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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大师引领“融航天精神传承于工程创新实践”的感悟式德才并举

教育方法，构建航天重大项目驱动的“多学科导师团队+学生自主选题”

的产学研融合培养模式，打造“藤蔓式多源协同”跨学科育人大平台，培

养了一大批拥有航天报国情怀和知识融合、技术创新、前沿预判、组织协

同和工程领军能力突出的航天领域新时代卓越工程师。该成果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培养卓越工程师上

的生动实践，是载人航天精神和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等红色基因在新

时代赓续传承的结晶，教学成效显著，育人成果突出，得到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等媒体高度评价。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1987年成立全国第一个航天学院，

形成了“立足航天、服务国防、长于工程”的特色优势，打造了一大批国之重器，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

才。进入新时代，学校勇担航天第一校“尖兵”重任，入选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致力打造“新时

代卓越工程师的摇篮”。 

2008年，校党委决定“全面启动工程教育改革试点，探索具有国际性工程技术创新人才培养途

径”。经过10余年的改革与实践，提出并践行“树立高理想、钻研真问题、塑造高规格、锤炼真功夫”

的卓越工程师培养理念，创建了“大师（Master）引领+大项目（Major-project）驱动+多源（Multi-

source）协同”（下简称“3M”）的航天领域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图1所示)，具体内容如下： 

（1）提出大师引领“融航天精神传

承于工程创新实践”的感悟式德才并举

教育方法，坚定研究生“航天报国”的

理想信念。 

（2）构建航天重大项目驱动的“多

学科导师团队+学生自主选题”的产学研

融 合 培 养 模 式，锤 炼 研 究 生“顶 天 立

地”的看家本领。  

（3）打造“藤蔓式多源协同”跨学

科育人大平台，快速响应航天领域国家

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  

“3M”模式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哈工大精神在

培养卓越工程师上的生动实践，是中国

航天精神和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等红

色基因在新时代赓续传承的结晶，教学成效显著，育人成果突出。近5年，毕业生到航天国防企业就业人

数增长了64.6%。研究生创新能力显著提升，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和中国专

利金奖等一大批创新成果；学生微纳卫星团队自主研制发射了我国首颗大学生卫星“紫丁香二号”，研

制的U/V应答机、微型相机等产品应用于我国20余颗卫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中央电

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等国家级媒体对本成果的人才培养模式给予了充分认可和高度

评价。中央电视台报道“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高校教育方法、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创新上有着重要的借

鉴意义。”相关教学成果在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6所高校得到了推广应用。 

对标航天领域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需求，本成果主要解决了以下教学问题： 

（1）“航天报国”信念未坚。研究生主动服务航天国防事业的使命担当不够，矢志奉献的定力不

足，亮剑拼争的毅力不强。 

（2）“顶天立地”本领不硬。研究生前沿预判、原始创新和工程领军的“顶天”能力欠缺，团队协

同、集智攻坚和技术融合解决重大工程问题的“立地”能力不突出。 

（3）“学科交叉”壁垒难破。传统二级学院研究生培养方式学科交叉融合难，快速响应航天领域国

家急需高层次人才需求的机制不健全。  

图1 “3M”模式培养航天领域新时代卓越工程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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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图2 “课堂+实践”双思政坚定学生“航天报国”的理想信念 

1. 大师（Master）引领：营造“从游大师”育人氛围，推进“课堂+实践”双思政，传承航天精

神，坚定“航天报国”的理想信念 

赓续哈工大“红色工程师摇篮”的人才培养传统，推进“课堂+实践”双思政，营造“从游大师”育

人氛围，提出“融航天精神传承于工程创新实践”的感悟式德才并举教育方法（图2所示）。 

一是建立了“大师+”师生联合党支部，打造了“大师+”导学思政团队，鼓励学生见贤思齐，在许

党报国、服务人民中实现人生价值。 

二是在培养方案中专门增设实践思政特色学分，安排学生到航天企业动手实践，“零距离”浸润航

天精神。 

三是研究生按航天“两总”工程管理模式组建研究团队，结合国家探月工程等，自主研制微纳卫

星，深刻践行航天精神，不断增强服务航天国防事业的使命担当。  

2. 大项目（Major-project）驱动：搭建跨学科的产学研基地，加速“科教+产教”双融合，锤炼

“顶天立地”的看家本领 

建立学科交叉、国际化、宽口径的航天领域工程领军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航天重大项目驱动的“多

学科导师团队+学生自主选题”的产学研融合培养模式，锤炼研究生“顶天立地”的看家本领。 

一是建立11个多学科融合的高水平科研育人基地和6个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基地，聘请以余梦伦和魏

毅寅院士为代表的100余位航天总师担任导师，组建理工结合的“大师+多学科导师+研究生”科研团

队，指导研究生从航天重要型号任务中自主凝练学位论文选题，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实现

理工交叉和科教产教深度融合。 

二是优先向优秀学生配置优质资源，设立个性化定制的“高端课程+科研探索”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聘请国外高水平学者与本校骨干青年教师组建课程教学团队，共建研究生高端课程57门，提升研究生前

沿预判和原始创新能力。 

三是建立“微纳卫星创新工场”，依托我校与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联合创立的“中俄工科大学

联盟”等高水平国际平台，哈工大牵头近20个国家40余所大学组建学生科技创新联盟，结合国家探月工

程、一箭20星计划和欧盟QB50计划等，持续开展“紫丁香一号”和“紫丁香二号”、“龙江二号”、

“阿斯图友谊号”等系列微纳卫星研制与试验工作（图3所示）。突破航天技术的国际壁垒，促进研究生

的国际交流，培养研究生的工程领军和国际化协同攻关能力。  

图2 “课堂+实践”双思政坚定学生“航天报国”的理想信念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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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课堂+实践”双思政坚定学生“航天报国”的理想信念 

本成果提出了“树立高理想、钻研真问题、塑造高规格、锤炼真功夫”的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理

念，创建了“3M”育人模式，主要形成了以下3个创新点： 

1. 提出了“融航天精神传承于工程创新实践”的感悟式德才并举教育方法 

按照航天工程管理研发模式建立学生“微纳卫星创新工场”，成为国际空间科学研究计划参与者和全

校学生、全球爱好者共同探索浩瀚宇宙的开放平台。在大师引领下，学生按兴趣自主设计任务、自主组建

团队，开展卫星研制，通过亲身参与微纳卫星研制、发射、管控和应用的工程实践，结合航天专家及导师

3. 多源（Multi-source）协同：打造“藤蔓式多源协同”育人大平台，催生“特区+项目”双机制，

快速响应航天领域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谈到的“地瓜理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

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

壮硕大。”借鉴“地瓜理论”形成了卓越工程师培养多措并举、多方共育、多点突破的指导思想。以人

才培养为“根”，以研究生培养

项目为“藤”，以国内外优质

“产学研”资源为“叶”，打造

了“响应需求、优化供给”的藤

蔓式多源协同育人特区运行机制

（图4所示）。 

一是参与组建和对接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吸引优质产教

资源服务人才培养，实现产学研

深度融合。 

二是超前谋划航天领域急

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项目，通

过聘请首席科学家牵头、汇聚多学科导师参与，打造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储能技术、集成电路等学

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特色项目班。 

三是大力推行面向航天国防企业深度合作的“订单式”研究生培养项目，以“工学交替”方式培养

国家急需的卓越工程师。  

图3  学生微纳卫星团队通过国际合作研制“龙江二号” 

图4 “藤蔓式多源协同”育人大平台 

      三、成果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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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培养了一大批拥有航天报国情怀和知识融合、技术创新、前沿预判、组织协同

以及工程领军能力突出的航天领域新时代卓越工程师。本成果曾获得2018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各1项，2022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和二等奖2项，

并支撑学校入选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1. 大师引领，研究生航天报国意识持续增强 

航天学院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等称号。成果

负责人曹喜滨院士获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首届创新争先奖等荣誉。本成果成员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1项、中国专利金奖1

项。本成果成员带领的团队获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1个、国防科技创新团

队2个和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个，被授予“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突出贡献单位”。  

在大师引领下，航天精神和

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等已潜

移默化融入育人全过程，团队的

研究生党支部获评全国首批高校

“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越

来越多的研究生选择投身航天国

防事业，近5年航天国防就业人

数增长64.6%（图5所示）。  

2. 学科交叉，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近5年，学校共培养航天领域相关学科专业硕士毕业生9832人、博士毕业生2875人，博士毕业生发表

SCI论文3.57篇/人、EI论文1.55篇/人、获发明专利1.42项/人，共有470人次研究生获得中国研究生创新实

践系列竞赛国家奖130项（其中特等奖5项，一等奖19项）。2014年以来，航天领域相关学科共有7名毕业

图5 近五年毕业生到国防航天企业就业情况 

团队言传身教，实现思想引领，让学生认知、认同、传承和践行中国航天精神，提升工程领军能力，在

“自信、自强、自豪、自觉、自律”中塑造“航天魂”。 

2. 构建了航天重大项目驱动的“多学科导师团队+学生自主选题”的产学研融合培养模式 

搭建航天重大项目驱动多学科融合的高水平科研育人基地，与航天企业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聘请国内外知名教授、航天总师担任研究生导师，组建理工结合的“大师+多学科导师+研究生”科研团

队，实现研究生指导模式由“一对多”到“多对多”的转变；指导研究生结合重大科研项目和重点型号

任务，进行学位论文自主选题，将航天企业“卡脖子”清单变成人才培养清单，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人才

培养优势，实现理工交叉和科教产教深度融合，提升研究生技术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3. 打造了“藤蔓式多源协同”跨学科育人大平台 

通过教学平台和师资队伍全校共享、教务与思政工作队伍专职配备、育人基地与龙头企业联合共

建、培养项目由首席科学家牵头开办、培养方案和学位论文由交叉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全权负责的方

式，打造多源协同的人才培养特区，开办多学科融合的研究生特色培养项目，推动国内外优质“产学

研”资源按人才培养目标快速整合，突破传统二级学院人才培养的学科壁垒，破解学科交叉及产教融合

协同难的问题，快速响应航天领域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  

      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教学优秀成果|04 



生获“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0名毕业生获“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果获得

者”称号。近5年，航天学院研究生获得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金

奖、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金奖、国际大学生航天器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和第十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

冠军等一大批创新成果。 

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成为融合育人的典范，自主研制发射卫星两颗，参与研制卫星20余颗，包

括我国首颗大学生自主设计、研制和管控的卫星“紫丁香二号”（如图6所示）和全球首个独立完成地月

转移的微卫星“龙江二号”。曾获得大学生“小平科技创新团队”(2016年)、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201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0年）等荣誉；学生微纳卫星团队负责人、本成果团队成

员韦明川（在读博士生）被授予“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突出贡献者”称号（2019年），并以第一完成

人获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21年）（如图7所示）；学生微纳卫星团队成员博士生吴凡获“全

国向上向善好青年”（2019年）等。学生微纳卫星团队在2017年自主创办了“学生微纳卫星技术国际论

坛”，并已连续举办两届，吸引国内外60余所高校和中小学的学生200余人参加。  

3. 成果共享，改革理念和项目模式有效辐射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网、央广网、新华网等国家级媒体对本成果

给予了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在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教育报》在聚焦研究生教

育系列报道中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培养新时期航天工程领军人才》 

为题报道了本成果。中央电视台（2015年）报道：“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高校教育方法、管理模式

和人才培养创新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人民网（2017年）指出：“这是为培养新一代复合型优秀航

天人才所做的创新与尝试。”《人民日报》（2019年）以“团队如一块巨大的吸铁石”“科研灵感在这

里生根发芽”“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为小标题专题报道了本成果学生微纳卫星团队的科研事迹。2013年

至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航天二院等30多家高校、企业来我校调研交流。相关教学成果

在西安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和重庆大学等6所高校

图6 中国第一颗高校学子自主设计、研制、管控的纳卫星 

图7 博士生韦明川被授予“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突出贡献者”称号，以第一完成人获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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