副教授19人；有博士学位的30人，有硕士学位的27人；省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人，中青年骨干教师

3人，硕士生导师9人。学院在校人数1414人，其中研究生52人，本科生

838人，专科生524人。

2004年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江西省材料表面工程研究所

2005年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材料表面工程重点实验室

2005年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952年
南昌市业余大学物理专业

1983年
洪都职业大学电工、机制教研室

1987年
南昌职业大学工程系

1992年
南昌高等专科学校工程系机制机电、专业

2002年
南昌高等专科学校机制、机电、模具、电气、数控等专业

2004年
南昌高等专科学校机电系

2004年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专科部机电系

2007年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

2012年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材料与机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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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 

材 料 化 学    2006年开始本科招生

材 料 物 理    2006年开始本科招生（2016停招）

金 属 材 料 工 程    2007年开始本科招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2年开始本科招生

机 械 电 子 工 程    2014年开始本科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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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专业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2016年停招）

模 具 设 计 与 制 造

机 电 一 体 化 技 术 （2016年停招）

数 控 技 术 （2015年停招）

电 气 自 动 化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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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停招）



二、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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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职工风采

     全院具有主讲教师资格的专职教师共58人

教授11人

副教授19人
讲师28人

职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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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1 1人 19%

副教授 1 9人 32.8%

讲   师 2 8人 48.3%

博士学位 3 0人 51.7%

在读博士 3人 5.2%



党委书记  张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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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硕士，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主持省级软科学项目两

项，省级党建科研项目一项，出版专著一部，参与省级科研项目四项，公开发表

论文二十多篇，带队指导学生参加第四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荣

获金奖。

教 职 工 风 采

院长  向军淮

     博士，教授，硕导，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机械工程学会材

料表面工程分会副理事长，江西省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副理事长。参与3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9项，

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1项；获得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

奖1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其中40多篇论文被SCI或EI收

录；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0余人。



教 职 工 风 采

   协助党委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以及党务

工作，曾获学校优秀班主任、优秀党务工作者、

江西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以及

江西省高校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等荣誉称号。

党委副书记  赵令智 党委副书记  李立民

   教育学硕士，副教授，长期从事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获得全省高校优秀辅导员，全省优

秀共青团干部，江西省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先进个人。

副院长  杨  文副院长  多树旺

   博士，教授，硕导，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

人，江西省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江西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人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

级项目10余项。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6项，中文核心期刊机械制

造工程杂志编委，中国硅酸盐学会无机材料分析

测试评价分会理事，中国体视学会金相与显微分

析分会理事。获江西省高校科技成果二等奖、三

等奖各一项。

   副教授，主持参与省级课题5项 发表省级及以

上刊物论文20余篇，出版教材10余部  长期从事

工程训练教学研究。

院党委委员兼院办公室主任     杨干兰

   硕士、讲师，主持省级课题2项，发表SCI、

EI文章3篇，指导学生获全国金相技能大赛二等

奖五次，团体一等奖三次，省级奖励三次，多次

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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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职 工 风 采

     李明升，教授，硕导，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高温专业

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级课题6项、横向课题1项，发表论文

3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5项。

      研究方向：功能薄膜及硬质涂层

    张荣发，博士，教授，硕导，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发表SCI收录论

文30余篇，EI论文16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5项。

      研究方向：医用镁合金和钛合金表面处理

    胡长员，博士，教授，硕导，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基

金3项，发表被SCI收录论文30余篇。

      研究方向：半导体纳米材料用于环境污染物治理

    阮承祥，博士，教授，硕导，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基

金1项。

      研究方向：纳米生物传感器、生物材料、电化学

  高卫民,博士，教授，硕导，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参与省级以上课题7

项，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

     研究方向:纳米生物材料的制备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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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职 工 风 采

   周素云，博士，教授，硕导，清华大学、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英国斯特拉

思克莱德大学访问学者，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项省级科研课题，发表核心

期刊文章三十余篇，主讲计算材料学，材料设计与方法，材料力学性能等，曾获

校级教师讲课二等奖，多媒体比赛第一名。

    研究方向：激光与材料的相互作用

     闵旭光，教授，硕导，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美国佛罗里达理工大学高级

访问学者，二十年在军工及大型外资企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经历，指导学生累计

获得四十余项国家级及省级学科竞赛奖项，连续五年获得本校“教学优秀奖”，

主持NSFC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论文20余篇，EI论文5篇，申请专利授权

10余项。

     研究方向:机械设计理论

    赵融芳，博士，教授，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级课题3项，发表

学术论文20余篇，参编学术专著1部，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项。

     研究方向：环境材料

    刘庭芝，博士，副教授，硕导，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主持省级科研项

目4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源论文18篇。

      研究方向：半导体功能、配位聚合物等材料在光催化和制氢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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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忠，博士，副教授，现为材料化学系系主任。发表SCI论文20余篇，主持与

参与科研项目1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3项。

     研究方向：生物医学用水溶性量子点发光材料的制备及其光学性能研究



教 职 工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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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晖，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访问学者，机械制造工程系主任，洪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工艺研究所从事设计制造工作多年，主讲《机械创新设计》，《液压

与气压传动》等课程。

    研究方向：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自动化

     江 颖，硕士，副教授，现为机械电子工程系主任，主持并参与省级科研项目

2项，发表EI论文1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多篇，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学科竞赛多次获

奖。

      研究方向：机械电子、机电传动控制的教学与研究

     娄  瑾，硕士，副教授，金属材料工程系主任，参与国家课题2项；主持并参

与省级科研课题4项，主持校级科研及教改课题4项，参与并获得发明专利1项，参

编教材1部，发表SCI、EI论文8篇，发表中文核心论文多篇，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国

家级及省级学科竞赛，并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多次参加中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获得“青年教师教学能手”称号及“教学优秀奖”多次。

      研究方向：材料表面改性

   李时骏，高级实验师，1981年起从教，担任《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机械原

理》、《机械零件》课程教学，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学生好评。

   白凌云，博士在读，副教授，主持江西省教育厅课题2项，授权发明专利1项，

出版教材1本，主持校级科研课题5项，主持校级优质微课建设项目1项，参与校级

精品在线课程建设1项，参与省级课题6项。发表EI收录文章18篇，ISTP收录2篇，发

表教改文章4篇。   

     研究方向：耐腐蚀涂层研究



教 职 工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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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纯，工程师，副教授，“双师素质”教师，主持校级课题1项，参加省级课

题1项，发表专业论文5篇。

     科研方向：电工学、工厂供电

   李艳芳，工程硕士，副教授 ，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主持及参与省教改课题5

项、校教改课题3项，参加编写教材2本，发表论文20多篇，连续五年校教学质量评

价为优秀，多次获得学校“教学优秀奖”及教学方法改革（微课视频）优秀奖。获

得江西省力学学会职业教育分会“说课比赛一等奖”和“微课比赛一等奖”。

      研究方向：工程力学的教学与研究

    张淑芳，硕士，副教授，主持教育厅课题2项，参与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

题6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0篇，4篇被SCI收录，3篇被EI收录，中文核心1篇，已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

     研究方向：镁合金表面处理

    肖伯涛，博士，副教授，主持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

基金1项和江西省教育厅教育规划项目1项；主持完成江西省教育厅项目3项，发表论

文10篇。

      研究方向：金属基复合材料、金属零部件的近净成形

     陈红江，副教授，工程硕士， 参与省级科研项目6项，发表EI论文4篇，中文核

心论文4篇，获获国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5项，主编教材4部，参与编写教材10余部。

     研究方向：数控加工技术、数控编程



教 职 工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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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淑娟，副教授，博士在读,校巾帼标兵，主持完成省自然基金等省级课题3

项，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2项，发表SCI、EI文章8篇，荣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校级多媒体课件比赛一等奖，连续五年校教学质量评价优秀，获得教学优秀奖，

建设贡献奖，指导学生获全国金相技能大赛一等奖五次，团体一等奖三次，省级

奖励多次。

       研究方向：真空镀膜、光催化薄膜、金相技术

    陈智琴，硕士，副教授，主持省级课题2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参与

省级课题9项。发表SCI论文2篇、EI论文10篇，获国家授权专利1项，多次获校“教

学优秀奖”、教学方法改革（微课视频）优秀奖。

      研究方向：纳米陶瓷材料

     程丽红，博士，副教授，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获批江西省

教育厅科技项目一项，发表SCI论文20余篇，获授权专利6项，荣获2013年度上海市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2015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科技贡献一等奖。

       研究方向：功能陶瓷材料与器件

     邓居辉，副教授，学士学位。

     研究方向：机械加工技术、力学

     刘旭萍，工学学士，副教授。



教 职 工 风 采

    胡 敏，博士，讲师，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及省级智能机器人大赛，多次获得

一等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级科研项目4项，发表论文10余篇，

EI收录3篇，获批实用新型两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两项。

     研究方向：材料表面工程、机器人

     胡胜华，博士，讲师，主持江西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1项，发表论文二十余

篇，其中SCI共8篇，申请专利3项，获授权发明专利1项。

    研究方向：环境污染物高效处理的催化材料的表面科学及相关的表面功能材

料的研制与开发

   李长江，博士，讲师，发表SCI论文3篇从事机械设计、结构设计、自动化行业

软件、互联网行业软件工作，发表EI论文3篇。

     研究方向：现代设计理论与数字化产品开发技术、机器人

     胡全红，博士，讲师，主持完成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1项，主持江西省科技

厅火炬计划科技项目1项，火电厂高温耐腐蚀涂料发明专利2项，以第一作者发表论

文多篇，其中SCI论文3篇，兼任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研究方向：有色金属湿法冶金、工业气固相催化材料、耐高温磨损非金属涂

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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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亮，副教授，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并已完成校级项目3项,发表EI论文5

篇，双师型教师，持有电焊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高级工证书。

      研究方向：电子技术和信号处理



教 职 工 风 采

    门丹丹，博士，讲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主持江西省基金2项，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发表SCI论文7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

     研究方向：2D金纳米阵列、水凝胶复合物构筑可视化传感器及动态SERS基底

     邱灵芳，博士，讲师，主持省级课题项目1项，指导学生负责本科生科研训练

校级重点项目，发表论文数篇，其中SCI论文3篇，EI论文3篇。

     研究方向：污水治理及新能源相关的光催化剂研究

   王 军，博士，讲师，主持完成江西省教育厅项目一项，江西省科技厅项目一

项，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5篇，其中SCI收录6篇，EI收录5篇。

     研究方向：材料表面改性、功能薄膜制备及性能研究

    艾建平，博士，讲师。指导学生参加“互联网+”创新创业比赛，累计获校级

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获校“教学优秀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1项，主持省级课题项目2项，承担校级科研和教学课题3项，发表论文10余

篇，EI论文3篇，申请专利1项。

      研究方向：纳米陶瓷及光催化材料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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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璋，博士，讲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发表SCI论文12篇，获授权

发明专利3项。

     研究方向：材料表面工程、涂层



教 职 工 风 采

    张洪华，博士，讲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主持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

3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0篇 (其中SCI收录 11篇，EI收录 9篇)，获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

    研究方向：微-纳结构阵列、生化传感

   周泽华，博士，讲师，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参与省级课题6项，发表EI论

文3篇。

     研究方向：碳纳米材料及应用

     李 平，博士，讲师，主持与参与科研项目3项，发表SCI论文3篇，申请发明专

利2项。

     研究方向：半导体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及其在环境和能源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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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宇琦，博士，讲师，主持国家自然基金1项。

    研究方向：摩擦学、水润滑、纳米薄膜润滑

    方 军，博士，讲师，江西省工程图学会常务理事，主持省部级课题2项，轻合

金加工科学与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开放基金1项，横向课题1项，校级课题4

项，参与国家级课题5项，省部级课题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及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30余篇，其中，SCI收录6篇，EI收录8篇。

     研究方向：金属塑性成形理论及有限元模拟、先进高温结构材料



教 职 工 风 采

    黄华德，硕士，讲师，参编教材2本，发表论文1篇，担任班主任工作11年，双

师型教师，主要担任机械CAD，专业英语阅读与文献检索，三维造型课程教学工

作。

    廖彦华，硕士，双师素质教师，讲师，参与省级教改课题1项，参编教材1本，

发表论文多篇，多次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学科竞赛。

      研究方向：机械电子、电气控制和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的教学与研究

   刘志凌,硕士，讲师，双师型教师，主持校级教改课题1项，参与完成省级科研、

教改课题2项，参与获得发明专利1项，参编教材3本，发表论文多篇，获得校“教学

优秀奖”，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及省级学科竞赛，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

     研究方向：机械制图、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原理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

   杨钰桦，博士，讲师，在ACS NANO、Materials Letters等期刊发表了十几

篇论文，博士就读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和湖南大学优秀博士奖学金，主持及参与

省市级课题多项。

    研究方向：储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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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迅，博士，讲师，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发表SCI论文2篇，EI论文2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

     研究方向：MOF材料制备与应用、电催化研究、超级电容器



教 职 工 风 采

    沈友良，硕士，讲师，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参编学术专著1本，发

表学术论文多篇。

      研究方向：高分子纳米纤维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万 涛，讲师，主持省级教改课题1项，参与完成省级科研课题1项，参编教材2

本，发表论文多篇。

    研究方向：机械电子、电气控制和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的教学与研究

     罗飞霞，硕士，讲师，双师型教师，主持校级课题3项，发表论文10多篇。

     研究方向：工业过程控制、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

    胡旖旎，硕士，讲师，曾主持校级教改课题1项，参与完成省级教改课题2项，

参编教材2本，发表论文多篇，参加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学科竞赛，荣获“优秀指导

教师”称号,校“教学优秀奖”获得者。

     研究方向：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和塑料模具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黄隆，实验师，材料与机电学院教学办主任，主持省教育厅课题1项，校级教改

课题1项，参与完成省级科研、课题3项，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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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职 工 风 采

   姜桂娟，硕士，发表论文1篇，参与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1项。

    余晓东，硕士，讲师，学生党总支副书记、学生支部书记，专职辅导员，主要

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校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主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校级课题一项。

    章力，实验师，学工办主任，专职辅导员，主要从事学生管理工作，校优秀辅

导员，主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校级课题一项。

    王国辉，讲师，双师型教师，主讲《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具有丰富的理

论与实践知识，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深受学生喜爱。

     研究方向：单片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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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 骏，学士，讲师，20多年来一直处在教学一线，从事机械专业的教学工作，

同时具备世界500强企业的产品维修资格，业余兼职其企业的江西地区产品维修。

     特点：具有比较丰富的专业实践知识，理论紧密联系实践。



教 职 工 风 采

    洪书遥，本科，现任材料与机电学院专职辅导员。

    张  豪，研究生，讲师，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项，指导大学生科研项目

3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及国际会议发表SCI/EI 论文3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

作者论文16篇。

     研究方向：PVD功能薄膜、热防护涂层、热障涂层新材料

     孙蕾，硕士，讲师，材料与机电团委副书记，就业专干，专职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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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映红，讲师，专职辅导员，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学生日常事务管理

工作，获安全教育说课比赛三等奖、辅导员工作案例优秀奖、辅导员论文比赛优秀

奖。

    刘 昭，工程师，主要从事透射电镜和扫描电镜的测试、实验室管理，并参与部

分科研工作，发表SCI源论文5篇。

    研究方向：半导体功能等材料在光催化和制氢方面的研究



四、教学设备和场所

科研实验室

实训操作车间

理论教室

教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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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培养目标措施及办学特色

1 坚持以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为主

2 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提升培养质量

3 发展特色职教师范（机电）专业

办 学 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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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规 划

公务员

学生深造

技术研发
10%

50%

40%

    “253” 向“541” 转变，即50%学未来5年规划：

生深造，40%从事本专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技术管理、分

析检测、生产管理、行业销售、信息咨询等工作，10%以公

务员、三支一扶、创新创业等非本专业就业形式。

材
料

类
机
电
类

   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

才。远期形成271分布。并逐步发展和规范职教师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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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措 施

以 学 科 竞 赛 为 抓 手，培 养 学 生 的 创 新 能 力 和 实 践 动 手 能

力，构建“三模块，两平台”专业实践教学一体化体系 构建

“专业基础实验，专业综合实验，专业创新实验”三模块，

形成实验教学培养不断线的层次分明的主线；搭建“科研创

新和工程锻炼”两大实践锻炼平台。

材
料

类
“三模块，两平台”

师生参加中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学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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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冠名班为契机，优化教学资源和实践场所，形成理论

联系实际，学为所用的新工科培养体系。

材
料

类 恒大高新表面工程技术实验班校企深度合作

     恒大高新表面工程技术实验班教师队伍由金属材料工

程教研室15位专任教师及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位工程师组成，其中胡全红博士为项目联络人（同时兼任

恒大高新副总工程师）。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段智总经理、李建敏

总工程师、陈惠国高工、赵容兵博士等六位工程师先后被

聘为学院兼职教师，担任恒大高新表面工程技术实验班的

课程及实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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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类

人才培养方案建设

   （68学时理论课时，34学时实  增设“热喷涂技术”

践课时。主讲为恒大高新工程师）

    （将原有“电镀”并“表面工程技术”课时量增加

入其中，68学时，其中增加16学时的实践课程（实践的地

点为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经常组织学术报告，引导和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开拓学生创新视野；利用博士团队科研优势和重点实验室

的科研条件，吸收学生参与科研课题的研究）

博士指导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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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电
类 加强校企合作：加强校企合作是提升机电类两个专业的办

学基础，提高人才培养综合质量的突破口。

完善实训计划：提高实训比重，建立系统化的连续实践训

练模式，以学科竞赛促进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逐步开展职教师范学生的培养工作：根据学校三位一体分流

培养的总体部署，职教师资能力、专业基础能力、实际操

作能力分模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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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科竞赛

培 养 效 果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历经7届，参赛高校逐渐增至200余

所，涵盖绝大部分“985”和“211”名校。从第四届教育部材料

教指委正式开始主办比赛计算，我校位居全国高校金牌榜第一名

（4金、8银，3次团体一等奖）。优异的成绩源于我们学院成功的

教学体系改革，构建了“三模块、双平台”材料类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注重学生实践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大赛促进学院与清华、

北科大等知名高校的教学实践体系的交流，以大赛激励同学们的

专业学习兴趣和动力。通过比赛和交流，我校材料类专业在全国

高校同行的知名度得到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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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学技能大赛

    获奖合影留念

“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连续多届荣获一等奖

2012年以来材料与机电学院学科竞赛（机电类）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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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外 交 流

利用校友及社会资源为教学服务

     设立了“万福和”和“每通”奖教金以及“恒大”高新奖学

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及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万福和”奖教金发放仪式

“每通”奖教金发放仪式 “恒大高新”奖学金发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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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东每通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长期合作

与江西三锐精工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共同培养“双资型”师资和人才

与“华为”等公司进行合作，录用了一大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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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学院博士教师多的优势，每年邀请大批专家学者

来学院讲学，开扩了师生视野，促进了交流与学科建设

和教学水平提高。

邀请专家进行授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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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果 累 累

        学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占毕业生比例大约每年都在20%左右，并且考

取的学校档次很高，大部分都是“985”“211”高校；

材料类

考研录取率保持在20%左右

机电类

实现了录取率零的突破

考  研
（ 近3年 ）

        学院办学以来，每年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逐年上升，今

年获批了7项，约占全校的1/3,全院近几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量达到了二

十余项，获批的省级教研及科研项目 余项，在SCI、EI发表论文 余100 400

篇，一大批年轻教师迅速成长起来了。

本 科 教 学 审 核 评 估 汇 报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材料与机电学院

32



        学生就业率每年都在90%以上，且大部分服务于江西和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获用人单位好评；

就  业
（ 近3年 ）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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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党委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立足学院

实际，围绕学院建设与发展，在学校二次创业的征途上，不断奋力前行

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学院党委先后获“江西省先进基层

党组织”、“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高校

党建工作示范点”、“江西省示范性党员活动室”等荣誉称号。党委书

记张利华荣获“全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称号，院长向军淮博士荣

获“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张荣发博士获南昌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称号；党员博士赵融芳及党员教师杨干兰、白凌云等也多次获得校级以

上荣誉。

七、党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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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更好让党员博士参与教学科研以及地

方经济建设，学院党委在学院党员博士中开展了“五动员、五进入、五推

进”活动 。有效推动了学院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也大大地提升了学

院在外的影响和知名度。

  组织动员党员博士进入学生政治辅导员队伍，推进学生管理工作上台阶；

  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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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动员党员博士进入学生群体，推进本科生科研创新；

  

组织动员党员博士进入课堂，推进教学水平提升；

  

组织动员党员博士进入实验室，推进科研攻关；

  

动员博士党员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努力服务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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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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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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