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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

Ø 1997年学校被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Ø 2004年教育部与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建南昌大学协议。

Ø 2005年南昌大学与江西医学院合并组建新南昌大学。

Ø 2006年通过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优秀评估。

学校历史沿革与概况



l 1921年创办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

l 1940年创建国立中正大学

l 1949年国立中正大学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

l 1952-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南昌大学
建制撤销，江西高等教育受到严重削弱

l 1952年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更名为江西省
医学院

l 1953年江西省医学院更名为江西医学院

l 1958年成立江西大学和江西工学院

l 1958年江西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
医学校（1937年成立国立中正医学院）合并
，仍称江西医学院

l 1985年江西工学院更名为江西工业大学

l 1993年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
昌大学

l 1997年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l 2004年教育部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南昌大
学

l 2005年南昌大学与江西医学院合并组建新南
昌大学

学校历史沿革与概况



青山湖校区青山湖校区

鄱阳湖校区鄱阳湖校区

东湖校区东湖校区

抚州校区抚州校区

校园：5个校区，占地面积8036亩 

前湖主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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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区功能

前湖
主校区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基地

青山湖
校区

软件学院、科学技术学院以及继续教育、中小学教育、
在职（同等学力）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培养基地

东湖
校区

医学科研、研究生教育、高年级本科生教育以及医学继
续教育基地

鄱阳湖
校区 共青学院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基地

抚州
校区 专科层次的医学教育及医学高等职业教育基地

五五

大大

校校

区区

功功

能能

分分

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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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湖校区----占地4500多亩，校舍130多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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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历史沿革与概况

学科门类12个

学术类博士学位一级

学科授权点8个

学术类硕士学位一级

学科授权点45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个

本科专业112个

国家重点学科2个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

硕（博）士专业学位

授予权16个

学科专学科专
业体系业体系

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

硕士学位授予权

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

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



　　

在校学生：46885人

•本科生37858 人

•研究生8363 人

•留学生6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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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师资
队伍队伍

l“双聘” 院士5人

l“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人

l“长江学者”4人

l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

l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2人

l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5人

l国家教学名师1人

l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

l“白求恩奖章”获得者2人

l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7人

l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2人

l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6人

l江西省“井冈学者”特聘教授5人

l南昌大学“赣江学者”特聘教授6人

l享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88人

l专任教师

2537人

l外籍专家

（教师）47人

l专任教师中，副高以上职称占
49.43%；具有博士学位者占

25.11%；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学者

占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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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

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验中心

工程力学实验

教学中心

生物学实验
 教学中心

临床医学实

验教学中心

电工电子实验

教学中心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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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总

值6.87亿元，

有各级各类附

属（直属）医

院12所，其中

国家三级甲等

附属医院4所。

附属口腔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第一附属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

第四附属医院第四附属医院

学校历史沿革与概况



l办学目标：

l  区域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综合性大

学

办学指导思想

办学
理念

育人
理念

校训

学术立校

人才强校

依法治校

以人为本

德育为先

学术为上

格物致新

厚德泽人

      培养高素质专门人

才和为江西经济建设

与社会发展作贡献，

是南昌大学现在和将

来必须扭住不放的中

心工作，也是责无旁

贷的神圣使命。

                  ————潘际銮潘际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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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厚基础、宽口径、
重德行、强能力”的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需求

构建多样化
人才培养模式

人
的
个
性
化
特
征
及
其
发
展

人
才
成
长
的
多
样
化
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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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理工试验班

l中兴班

lACCA班

l理工实验班

l
l国学班

l中法国际工商管理班

l软件学院东软班特色特色
实验班实验班

l英语尖子班
l江铃实验班

l临床医学专业试验班 l“卓越传媒人”实验班

构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理工实验
班、国学班等 

•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卓越传媒人
实验班等

•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东软实验班
、江铃实验班等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一、二年级 三、四年级 进一步深造

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土木工程（力
学方向）
学科基础课程
通识课程

学生从物理、化学、生
物技术、材料物理、土
木工程(力学方向）中自
主选择一个专业
专业主干课程

物理、化学、生物技术
、材料物理、土木工程
(力学方向）

研究生课程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理工实验班（2＋2＋N）

培养“志存高远、基础宽厚、个性鲜明、勇于
创新”的理工科拔尖创新人才



通识课

学科基础课

1、重构课程体系 

专业主干课程

个性化课程

打破学科和专业壁垒，建立
学科交叉融合、专业互通集
成的课程体系：跨学科基础
课涵盖了数、理、化、生、
材料和力学等学科，专业主
干课和跨专业选修课互通集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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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研讨式教学、自主性学习、学术引导、
科研训练”四位一体的因材施教、个性化发展的
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挖掘学生潜能、教会
学生学习。

2、改革教学方法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 设计科研训练课程和学科前沿课程并纳入
培养方案，开放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保障低年级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建立
学术论文制度，举办学生学术研讨会，激
发研究兴趣，培养创新意识。

3、加强学术育人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科学训练课 程（特色课程之一)

Ø

Ø 由导师指导完成，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Ø 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能力； 

Ø 培养学生根据所研讨的课题，着手调

     研、查阅资 料、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Ø 培养学生的表达和交流能力。

学生做科学训练课程报告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科学前沿课程（特色课程之二） 

    利用与清华大学微纳米力学与

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心的合作资源，

邀请该中心的研究员给本硕班学生

讲授“科学前沿”课程。

    给学生带来最前沿的科研知识

和强烈的科研冲击，培养学生的思

索能力、辨析能力和探索求知精神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清华大学微纳米力学与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心
研究员给本硕班学生讲授“科学前沿”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建立包括导师导学、开放游学、学分互认
、综合评价等一套有效的育人机制，特别是
由学生选拔、课程考试、学生评价、跟踪回
访等组成的综合评价机制，保障了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有效实施。

4、健全育人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导师导学机制：

• 教学名师授课：聘请校内外教学名师小班授课，进行
互动式、研讨式教学，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
的能力

• 学术导师指导：选聘优秀教师担任导师，在导师指导
下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培养计划

• 学术名家讲学：利用校际间合作关系，聘请学术名家
讲学，举办名师讲坛、国学讲习堂等活动，提高学生
学术素养。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高研院讲坛高研院讲坛



潘际銮院士——创新之路

朱邦芬院士——如何学习、如何创新

名师讲堂



欧阳志远院士——基础坚实  胸怀大志



杨叔子院士：

      “踏平坎坷、成人成才”

都有为院士：“人生的旅程”



长江学者陈晔光教授——

                    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 

长江学者郑泉水教授——

              深度学习与成才



施惠基教授：立大志 、求大智、做大事



开放游学和学分互认机制

• 实施开放办学，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内外交
流与合作，组织学生到境内外游学访学，
聘请名师授课，开拓学生国际化视野。

• 与美国、英国、台湾等境外高校和境内名
校合作，互派学生交换学习、选修课程，
实行校际学分互认，拓展学生第二校园经
历。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学生暑期赴英国学习
暑期赴英国学习实践



部分学生赴以色列学习



赴清华和北京大学学习



赴清华和北京大学学习



综合评价机制：
• 选拔学生以兴趣和意愿为前提，通过笔试、面
试、心理测试等，既考察学生的显性知识更注
重考察学生的隐性知识；

• 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考察
和能力评价；

• 改革奖学金评定制度，设置特别奖学金，鼓励
学生个性化发展；

• 建立学生成长档案，对毕业生跟踪回访，不断
改进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本硕实验班至今共招收了7届学生，已经毕业或将毕业的4届

本科生100%推免攻读研究生，其中73%进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等“985”高校、中科院科研院所或前往美国留学。



学生感悟

        “学校对本硕班高度重视，聘请全校名师实施小班

授课，可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课并记学分，为我们

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自主空间。名师授课，上课真

的是思维碰撞与激发。陈老师的高等数学、宋老师

的工程力学、石老师的物理化学、邹老师的弹性力

学…上这些课程，简直可以用欣赏艺术来形容！”

2009级陈恩惠：



2008级陈星：

2009级张范：

        “从大一开始就给我们分配导师，让我们较早就能进入到实

验室，参与导师组会，更早地接触了解科研工作具体如何实施

，接触各种先进仪器设备，极大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所有

这些，使得我们不再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而是真刀实枪地接

触科研工作。这对我们心智的培养，未来的成长，无疑是笔巨

大的财富。” 

       

       “我最喜欢的是本硕班的导师制，这真的让我获益匪浅。”



2009级 赵盼盼：

         “高等研究院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给实验班学生增设‘学

科前沿’课，这里邀请了朱静院士、郑泉水教授等来自清华

大学和中科院的杰出学者，介绍国际前沿科学技术发展动态

，解说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方法，我们可以随时提出自己

的疑问与‘大家’进行零距离的接触交流，原来那些院士、专

家、学者都那么的可亲可近，同时这门课程也使得我对科研

的兴趣增加了几分。这些课程的开设，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

学术视野，发挥了很好的创新引领作用。”



       2010年4月，黄克智院士来高研院做关于‘基于原子势的碳纳米管壳体

理论’的学术报告。台上的他神采飞扬，当讲到变形梯度影响与尺寸效应

时，已是八旬老人的他所迸发的活跃、睿智、敏捷的生命活力更是深深

地感染着我们。意气风发的指点江山之后，他鼓励我们：‘做学问不要急

……在我40岁之前，发表文章数量只占总数的5%，40-70岁发表的文章数

量占总数50%，到了七十多岁我就换研究方向了，看看，70-83.5岁的成

果占了近一半。所以，只要打好基础，不计得失，全心投入科研，就会

得到回报……’。满头银发与温煦笑容的衬托下，黄院士就像手执蒲扇、倒

骑仙骥、笑看世事的智者。一字一句都掷地有声，令人深思。……这是大

师级别的视听盛宴更是珍贵的头脑风暴，这里，是我们初探科学、眺望

世界的重要窗口。”（2008级 潘嫱）



专家评价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克智、朱静、范守善等评价：

        “南昌大学的这种尝试，打破了学科和

专业壁垒，培养学生多学科研究背景和创

新能力，开展了很多有创造性的工作，可

谓开地方高校之先河，为地方综合性大学

开展精英教育探索可行之路进行有益的探

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清华大学施慧基教授:

         “南昌大学通过整合办学优势，引入现

代教育理念，建立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和教

学平台，形成与国际和国内优秀科研和教

学团队的有机联系，在培养理论基础厚实

，学风严谨，综合素质好的创新性拔尖人

才上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成功道路。”





• 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首批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
点的61所高校之一。

• 设置联合培养人才办公室，具体负责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各
项工作。

• 学校已有13个专业获教育部批准实施，３个专业被列入江西
省普通本科高校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形成了国家、省、校三
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体系。

• 与中兴通讯、东软集团、江铃股份、四特集团等大中型企业
建立了合作培养关系。依托这四家企业建立了四个国家工程
实践中心。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3＋1）



 2011年6月，南昌大
学、江铃股份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共建教
育部“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的“江
铃实验班”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根据目标，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学校与企业共同制订
“3+1”学习阶段的
培养目标、培养标准
和培养计划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配备双导师，实现校企联合培养

学校导师

企业导师

学生

对学生进行为

期一年企业实

习过程指导

日常管理，学生
安全、保密教育
，配合企业导师
完成各项实践教
学工作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加强文化交流，形成协同育人文化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江铃班毕业学生有101位，
除了2名学生继续读研究生
外，其余学生100%与江铃
签订了就业协议

就业情况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卓越传媒人”实验班（2＋2）

• 从全校各专业二年级学生中遴选已经具有一定的原专业的基础知识
、又有志于投身新闻事业的学生

– 学生来自德语、英语、制药、护理、国贸、生物、历史、法学
、经济等10个专业

• 后两年主要学习新闻传播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和技能
– 新闻传播学史论、媒介素养、媒介伦理、新媒体等基本理论和
基础知识，以及新闻采写编评摄等基本技能；最后一年实习10
周；

– 鼓励与原专业原班级的同学保留密切联系，尤其是选修原专业
课程。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协同育人——部校共建新闻学院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协同育人——部校共建新闻学院

共建设课程体系

01

共建师资队伍

02

共建实习基地

04

共建研究智库

03

共建成果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2011级学生共在各类各级报

纸期刊发稿约190余篇，在广

播电视媒体发稿(包括专题片

、宣传片等)43条，其中有的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2009级
毕业生中

有6人

继续攻读
研究生，

其余

学生在中
央电视台

、江

西电视台
、等单位

就业

。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 1993－2003：融合发展

• 2003－2013：建设发展

• 2013－2023：提升发展

进一步深化改革



南昌大学作为江西高教综

合改革试验区1

《南昌大学综合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2

进一步深化改革



培养
理念

以生
为本

因材
施教

个性
发展

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试点——前湖学院
进一步深化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试点——前湖学院

小班
化

国际
化

个性化

01

培养
模式

03 02

进一步深化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试点——前湖学院

01

0302书院制 学分制

导师制

管理

模式

进一步深化改革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感谢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