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东软学院

关于 2025 年校级教研教改项目立项的公示

根据学校《关于组织申报 2025 年度校级教研教改项目的通知》

要求，开展了 2025 年教研教改项目立项申报工作。2025 年共有 102

个项目进行申报，经过院级初审、专家评审，现有 92个项目符合立

项要求，予以建设立项。现将 2025 年教研教改项目立项情况予以公

示，公示期为 7天（2025 年 6 月 23 日至 2025 年 6 月 29 日）。公示

名单如下：

项目编号 部门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主要参与人

NSUJG2025-001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数字取证课程案例

教学研究
蔡延荣

王丽琼、李易、秦红梅、

谭飞

NSUJG2025-002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前端框架应用开发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

钟佳伶
张欢、代永芳、黄波、

王彩、夏磊、仲宝才

NSUJG2025-003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网络新技术课程教学探

索与实践——以《华为 IPv6+新技术》

为例

李林曦 宁多彪、赵荷、李楸桐

NSUJG2025-004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基于BOPPPS+课程思政的一体化混合式

教学设计与实践—以《移动应用开发

（鸿蒙）》为例

代永芳 张欢、钟佳伶、仲宝才

NSUJG2025-005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从竞赛到课堂：基于“赛教融合”的计

算机组成原理课程创新教学研究
刘南杉

吴江红、贾志东、

焦玉宏、康萍

NSUJG2025-006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智能为体、思政为魂”双螺旋驱动的

软件测试课程教学改革
王彩 张翀、钟佳伶、高嘉瑜

NSUJG2025-007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人工智能+新工科”背景下物联网工

程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罗利

黄平、贾坤、杨露、

蒋玲

NSUJG2025-008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AI 与数字孪生”赋能高校实践教学

的创新与应用——以嵌入式系统为例
汪劭珍

康西巧、康晓娜、

董祥千

NSUJG2025-009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互联网+”时代下人工智能课程混合

式教学改革研究——基于项目驱动与

智能评测的实践探索

罗媛媛
郑艺、杨元洁、焦玉宏、

夏磊



NSUJG2025-010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人工智能下物联网嵌入式技术教学模

式创新——以“物联网嵌入式系统开

发”课程为例

芶嵩淋 杨露、王涛、胡先庆

NSUJG2025-011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基于东软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教学目标

的精准量化达成度规则体系
程鹏 刘南杉、吴江红

NSUJG2025-012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软件工程专业留学

生课程思政元素探索——以

《Front-e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课程为例

余秋贝
赵洁、高嘉瑜、曹旭、

彭雅雯、刘德余、张翀

NSUJG2025-013
计算机与软件

学院

AI 赋能教学模式创新的研究与实践—

—以 ARM 微处理器基础课程为例
胡元波

殷茵、董祥千、于学聪、

秦海玉

NSUJG2025-014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数智赋能下电路类课程教学内容与方

法的改革与研究
张鹏

鄢移凌、田珊珊、

曹晶垚、赵金玲

NSUJG2025-015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信息工程专业数

智化教学改革探究
童浩

谭丽红、曾静超、张鹏、

曹晶垚、鄢移凌、

赵金玲

NSUJG2025-016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课内外一体、产学研并重”模式下《云

应用开发》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探索
谭丽红

吴平贵、曾静超、童浩、

鄢移凌、赵金玲

NSUJG2025-017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人机协同教学背景下基于大语言模型

的教师智能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王曼嘉

喻超、朱曼、刘杰平、

邓柏吾、李彤、王佳鑫、

彭迎莹

NSUJG2025-018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基于智能化云平台的虚拟现实协同教

学机制探索——以云计算课程为例
向城成

李波、谢青成、谭丽红、

彭雅雯

NSUJG2025-019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大数据专业职业伦理与思政教育的协

同育人研究
邓柏吾

朱曼、彭雅雯、王丰泽、

徐金亚、刘杰平、

谢文茜

NSUJG2025-020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与机器视觉》的线上线

下一体化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唐琴

温荷、唐金玉、洪浩龙、

黄鲜

NSUJG2025-021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大数据处理(一)》课程

思政建设与应用实践
罗国涛 刘涛、李静、杨佳

NSUJG2025-022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认知-实训”一

体化课程体系建设
何笑宇

温荷、王泽、于越洋、

颜克勋

NSUJG2025-023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AI 赋能教师教学创新的实践路径与效

果研究
孙国芳

李彤、王曼嘉、谢文茜、

刘杰平、徐金亚

NSUJG2025-024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适变·智融”：大模型技术与民办本

科应用型人才教育研究
周鹏

程阳、于学聪、王泽、

郭茗月、文汝杰

NSUJG2025-025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在 AI 时代背景下的信息工程专业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奎

曾静超、童浩、张鹏、

章仪

NSUJG2025-026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人工智能赋能跨学科实

践教学模式创新
曹晶垚 龚莉、刘开静

NSUJG2025-027
智能科学与

工程学院

基于 FineBI 的成绩数据可视化分析及

其在教学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徐金亚

林敏、蒲玲、朱曼、

张跃



NSUJG2025-028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教育评价改革协同研究实验基地建设

探索——以成都东软学院为例
李诗航

胡应林、朱虹燕、

张胤楷

NSUJG2025-029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数智化和个性

化研究
康世杰

王曼嘉、冷若冰、

胡晓飞

NSUJG2025-030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AI 数字人技术在慕课设计中的创新与

实践
徐建华

黄验然、杨萍、韦兰萍、

冯树娟、杨航月、朱宁、

陈佳伟

NSUJG2025-031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基于知识溢出理论 LKSs 的科研反哺新

商科学生能力教育研究
章仪

张红、郑雅蘭、王楚珺、

赵鑫、马天行、陈奥宇

NSUJG2025-032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有效体现“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经

济法》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改革探索
隆兰若云

罗阿玲、汪云遥、陈蓓、

焦荻、王玥、穆欣

NSUJG2025-033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AI 赋能新文科：跨学科融合视角下文

科专业编程类课程体系重构与实践探

索

王静 蒋芮、焦玉宏、兰堃萌

NSUJG2025-034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基于智能化的企业供应链管理实践改

革探究
韦兰萍

韩强、赵宏远、冯树娟、

黄验然、杨萍、刘阳、

夏一鑫、姜莹

NSUJG2025-035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OBE 理念下《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课程

目标达成度评价体系探索
李雨洁

余阳、李姗、刘世平、

熊瑞英、吴强、于丽娟、

蒋芮、兰堃萌

NSUJG2025-036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财务会计课程"混合

式教学+课程思政"融合模式研究
彭翔钰

李扬、石颖、余佩青、

何熠

NSUJG2025-037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智能财务可视化“教-赛-创”三位一体

教学模式培育研究
石颖

彭翔钰、李强、徐琳、

郭婧

NSUJG2025-038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基于 TOPCARES 的跨学科课程教学设计

研究 ——以《人力资源大数据分析》

课程为例

杨阳
张红、陈鹏、刘指意、

巩正阳、冯树娟、苟睿

NSUJG2025-039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新文科视域下《办公文秘》AI 浸润式

教学创新实践
刘一蒙

胡秋菊、叶莹玲、余佩

青、雷沈莉

NSUJG2025-040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

—以《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为例
叶莹玲

胡秋菊、刘一蒙、

雷沈莉

NSUJG2025-041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协同创新视域下民办高校财务管理专

业“三维四体”教育评价体系构建与实

践路径研究

余佩青 彭翔钰、王洁、彭雅玲

NSUJG2025-042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路

径研究
胡秋菊

雷沈莉、刘一蒙、

叶莹玲、杨阳、罗晓莉

NSUJG2025-043
信息与商务

管理学院

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智慧课程动态

优化机制研究
郑雅蘭

章仪、张耘熳、李倩、

王洁莹

NSUJG2025-044
数字艺术与设

计学院

艺术疗愈赋能下的视觉传达基础课程

的实践路径探索
付娆

乔付军、李浠、刘晗、

李雪佳、石雨鑫、

李心兰、张云、喻佳馨



NSUJG2025-045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校企（地）合作视域下实践教学环节多

元培养模式研究—以赵公明财道文化

创意设计项目为例

李雪佳

乔付军、韩玮静、张莞

卿、付娆、刘晗、伍若

尧、何宇航、刘知鑫

NSUJG2025-046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生成式 AI 辅助的线上线下混合式三维

软件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张朝栓 孙源、梁玉洁、关晓文

NSUJG2025-047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基于OBE理念与AIGC技术赋能的"技术

-创意-产业"三位一体课程体系构建研

究

王衍睿
王衍睿、张鑫、肖维祯、

费凌峰

NSUJG2025-048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课内外融合视角下产学研协同育人教

学模式优化与创新研究——以《交互设

计》课程为例

廖诗奇
阿呷金史、康颖、刘秋

雨、曲木史伍、柳阳洋

NSUJG2025-049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实验室模块化教学

体系建构
刘阳河

许林涛、徐玉婷、

毕士宏、胡楚梦、

罗阿贝、万知尚、

卢嘉奕

NSUJG2025-050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中跨学科课程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研究—以《交互装置（影像）》

课程为例

刘秋雨

张鑫、阿呷金史、

肖维祯、廖诗奇、

宋祥波、康颖

NSUJG2025-051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三国文化”贯穿动画专业

项目实践的特色育人探索
王方方

王运栋、吉思怡、

钟世全、戴熙为、

王晶鑫、高雅、万芊芊、

江柳奕

NSUJG2025-052
数字艺术与设

计学院

人工智能驱动下《影视特效设计》课程

的教学体系革新与教学成效实证研究
聂梦苏

马晓东、关冬霞、

卢嘉奕、罗阿贝

NSUJG2025-053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基于 AI 技术工作流的《计算机三维辅

助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周春燕

宋祥波、张鑫、王衍睿、

尹佳琪

NSUJG2025-054
数字艺术与设

计学院

探索“AI+协同创新”的工业设计模型

实验室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张钰

王亭亭、李潇、陶雪花、

高森、杜玥玥、史盼红、

李芸婷

NSUJG2025-055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AIGC 驱动下的《形态构成 II》课程螺

旋式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刘晗

邵宁、付娆、李雪佳、

张默、曹静

NSUJG2025-056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数智化赋能的“三新一融”教学模式在

非艺术生《构成基础》课程中的创新与

实践

李潇
陶雪花、高森、王金林、

刘月龙、王苒

NSUJG2025-057
数字艺术与

设计学院

基于生成式 AI 文创产品智造的实验室

教学实践研究
林尧

高雅、易艳丽、费凌峰、

张扬楼材

NSUJG2025-058 外国语学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融入《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的实证研究——以成都东

软学院为例

罗庆媛 唐凌琳、李阳、任松玲

NSUJG2025-059 外国语学院

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双循环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产教融合培养新范式的

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黄钰轩
陈鸥、李咏枫、张婷婷、

谭赞、杨梓英



NSUJG2025-060 外国语学院
AI 技术革新背景下的课内外一体化新

媒体教学实践与产学研融合探索
高升扬

赖星玥、汪莹倩、唐凌

琳、谢珍、王也、

牛瑞雪

NSUJG2025-061 外国语学院
AI 辅助 POA 大学日语教学模式研究—

—以“4S 东软智慧教学平台”为中心
汤丽

于心、罗兴瑶、姚清影、

李秦朗、刘畅、邓阳璐、

屈强

NSUJG2025-062 外国语学院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英语专业口语互动

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张欣雨 邓丹、高升扬、谭赞

NSUJG2025-063 外国语学院
人工智能赋能新文科课程改革：专业课

程与实践教学的协同育人探索
周子渝 李力西、杨驰、张锐

NSUJG2025-064 外国语学院
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中“师生机”三元

合作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庄小燕 王冰、李少波

NSUJG2025-065 外国语学院
AI 赋能的外语“三进”教学模式创新

研究——基于四川非遗数字叙事
刘畅

汤丽、姚清影、于洁、

李秦朗

NSUJG2025-066 外国语学院
文化共生视域下英专生中华文化传播

能力培养研究
唐荧苓 魏兴慧、梁思宁、杨驰

NSUJG2025-067 外国语学院

ADDIE-AI 融合模型构建：综合商务英

语课程的智能化教学系统设计与实证

研究

余婕
胡小薇、黄载阳、

张建华

NSUJG2025-068 外国语学院

人工智能背景下课程思政在二外法语

教学中的实践探索-以成都东软学院为

例

金成 李力西、姬堃、王冰

NSUJG2025-069
健康医疗科技

学院

“人群-场景-需求”三维导向的健康体

检 PBL 教学案例库建设与实践
杨佳宇 高静、张心萍

NSUJG2025-070
健康医疗科技

学院

以赛促教《卫生法规》课程建设：教学

方法创新与学生能力培养
刘冬雪

高静、蔡丽、辜刘伟、

巩桐

NSUJG2025-071
健康医疗科技

学院

以赛促学以学促创，大学生常规教学与

竞赛协同育人应用研究—以智能医学

专业为例

庞晨昕 杜萌泽、魏勇、王川涛

NSUJG2025-072
健康医疗科技

学院

应用型本科岗课赛证融通背景下健康

服务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巩桐

魏文娟、吉思怡、

孙志鹏、钟小超、

张心萍、刘冬雪、邱岱

NSUJG2025-073
数智应用技术

学院

双创赋能视域下应用型高校思政教育

模式重构研究
艾珏宇

廖凤玲、蔡华、于正义、

夏蝶

NSUJG2025-074
数智应用技术

学院

基于“八协同”产教协同育人背景下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效果研究
蹇晓焱

郭洋、杨小丽、李敏、

刘兆宏

NSUJG2025-075
数智应用技术

学院

多元共治视域下三链三创协同驱动产

业学院治理模式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研

究

郭洋
张朵、张敏、刘兆宏、

叶斌、姜天航、吴翔

NSUJG2025-076
数智应用技术

学院

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

育教学研究与实践
张朵

郭洋、张敏、李波、

冉君、谢钻鳌、周慧

NSUJG2025-077
数智应用技术

学院

基于五育融合的大学生劳动教育创新

与实践——成都东软学院课程体系改

革探索

廖凤玲 于正义、蔡华、艾珏宇



NSUJG2025-078 基础教学学院
AI 背景下智能评价赋能与过程反馈增

效的高等数学教学评价改革研究
余敏锋

李文静、向王炜钰、

丁志瑛、姜晓微、

李金菊

NSUJG2025-079 基础教学学院
智能教育生态中"四图谱一工台"驱动

的高等数学混合式教学创新路径探索
丁志瑛

金树林、康美佳、余敏

锋、李文静、胡彦杰、

魏小岚、姜晓微、李金

菊

NSUJG2025-080 基础教学学院
基于 COM-B 模型的大学生校园跑自我

管理意愿影响机制研究
程梦雨

刘宇鹏、王佳鑫、

彭迎莹、王玥、王婷婷、

邹林凌、金小朋

NSUJG2025-081 基础教学学院
OBE 导向的大学物理“三维互动”智慧

混合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干敏

郑志静、马君宝、

姚武友、陈宇红、胡成、

曾莹

NSUJG2025-082 基础教学学院
人机协同视域下高校体育教学数智化

工具应用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
刘宇鹏

程梦雨、龙佳跃、

熊春翔、古彬、陈承、

魏邦明

NSUJG2025-083 基础教学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创新与探索
胡成

陈宇红、薛元雄、

姚武友、马君宝、干敏

NSUJG2025-084 基础教学学院
成果转化导向的数学建模“三阶递进”

课程体系构建与探索
胡彦杰

吴明科、金树林、

余敏锋、郑志静、薛涵、

向王炜钰

NSUJG2025-08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以红色“剧本杀”融入“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为例

李凤 周钰麟、方淑慧

NSUJG2025-08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融入课程思政理念/人文元素的沟通与

演讲课程教育改革探索与实践
史诗沛

戚煜、敖舒、王晋、

李楸桐、樊磊

NSUJG2025-087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行走的思政课：四川红色教育基地资源

价值转化的“三维协同”机制研究
郑红玉 杨海玲、余丹蕾

NSUJG2025-088 创新创业学院
生成式 AI 发展下四川省一流本科课程

《思维创新与开发》的迭代与发展
张佳如

胡立琴、于心、王也、

邱晓莹、郭超、樊磊、

樊艺梅

NSUJG2025-089 创新创业学院

地方应用型民办高校“三型”人才培养

过程中双创课程教师的定位与作用研

究

敖舒

廖世英、史诗沛、

何畅为、罗剑波、

刘明理

NSUJG2025-090 创新创业学院
跨学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对人才培

养机制及实践路径的引领与启示
张灏

刘明理、廖世英、

胡立琴

NSUJG2025-091
招生就业

工作部

基于 AI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大学生

就业指导》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孔妤婷

刘新丽、康达、陈莹莹、

闫瀚笛、孙思、黄杰、

钱永胜

NSUJG2025-092 教务部

成都东软学院“以赛促教”教师教学竞

赛实施路径优化研究——基于组织管

理效能提升视角

汤婕
杜丽、王青清、毛月、

吉思怡、吕娜、叶显敏



在公示期内，对公示的项目持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须以书面形

式（包括必要的证明材料）提出。单位提出异议的，须在异议材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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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不予受理。

联 系 人：王青清

联系电话：64888057

电子邮箱：WangQingqing@n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