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介绍（申请认定） 

课程名称： 军民融合理论实践与发展    课程代码：2100238    选课人数：50         

开课学院： 管理与经济学院                 授课教师：张纪海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学术成就：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的科

研项目 30项，参与科研项目 40项，累计科研经费 873万元。 

2．以第一完成人完成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领域的研究报告，被省级以上部

门采纳 5份；以第二完成人完成 11份研究报告，其中 8份被省部级部门采纳。 

3．探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模式，并应用到主持的《“十三五”宁夏回族自治

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规划编制》项目中，提出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宁夏模式，受到

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创新事迹: 

1.课程负责人作为北京理工大学国民经济动员学教学团队负责人，依托北京理工

大学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创新发展学科群，开设了一系列具有国防特色的课程，初

步建立了具有北理工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课程体系，为培养军民融合复合型人才

提供了良好的教学条件。 

2.课程负责人在本课程体系建设中努力构建以 ILOS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学

生知识面的拓展、综合能力的培养，提升职业素质，将目标明确地聚焦于学生最终有

意义的学习结果上，以明确的综合能力的掌握为目标反向设计教学过程，最终促成学

习成果的达成。 

3.课程负责人在课程实践中积极邀请行业内专家、学者进行直播互动课程，形成

网络虚拟空间与课堂真实教室相结合、以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以课外提问和

课内解答相结合的方式新型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在各个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 

 

价值塑造 

本课程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和强军目标,以国民经济动员学

交叉学科课程体系设计为试点探索军民融合课程体系改革方法与实践路径，注重对教

学水平的不断提升，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教学工作，为培养军民融合型人才提

供了良好的教学条件 

课程负责人在课程教学中不断探索教学方法的多样性，积极采用“雨课堂”和

“慕课堂”教学工具授课，采取线下线上混合方式授课，努力营造学生自主学习环

境，构建新型教学体验模式，增加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新颖性、教育性；充分调动学

生的自主性、探索性，提高课程参与度、到课率和获得感。 

课程负责人在本课程教学中充分发挥自己多次实地调研宁夏、内蒙古、陕西、山

东、福建等地的经历，切实深入讲解如何从军民融合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

决问题，指导学生多角度、多途径地体会军民融合理论发展历程与实践路径。并结合

学生参观校史馆、工厂、军事博物馆等实践教学活动，指导学生如何能够深入社会、

了解国情、体验社情，积累社会认识的阅历和增进军民融合工作的深入理解；使学生

在军民融合社会实践过程中增长才干，锻炼能力，开拓视野，培养职业素养，增加工

作经验，便于更好地投入真实的工作当中，为以后的工作打好扎实的基础。 



知识教育 

教学内容： 

1．课程核心内涵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本课程的核心内涵是军民融合。课程结合学科背景讲授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内

涵，创立形成过程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 

2．课程背景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本课程的时代背景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课堂讲授中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体系的重要意义；课程系统分析了军民

融合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十九大报告精髓、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以及新时代

军民融合发展目标、任务。 

3．国防科技工业与党的强军思想 

本课程的研究对象之一是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及发展脉络。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确保 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

升”、“力争到 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部署，从需求角度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的目

标。 

4．国防科技工业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本课程的研究重点领域之一是国防科技工业。课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全军思想指

引下的强军目标，课程通过典型案例，指导学生如何系统地分析强军目标对国防科技

工业改革与发展的要求；指导学生在理论分析和工作实践中要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

一，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5．课程案例分析与军民融合政策 

本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针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现状，讨论探索一些推动国防

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军民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课程是我校开设的一门以问题为导向、关注国家军

民融合战略的核心课程，着眼于培养学生掌握军民融合的来源、地位、内涵及特点。

对应教材将从军民融合理论的来源入手，介绍军民融合理论的演进和探索、军民融合

发展的实践、经验、矛盾以及教训、引发学生关于我国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以及国外军

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思考。 

教学设计: 

1.教学思想与理念：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针对社会各界对军民融合人才

的巨大需求，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传授知识为载体，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不断地对教育工作进行思考和总结后，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理

念。把握十九大报告思想“进入课堂、进入教材、进入学员大脑”的精神，认真履行

教书育人职责，在教学过程中认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重要精

神，不断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学与培训相结合，教学与实

践相衔接；积极探索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军民融合与国民经济动员知识体系。 

2.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即为“课程思政”，课

程负责人开设了一系列具有国防特色的课程，并以此作为教育载体，充分挖掘专业课

堂和专业知识蕴含的思政德育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思想精神

等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德育元素渗透、贯穿到整个教学过

程。《军民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课程与国家战略思想高度统一，课程的各章节充分

渗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政治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

育，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学生爱党爱国情怀，引导学生保持正确的观念，同时培养学生

养成了高尚的道德和学术素养。 



3.课程授课与实践教学指导：课程负责人带领教学团队成员采用产学硏校企联合

培养模式，实现北理工与军工企业各自的资源优势互补，达到理论联系实际，锻炼学

生的目的。此方法可以将军民融合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对于培养创新型科研人才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4.教学研究改革与成效：以国民经济动员学交叉学科课程体系设计为试点探索军

民融合课程体系改革方法与实践路径，注重对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采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开展教学工作，从而建立符合新时代国防需求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军民融合课程

体系。 

教学过程: 

针对该课程涉及内容多而课内学时不足的现状，根据“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

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原则，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相结合、课内课

外相衔接的教学策略。根据教学策略设计与之相配合的教学过程。一般在课前录制授

课内容微课课件发布到微信学习群中，课程中教师多采用提问、案例讨论、小组讨

论、自由发言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教学完毕后，再在微信群中发布相关作业。通过

多种形式的教学，学生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这样充分尊重

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教学效果： 

为适应学校“十三五”规划发展的要求，面向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两个一级

学科和国民经济动员学交叉学科开设了军民融合一系列相关课程，学生一致好评。 

依托《军民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团队也获批了学科育人项目。 

 

课程考核 

（此项属于选择项。请提供一份近期的、最优秀的研究生答卷，另附。）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放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