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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交教研字〔2022〕28 号 

 

关于征集《交通类高校教学改革创新发展案例》 

（第二辑）的通知 

 

各交通高等院校（二级交通学院）： 

交通类高等院校是国家交通行业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的重要基地。新时期，各交通类高校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

探索新工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建设、“双高计划”建设，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学

手段和教学评价等方面教学改革，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交流推广交通类高校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的经验成果，促

进交通类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高，中国交通教育研究

会决定面向全国交通类高等院校，征集《交通类高校教学改

革创新发展案例》（第二辑）（简称“案例”）。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案例征集对象 

全国交通类高校，包括交通类本科院校、普通本科院校

中的交通类二级学院、交通类高职院校。 

 

二、案例征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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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 

2. 专业建设与创新发展（含一流专业建设、新工科专业

建设、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等）； 

3. 课程建设与改革实践； 

4.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5. 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与实践； 

6. 教学评价改革与实践； 

7. 思政教育、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 

三、案例撰写要求 

1. 案例撰写的参考思路：为什么改革（背景）——改革

什么（内容）——如何改革（思路与措施）——改革效果如

何（成效）——改革结论或经验（总结）； 

2. 案例必须真实可信、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数据准确、

图表清晰； 

3. 案例内容重点突出、逻辑自洽、语句通顺、文字正确； 

4. 案例正文篇幅 3000-6000字为宜； 

5. 案例应有中文摘要、关键词，不要求英文摘要、关键词； 

6. 案例撰写应符合写作规定要求（见附件 1）； 

7. 案例参考文献符合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见附件 2）； 

8. 案例情景照片不超过 3张，作者人数不超过 4人； 

9. 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案例不受理。 

四、案例征集说明 

1. 申报单位审定本单位教师撰写的《交通类高校教学改

革创新发展案例》，汇总向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推荐； 

2. 案例征集、遴选不收取任何费用。案例一经提交，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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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意由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评审、选编、公开发布及推广

交流； 

3.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组织专家对征集的案例进行评

审、遴选，评为优秀与良好的案例将收录到《交通类高校教

学改革创新发展案例》（第二辑）中，在中国交通教育研究

会网站（http://www.zjjyh.org.cn/）全文刊出，进行宣传

报道，且供同行查阅与借鉴； 

4. 收录到《交通类高校教学改革创新发展案例》（第二

辑）的案例，向作者颁发《录用通知书》，并推荐优秀案例

参评下一届中国交通教育研究成果奖。 

五、案例编辑方式 

委托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高教研究分会负责《交通类高

校教学改革创新发展案例》（第二辑）组稿和编辑工作。 

联系人：吴兰平，电话：13971078572 

张安富，电话：13507131856 

地  址：武汉理工大学，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高教研究

分会秘书处。 

希望各单位积极组织教师撰写“案例”，并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发至邮箱：jtgjfh@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征

集案例”。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022年 8月 8日 

 



4 
 

交通类高校教学改革创新发展案例 

（第二辑） 

征  集  书 

 

 

 

 

 

           案例题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单位：                        

撰 写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提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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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全文 

 

附件 1. 案例撰写格式要求 

 

案例撰写格式要求 

内    容 格式要求 

标    题 黑体，小三号，居中，单倍行距 

副 标 题 楷体，四号，右对齐，单倍行距 

中文摘要 楷体，五号，左对齐，单倍行距 

英文摘要 Times  New Roman，五号，左对齐，单倍行距 

关 键 词 楷体，五号，左对齐，单倍行距 

作    者 宋体，小四号，居中，单倍行距 

一级标题 黑体，四号，首行缩进 2 字符，左对齐，1.15 倍行距 

二级标题 宋体，小四号，加粗，首行缩进 2 字符，左对齐，1.15 倍行距 

三级标题 宋体，五号，加粗，首行缩进 2 字符，左对齐，1.15 倍行距 

正    文 宋体，五号，首行缩进 2 字符，左对齐，单倍行距 

参考文献 
宋体，小五号，左对齐，单倍行距，符合论文规范要求，手动

添加尾注 

作者简介 
包括作者姓名，职务职称，研究领域，第一页脚注， 

宋体，小五号，左对齐，单倍行距 

图题表题 宋体，五号，居中，按图 1、图 2、或表 1、表 2 等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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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考文献规范要求 

1.专著、论文集、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作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

社,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例如 :[1]刘国钧 ,陈绍业 .图书书名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1957:15-18. 

2.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作者）.论文题名[J].刊名,年(期):起止页码. 

例如:[1]何龄修.读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OU J P,SOONG T T,et al. 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Earthquack Eng,1997,38(3):358-361. 

3.论文集中的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作者）.论文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起止页码. 

例如:[7]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

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4.学位论文 

[序号]主要责任者（作者）.论文题名[D].出版单位,出版年:起止页

码(可选). 

例如:[4]赵天书.诺西肽分阶段补料分批发酵过程优化研究[D].东北

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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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作者）.文章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8]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6.电子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作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的出版或获得地址或发表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例如:[12]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http://www.jcd.edu.cn/19980810-2.html,1998-08-16. 

[8]万锦.中国大学学报文摘(1983-1993).英文版[DB/CD].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