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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 1：“珠海特瑞斯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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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 2：“金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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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VIEW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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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完全学分制下的毕业审核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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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高校应用型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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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基

于目标

管理理

论的高

校行政

效率提

高路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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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学分制背景下教学资料的存管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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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基于微课视角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http://keyan.zhbit.com/business/paper/paper.do?actionType=view&bean.id=8a808c4368ac679e016b0da07e0e2022&pageFrom=comm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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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独立学院通识教育质量提升策略研究—以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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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本科“1+2+7”毕业设计模式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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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探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工业文化相结合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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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基于模糊控制的光伏最大功率跟踪技术”，电气传动（中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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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 Direct Power Control of Three-phase PWM converter based on Novel Switch

Table ” ， The 10th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PPEEC

2018),EI，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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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l world online signature ver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correla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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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频脉冲电压注入的 PMSM 转子初始位置检测



89

13、非结构环境下机械臂各关节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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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擂台赛机器人的软硬件优化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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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控制的光伏最大功率跟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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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基于 APF 的电动汽车 V2G 系统的电能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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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逆变器用三电平 IGBT 模块性能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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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nic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 cold surface frosting process and

an optimised defrost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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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MPPT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fuzz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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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Power Control of Three-phase PWM converter based on Novel Switch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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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Line Abnormal Target Detection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Yolo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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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Based Direct Power Control on Elevator System with Energy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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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oramic image mosaic technology based on SIFT algorithm in power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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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ower Quality Control Method of V2G System of Electric

Vehicle Based on A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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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1 普通教改项目 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教学实
践

2 普通教改项目 工程管理专业工程结构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3 普通教改项目 非计算机专业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研究

4 精品资源共享课 C语言程序设计

5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面向先进制造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

6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方正科技工程实训基地

7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

8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改革

9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工程管理专业综合改革

10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财务管理专业综合改革

11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化工与材料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12 教学团队 电子信息基础课程群教学团队

13 教学团队 "机械基础课群"教学团队

14 精品视频公开课 通信原理

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工程力学

16 精品资源共享课 财务管理基础

17 精品资源共享课 金工实习

18 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专业 信息工程

19 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 机械工程

20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机电工程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21 普通教改项目 “政产学研”协同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机
制研究

22 普通教改项目 开放式《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

23 普通教改项目 机类专业电工学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
实践

24 普通教改项目 基于 PBP 模式的招投标竞赛方式在交通工程实
践课中的探

25 普通教改项目 华为认证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26 普通教改项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
研究

27 普通教改项目 通过专业实践课程板块探索专业创新产品研发
及产教结合

28 普通教改项目 独立学院体育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29 普通教改项目 对外汉语视角下现代汉语课教学探索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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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文件
珠院发〔2014〕8号 签发人：

关于印发《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指导意见

（2014 年修订稿）》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指导意见（2014 年修订稿）》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指导意见（2014 年

修订稿）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2014年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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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指导意见

（2014 年修订稿）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广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全面提高我省高等教育质量若干意

见的通知》（粤府办[2012]103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民办高校质量工程”建设工作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3]86号）以及《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财政厅印发〈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粤教高函〔2014〕8 号）最新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我校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下简称质量工程）建设水平，全面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促

进我校加快发展，制定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思路

质量工程建设应把握高等教育教学发展动向，突出人才培养在质量工程建设中的中

心地位，充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将协同创新思想贯穿于质量工程建设工作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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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工程建设应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内涵建设为根 本，结合省质量工程建设

要求，围绕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实际需求，通过开展质量工程建设，深化教育教学和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强化教学管理，促进特色办学，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服务

社会的能力，提升学校的综合竞争 力。

质量工程建设应以分类指导，创新机制，激励引导，奖优扶特为原则，其项目建设

及成果应强调对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示范作用和实际推广应用价值。

规范质量工程建设工作，突出、发挥和加强教学单位在质量工程项目遴选申报、建

设及评审过程中的主导和主体作用，着重项目建设成效与实效，加大项目建设成果应用与推

广力度。

质量工程建设成果将作为衡量教学单位教学工作业绩 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建设范围

参照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开展我校质量工程建设工作。鼓励并支持各教学单位结合

实际办学情况和需求，着眼于改革和发展，自主选题，加大投入，建设富有特色的自创性

项目。

三、建设管理

学校质量工程项目分为指南项目、非指南项目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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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学校、教学单位二级管理。

指南项目每年参照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结合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来设

定，由学校制定申报指南（包括项目建设任务与预期达到的建设目标等）；非指南项目由

教学单位自主选题，确定建设任务、目标和要求等，立项后报教务处备案。

指南项目由各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遴选申报，并负责中期

（阶段）检查，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立项评审以及项目结题验收。

各教学单位制定非指南项目管理办法，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负责非指南项目的立项及

中期检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结题验收。

学校每年度定期开展新项目立项、备案和在建项目验收等工作。每年度省级质量工

程项目申报，由学校在已立项、备案项目中择优推荐。已获同级立项建设项目不得重复

申 报。

四、经费管理

项目立项要提供经费预算，结题要提供经费使用决算。创新资源配置方法，根据项

目资金安排“由事前单项竞

争为主转为综合打包奖补和事后奖补为主”的精神，学校设立质量工程建设基金，对指南

项目按 1：1 配套的原则，给予限额奖补。限额奖补金的标准按校定项目建设总经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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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确定。限额奖补金根据项目的建设周期分批次使用：

（一）项目建设周期为一年的，待项目通过结题验收之后，给予一次性限额奖补；

（二）项目建设周期为二年的，通过中期检查之后，下拨限额奖补金的 50%；

（三）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的，通过第一、二阶段检查之后，分别下拨限额奖补金

的 25%。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之后，根据学院该项目配套实际使用

的资金情况，配发奖补金。实际使用经费未达到应配套经费额度的，学校按实际使用经费

额度配发奖补金。

延期结题的项目，扣除实际应发放奖补金额度的 20%。非指南项目建设经费由所

在单位自行筹措。

项目建设经费及学校奖补金，由项目所属单位负责统一管理，其支出范围及管理办

法参照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资金支出及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项目经费一经划定，不得挪

作他用。

五、申报立项

学校每年度以通知的形式，开展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备案等立项工作。

六、检查验收

1.中期（阶段）检查，自项目立项公布之日起，项目建

设周期为一年的，在项目完成时间一半时，进行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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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周期为二年及以上的，按年度进行中期（阶段）检查。项目负责人应填报中

期（阶段）检查表，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对照项目阶段性指标和任务，开展立项

项目中期

（阶段）检查，并将填写有检查意见的中期（阶段）检查表报教务处备案。

2.建设期满后，项目负责人填报结题验收表，对照项

目预期建设目标和实际完成成果，教务处负责组织对立项

项目进行结题验收。

3.验收不合格者，一年内可申请复验一次。仍未通过

验收者，项目终止。

4.项目一经立项，不得中途申请终止，否则，所在单

位一年内不得申报此类项目。

七、其它

1. 本指导意见自 2014年3月1 日生效，适用于此后立项

的质量工程建设工作。

2. 本指导意见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4年3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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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文件

珠院发〔2016〕62 号 签发人：赵显利

关于印发《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本科生学

业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实施办

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实施

办法（试行）》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 年 12 月 22 日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年 12月 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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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为顺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深化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导师指导相结合，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充分发

挥导师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引导作用，配合实施完全学

分制管理模式，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导师任职资格

（一）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

识和宽领域的知识结构，能尊重、热爱、关心学生，做到教

书育人，为人师表。

（二）凡受聘全职任教的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或具

有硕士学位承担教学科研工作满一年者均有责任担任本科

生导师。

（三）鼓励条件具备的机关处室、专业学院党政管理干

部承担导师工作。

（四）鼓励各专业学院聘请公共课教师、研究所的教师

担任导师。

第二条 导师工作职责

（一）熟悉学校教学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了解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和学期教学计划，指导学生依据个人兴趣爱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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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合理安排选课和学习进程，制定个人修读方案。

（二）导师每学期开学初必须与学生见面，每月与指导

学生面谈或集体指导不少于一次；对每个学生的个别辅导每

学期每人平均一次以上（具体细则可由专业学院自行制定）。

（三）指导学生课外课题研究选题和立项，完成专题文

献综述与相关科研论文，组织科研课题讨论会，吸收学生充

当科研助手，动员和组织学生参加校、系的课外科技竞赛活

动，促进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四）引导学生树立人生理想，明确奋斗目标，向学生

介绍专业前沿信息和发展趋势，教育学生热爱专业；帮助学

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指导学习方法，引导性地

帮助解决学习方面的问题。

第三条 导师的聘任、管理与考核

（一）专业学院应成立导师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院长

担任，负责协调、布置、检查有关工作，并建立导师例会制

度。

（二）导师工作领导小组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管理规定和实施细则，抓好本科生导师制的工作落

实。

（三）导师的配备采用“双选制”，由师生双方自由选

择。专业学院在新学生入学之后确定导师和被指导的学生名

单，指导周期最长为 4 年。除此之外，无特殊情况中途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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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更换被指导学生或单方面中止导师职责，个别情况必须

更换的，须报领导小组备案；对不负责任和不能履行导师职

责的教师，由专业学院负责及时撤换或处理。

（四）学校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每学年组织学院对导

师工作进行一次考核，包括单位考核和导师个人考核，由人

事处组织实施。导师个人考核内容为导师在聘任期间德、能、

勤、绩等方面的情况，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德：主要考核导师为人师表的表率作用以及人格品行等；

能：主要考核导师指导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勤：主要考核导师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绩：主要考核导师的工作效果。

（五）定期对导师工作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与奖励。考

查结果记入本人的业务档案，作为学校教职工的年度考核及

优秀教师评选等的重要依据。

第四条 本试行办法从 2016 级本科生开始，自公布之

日起执行。

第五条 本试行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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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生培养质量的跟踪调查结果和外部评价

1.核心能力的自我评量方式、过程、结果及持续改进

1、2017-2018学年上学期 2014-2017级课程对应核心能力达成度统计分析（考试成绩）

2014级上学期课程对应核心能力达成度统计分析

核心能力

达成度

达成度

总达成度（≥65）

优（≥85） 达到（≥65，<85） 仍需努力（<65）

核心能力 1
100/17

9 56% 77/179 43% 2/179 1% 99%

核心能力 2
180/1
81

99% 0/181 0.0% 1/181 1% 99%

核心能力 3
87/18
2

48% 93/182 51% 2/182 1% 99%

核心能力 4
105/1
77

59% 69/177 39% 3/177 2% 98%

核心能力 5
105/1
77

59% 69/177 39% 3/177 2% 98%

核心能力 6
281/4
30

65%
140/43

0
33% 9/430 2% 98%

核心能力 7
156/3
69

42%
210/36

9
57% 3/369 1% 99%

核心能力 8
360/3
62

99% 0/362 0.0% 2/362 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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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上学期课程对应核心能力达成度统计分析

核心能力

达成度

达成度

总达成度（≥65）

优（≥85） 达到（≥65，<85） 仍需努力（<65）

核心能力 1
147/2
77

53%
114/27
7

41%
16/27
7

6% 94%

核心能力 2
434/7
90

55%
337/79

0
43%

19/79
0

2% 98%

核心能力 3
261/6
32

41%
342/63

2
54%

29/63
2

5% 95%

核心能力 4
468/7
46

63%
268/74

6
36%

10/74
6

1% 99%

核心能力 5
432/7
43

58%
309/74

3
42% 2/743 0% 100%

核心能力 6
333/4
57

73%
123/45

7
27% 1/457 0% 100%

核心能力 7
208/2
08

100% 0/208 0.0% 0/208 0.0% 100%

核心能力 8
208/2
08

100% 0/208 0.0% 0/208 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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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级上学期课程对应核心能力达成度统计分析

核心能力

达成度

达成度

总达成度（≥65）

优（≥85） 达到（≥65，<85） 仍需努力（<65）

核心能力 1
112/3
88

29%
240/38

8
62%

36/38
8

9% 91%

核心能力 2
243/5
34

46%
285/53

4
53% 6/534 1% 99%

核心能力 3
218/5
50

40%
310/55

0
56%

22/55
0

4% 96%

核心能力 4
504/7
08

71%
190/70

8
27%

14/70
8

2% 98%

核心能力 5
504/7
08

71%
190/70

8
27%

14/70
8

2% 98%

核心能力 6
234/5
52

42%
296/55

2
54%

22/55
2

4% 96%

核心能力 7
684/7
04

97% 0/704 0.0%
20/70
4

3% 97%

核心能力 8
684/7
04

97% 0/704 0.0%
20/70
4

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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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级上学期课程对应核心能力达成度统计分析

核心能力

达成度

达成度

总达成度（≥65）

优（≥85） 达到（≥65，<85） 仍需努力（<65）

核心能力 1
477/4
86

98% 0/486 0.0% 9/486 2% 98%

核心能力 2
336/6
46

52%
276/6
46

43%
32/64
6

5% 95%

核心能力 3
168/3
22

52%
138/3
22

43%
16/32
2

5% 95%

核心能力 4
84/16
1

52%
69/16
1

43% 8/161 5% 95%

核心能力 5
477/4
86

98% 0/486 0.0% 9/486 2% 98%

核心能力 6
168/3
22

52%
138/3
22

43%
16/32
2

5% 95%

核心能力 7
486/6
46

75%
138/6
46

21%
22/64
6

4% 96%

核心能力 8
336/6
46

52%
276/6
46

43%
32/64
6

5% 95%

注：2017-2018学年下学期 2014-2017级课程对应核心能力达成度统计分析（考试成绩）

开学一周内统计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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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核心能力问卷统计分析（上学期、下学期）

2014级上学期课程核心能力问卷调查

核心能力 高 中上 中 中下 低 达成度

核心能力 1 40% 48% 12% 0% 0% 100%

核心能力 2 46% 46% 7% 0% 0% 100%

核心能力 3 28% 42% 27% 2% 0% 98%

核心能力 4 35% 41% 19% 3% 2% 95%

核心能力 5 39% 37% 21% 2% 1% 97%

核心能力 6 34% 40% 24% 1% 1% 98%

核心能力 7 39% 42% 13% 4% 1% 95%

核心能力 8 35% 40% 19% 5% 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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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上学期课程核心能力问卷调查

核心能力 高 中上 中 中下 低 达成度

核心能力 1 48% 36% 14% 2% 0% 98%

核心能力 2 41% 33% 23% 3% 1% 97%

核心能力 3 41% 34% 20% 4% 1% 95%

核心能力 4 37% 36% 25% 1% 1% 99%

核心能力 5 37% 40% 20% 1% 1% 98%

核心能力 6 40% 35% 23% 1% 1% 98%

核心能力 7 36% 41% 22% 2% 1% 98%

核心能力 8 32% 45% 22% 2% 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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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级上学期课程核心能力问卷调查

核心能力 高 中上 中 中下 低 达成度

核心能力 1 58% 26% 15% 1% 0% 99%

核心能力 2 48% 24% 26% 1% 1% 98%

核心能力 3 48% 29% 21% 1% 0% 99%

核心能力 4 50% 26% 22% 1% 1% 98%

核心能力 5 51% 26% 21% 2% 0% 98%

核心能力 6 49% 27% 23% 1% 0% 99%

核心能力 7 42% 37% 18% 0% 1% 99%

核心能力 8 68% 18% 13% 1% 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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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级上学期课程核心能力问卷调查

核心能力 高 中上 中 中下 低 达成度

核心能力 1 47% 27% 24% 1% 1% 98%

核心能力 2 58% 15% 25% 1% 1% 98%

核心能力 3 66% 9% 21% 2% 2% 96%

核心能力 4 65% 9% 20% 3% 3% 95%

核心能力 5 26% 42% 31% 1% 0% 99%

核心能力 6 43% 35% 22% 0% 0% 100%

核心能力 7 33% 47% 20% 0% 0% 100%

核心能力 8 39% 35% 23% 3% 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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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实践满意度问卷统计分析（上学期、下学期）

2014级、2015级、2016级

2014级上学期实验、实践课满意度

选项 高 中上 中 中下 低 满意度

选项 1 37% 38% 19% 5% 2% 94%

选项 2 38% 38% 21% 1% 3% 97%

选项 3 41% 38% 18% 2% 2% 96%

选项 4 37% 45% 17% 0% 1% 99%

选项 5 39% 43% 16% 1% 1% 98%

选项 6 37% 45% 17% 1% 1% 98%

选项 7 37% 39% 23% 1% 1% 98%

选项 8 34% 36% 25% 3% 1% 96%

选项 9 36% 37% 23% 2% 3% 97%

选项 10 38% 44% 17% 0% 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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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上学期实验、实践课满意度

选项 高 中上 中 中下 低 满意度

选项 1 34% 39% 23% 3% 1% 96%

选项 2 33% 43% 21% 2% 2% 97%

选项 3 36% 40% 20% 3% 1% 96%

选项 4 35% 45% 18% 1% 1% 98%

选项 5 36% 43% 19% 1% 1% 98%

选项 6 37% 41% 19% 1% 1% 98%

选项 7 36% 39% 22% 2% 1% 97%

选项 8 34% 37% 26% 2% 1% 97%

选项 9 35% 37% 20% 6% 2% 92%

选项 10 39% 41% 18% 1% 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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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级上学期实验、实践课满意度

选项 高 中上 中 中下 低 满意度

选项 1 38% 39% 22% 1% 0% 99%

选项 2 36% 42% 21% 0% 0% 100%

选项 3 38% 37% 20% 4% 0% 95%

选项 4 38% 42% 15% 4% 0% 95%

选项 5 43% 35% 22% 0% 0% 100%

选项 6 36% 35% 24% 5% 0% 95%

选项 7 36% 42% 17% 4% 0% 95%

选项 8 40% 34% 25% 1% 0% 99%

选项 9 40% 31% 27% 2% 0% 98%

选项 10 38% 43% 19% 1% 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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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级 Capstone课程核心能力达成度问卷调查统计分析。

核心能力 典型达成 达成 需努力 达成度

核心能力 1 62.14% 37.14% 0.72% 99.28%

核心能力 2 61.76% 17.65% 2.94% 97.06%

核心能力 3 57.09% 40.30% 2.61% 97.39%

核心能力 4 57.56% 40.60% 1.84% 98.16%

核心能力 5 60.22% 36.43% 3.35% 96.65%

核心能力 6 54.02% 42.15% 3.83% 96.17%

核心能力 7 68.18% 30.77% 1.05% 98.95%

核心能力 8 71.88% 26.38% 1.74% 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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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级应届毕业生核心能力问卷调查

自动化应届毕业生核心能力问卷调查

一、就下列各项核心能力的重要性，对

于即将毕业的您认为如何？

非常

重要

很重

要

重

要

不重

要

很不

重要

重要

度

1、具有运用基础数学、自然科学及工程

知识的能力。

89 49.72
%

59 32.96
%

27 15.08
%

2、具有设计与开展实验及分析与解释数

据的能力。

90 50.28
%

58 32.40
%

28 15.64
%

3、具有开展工程实务所需技术、技巧及

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

84 46.93
%

70 39.11
%

23 12.85
%

4、具有研究、设计与实践自动化工程系

统或工艺流程的能力。

79 44.13
%

63 35.20
%

30 16.76
%

5、具有跨领域知识应用、项目管理、团

队协作与交流表达的能力。

75 41.90
%

72 40.22
%

26 14.53
%

6、具有发现、分析与解决自动化工程问

题的能力。

81 45.25
%

62 34.64
%

32 17.88
%

7、具有认识科技发展趋势，养成持续学

习的能力与兴趣。

92 51.40
%

56 31.28
%

27 15.08
%

8、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文化素养、专

业伦理及社会责任。

76 42.46
%

60 33.52
%

40 22.35
%

二、就下列各项核心能力的达成度，对

于即将毕业的您认为如何？

完全

达成

大部

分

达成

部

分

达

成

大部

分

未达

成

完全

未达

成

达成

度

1、具有运用基础数学、自然科学及工程

知识的能力。

17 9.50% 76 42.46
%

68 37.99
%

2、具有设计与开展实验及分析与解释数

据的能力。

20 11.17
%

72 40.22
%

66 36.87
%

3、具有开展工程实务所需技术、技巧及

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

18 10.06
%

70 39.11
%

71 39.66
%

4、具有研究、设计与实践自动化工程系

统或工艺流程的能力。

20 11.17
%

59 32.96
%

74 41.34
%

5、具有跨领域知识应用、项目管理、团

队协作与交流表达的能力。

18 10.06
%

75 41.90
%

65 36.31
%

6、具有发现、分析与解决自动化工程问

题的能力。

23 12.85
%

64 35.75
%

72 40.22
%

7、具有认识科技发展趋势，养成持续学

习的能力与兴趣。

29 16.20
%

69 38.55
%

65 36.31
%

8、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文化素养、专

业伦理及社会责任。

27 15.08
%

63 35.20
%

64 35.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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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学年上学期学生评教满意度统计分析

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参评率 综合评价满意度（%） 开课年级

曹宇 专业综合实训 0.98 82.98

2014级

苏禹 PLC综合设计 0.95 89.39

王飞 专业综合实训 0.94 89.76

向中坤 专业综合实习 0.9 90.93

谢海军 专业综合实训 0.73 91.11

向中坤
创新设计与实践 0.9 91.22

冯伟功 专业综合实训 0.84 91.47

黄慧汇 专业综合实训 0.89 91.48

许强强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综合设计
0.96 91.58

黄相杰 专业综合实训 0.92 91.72

宫鑫 专业综合实训 0.88 92.16

吕凯弘 专业综合实训 0.81 92.24

彭文亮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综合设计
0.93 92.25

曹宇 PLC综合设计 0.87 92.31

黄振永 专业综合实训 0.97 92.5

张小凤 专业综合实训 0.9 92.64

胡克 专业综合实训 0.93 92.67

赵慧元 专业综合实训 0.96 93.38

薛竣文 专业综合实训 0.68 94.33

王飞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

设计
0.96 73.29

2015级
冯伟功

计算机控制系统课

程设计
0.96 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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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
自动控制元件与系

统
0.97 88.64

鄢永明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0.97 88.96

苏禹 PLC可编程控制器 1 89.36

黄慧汇 PLC可编程控制器 0.97 89.44

费红蕾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

设计
1 89.88

薛竣文 专业英语 1 90.17

许强强
计算机控制系统课

程设计
1 90.23

赵慧元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0.99 91.06

田刚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1 91.1

黄秋杰
自动控制元件与系

统
1 91.1

谢海军 文献检索 0.98 88.47

2016级

张凤玉 电路分析基础实验 0.97 90.7

董静 电路分析基础实验 0.99 91.47

李克勤 电路分析基础 0.97 92.38

董静 电路分析基础 0.99 92.94

张应省 电子工艺与设计 1 89.08

邓垲镛 电子工艺与设计 0.97 89.69

苑昭璇 电子工艺与设计 0.98 90.29

陈玮 工程制图基础 0.97 89.84

2017 级

胡克 专业导论 0.98 90.71

盛珣华 专业导论 0.98 91.04

田刚 工程制图基础 0.98 91.62

注：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后第一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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