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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鉴定书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鉴 定 书  

成果名称 
三聚焦三协同：西部地方本科院校高质量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 

成果主要 

完成人姓名 

吴郭泉、黎琼锋、朱其现、杨雄珍、麦茂生、顾永
安、黄文炎、缪川、陈雄章、彭正松、侯长林、刘
兴元、江浩、邓晖、谢雪清、何利娟、韦小梧、余
长庚、赖裕福、胡晓敏、边仕英、龚静、白应华、

蒲日材 
成果主要 

完成单位名称 

贺州学院、常熟理工学院、南宁学院、西昌学院、
铜仁学院、普洱学院 

组织鉴定 

单位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鉴定组织名称 
“三聚焦三协同：西部地方本科院校高质量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成果鉴定专家组 

鉴定专家 
蔡敬民、黄达人、纪志成、刘振天、展 永、朱林生、

余东升 

鉴定时间 2022 年 8 月 26 日 
鉴定意见: 

2022年 8月 26日，贺州学院举行了“三聚焦三协同：西部地方本科院校高
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国家教学成果奖申报成果鉴定会（线上模式），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成果汇报，仔细查阅了成果材料，经过质询和评议，形成以下
意见： 

一、该成果对焦国家战略，立意高远。成果完成单位政治站位高，大局意识
强，主动回应新时代国家发展关切，自觉契合国家教育发展要求。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响应《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
若干意见》，率先参与了教育部“实施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攻坚行动”，
率先推进了西部地方本科院校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行动。 

2.该成果聚焦问题解决，针对性强。成果完成单位研判形势，找准问题，精
准施策，务实推进。通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汇聚企业（行业）资源，解决了西
部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资源不足、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通过校地融合协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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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现“四链”衔接，解决了西部地方本科院校专业与区域需求结合不紧、学
科服务区域发展能力不强的问题；通过专创融合协同发展，构建“四位一体”双
创教育体系，解决了西部地方本科院校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交融不深、学生就业
创业能力不强的问题。 

3.该成果对标人才培养，创新性强。成果完成单位紧紧围绕高质量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西部地方本科院校实际，学习借鉴国内转型发展示范院校
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验，强化协作协同，勇于创新探索，“聚焦人才培
养合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聚焦内生发展动力，校地融合，协同创新”“聚
焦创新创业能力，专创融合，协同发展”，凝练形成了“三聚焦三协同”成果，
在“多元化、双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四链衔接”校地融合发展、“四位一体”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成果的创新性，具有西部地方院校的鲜明特
色。 

4.该成果取得显著成效，示范性强。成果第一完成单位贺州学院获得国家一
流专业建设点 5 个、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1 金 2 银 9 铜，
连续 5年被评为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近五年两次进入《中国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300强，学生获国家级赛事奖项 614 项。《人
民日报》等 30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其他成果参与单位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其所在省份甚至西部、全国地方本科院校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一定的示
范效应。这些对于经济欠发达、办学资源紧缺的西部地方本科院校实属不易。“三
聚焦三协同”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在南宁学院、西昌学院、普
洱学院、铜仁学院等一批西部地方本科院校中得到了推广与应用。 

贺州学院等成果完成单位在推进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展现了自强不
息、不甘示弱、创新创业、坚持不懈的精神与勇气，值得敬佩。该成果顶层设计
科学、建设思路清晰、方法举措扎实、成果特色鲜明、成效影响显著，具有很强
的创新性、推广性与应用价值，为地方院校特别是西部地方本科院校高质量应用
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值得充分肯定。 

专家组一致通过该成果认定，并推荐申报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鉴定专家组组长签字: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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