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2023届毕业生信息

云岭苍苍，日月遥望，沧江扬帆千里奔流；

旗山巍巍，春秋相逢，汀河开卷一路欢歌。

这是一所扎根祖国西南边陲的国门大学，这是一所在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地区院校，这

是一所伴随着新时代改革发展春风崛起的应用型高校。她，就是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校位于气候宜人、生态优美、人文荟萃、

物产丰饶的云南省临沧市。临沧毗邻缅甸，横跨太平洋、印度洋

两大水系，国土面积 236.20 万公顷，辖 1 区 4 县 3 民族县，总

人口约 226 万，其中彝、佤、拉祜、傣、布朗等 23 种少数民族

占比 38%。作为云南“五出境”通道之一，临沧区位优势明显、

生态环境优美、交通出行便利，是中国进入印度洋最便捷的陆上

通道，森林覆盖率超过 70%，空气优良率 100%，年平均气温

18.5℃，有航空、动车和高速公路连接省会及周边城市。临沧是

中国十佳绿色城市，是世界茶文化的起源地、“滇红茶”的故乡，

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

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及“金海

棠”奖颁奖活动的永久举办地，素有“天下茶尊、恒春之都、养

生圣地”之美誉。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7 年创办的

顺宁府立初级师范学堂、1918 年开办的缅宁师范讲习所和 1936

年设立的双江简易师范学校。1978 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临沧师专班在澜沧江畔正式招生，首开滇西南高等教育之先河。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历经临沧师专班、临沧教育学院、临沧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多个发展阶段，2015 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滇西科技

师范学院，成为云南省最年轻的省属公办本科院校之一。学校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学校实际，确立“三性四群五工程”

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思路，坚守“立德与树人相长、科技与人文交

融”的办学理念，秉承“立德修身、笃学尚行”的校训，不断彰

显“地方性、应用性、开放性”的办学特色，立足滇西、面向云

南、服务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成为红土高原高等教育一道亮

丽的风景。

学校占地面积 1084 亩，总建筑面积 32.04 万平方米，教学

仪器设备总值近 1 亿元，有纸质图书近 100 万册，电子图书 28

万册。有校内实验实训场所 329 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310 个。

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



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数理学院、智能与信息工

程学院、生物技术与工程学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亚洲微电

影学院、航空与轨道交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 14 个二级学院，

设 14 个二级党组织、50 个党支部。现有教职员工 900 余人，本

科专业 34 个，专科专业 58 个，全日制在校生约 1.23 万人。生

源遍及云南、山东、湖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 17 个省

（市、区），另有来自欧美、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留学生 350

余人。2019 年、2020 年学校领导班子连续两年被省委组织部评

定为优秀等次，2019 年、2021 年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

考核被省委教育工委评定为优秀等次；1 个党支部获批全国“党

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1 个党总支和 3 个党支部获批

云南省“一流党建”示范项目。

找准办学定位，科学确立目标。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

国家强。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学校秉承扎根滇西、深耕本土、

立德树人、服务发展的办学传统，全面落实“三性四群五工程”

办学定位和发展思路，“三性”就是凸显“地方性、应用性、开

放性”的办学特色；“四群”就是着力打造服务中缅通道建设、

高原特色生物产业、教师教育和新媒体新工科四大专业集群；

“五工程”就是实施“个十百千万”五大工程，把建设国内外知

名应用型国门大学作为学校奋斗目标。  



汇聚八方资源，构筑人才高地。大师治学，大器方成，学校

乘着党的十九大的东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汇集各方优质办学

资源。专任教师近 600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260 余人，博士、

硕士 400 余人，“双师型”教师 320 余人。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郝时远研究员、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教授、中央

民族大学原校长陈理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云南师范大

学原校长骆小所教授等知名学者客座讲学；聘请著名艺术家斯琴

高娃，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任志宏，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特聘研究员彭文斌教授，英国伦敦南岸大学、中国科学院“百人

计划”入选者张建国研究员等一批文化名家和资深教授到校执

教；引进华中科技大学、西南大学等部属院校“银龄计划”教授

和柔性引进人才等高层次专家 50 余人到校服务；聘请 100 余名

来自行业或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担

任兼职教师。多名教师荣获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国贴”专家、云南省万

人计划“云岭学者”、云南省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省突”专家、

“省贴”专家、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省级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号。



加强专业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学

校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紧扣云南“三个定位”，以服务云

南“三张牌”建设和临沧“三个示范区”建设为重点，主动适应

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需求，主动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优化专业结构，突出专业建设服务社会发展的作用，培育

和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所需的新专业。打造服务中

缅通道建设、高原特色生物产业、教师教育和新媒体新工科新农

科四大专业集群优势特色专业，是目前云南省最早开办无人驾驶

航空器系统工程和新媒体艺术两个新兴专业的院校，获批省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 4 个，12 个专业在 2022 年全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

中被评为“C 类”专业，“四大专业集群”建设成效显著。充分

发挥学校科教优势，开展科技下乡、乡村教师培训等活动，强化

扶贫扶智，助力脱贫攻坚，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做好驻村帮

扶工作，先后派出 36 名干部职工到沧源县开展驻村帮扶，累计

投入帮扶资金 300 余万元。

深化产教融合，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路径。学校致力于培

养“品格优秀、基础扎实、技能娴熟”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围

绕“四大专业集群”建设，不断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构建“六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多渠道推进校地合作、

校政合作，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与中远集团、



中央新影集团、清华启迪、香港成龙国际集团、超星集团、甲骨

文、达内集团、大疆、云南机场集团、临沧工业园区、滇红集团

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欧美、缅甸、泰国、印度、韩国等十余

个国家的多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合作培养人才，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获批云南

省“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省级

教学成果奖 5 项；获批教育部“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智能学

院项目建设院校、全国人工智能专业最具发展潜力和创新力高校，

获评中国高等教育“智慧教学创新应用示范单位”；《物联网专

业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等 18 个项目获批教育部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项目；获批“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础教

育教师培训基地”；获批全国 1+X 证书试点院校，开展无人机、

集成电路、传感网、粮农食品安全、大数据财务、跨境电商等认

证；40 余名教师获省级或全国教学竞赛一、二等奖；2021 届师

范类本科生教师资格证笔试通过率全省师范院校排名第一。

凸显应用性，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伴随着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教育现代化、国际化的步伐，一批批学子以爱国励志、笃学

尚行、勇于担当的品质，以基础扎实、技能娴熟、一专多能的才

学，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建校以来向社会输送各类专业人才累

计达 7 万余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水平日益提升，毕业生就



业率保持在 99%以上，部分专业事业单位录取率超过 50%。近

五年我校学生在各级各类竞赛中屡获佳绩，荣获世界级奖项 3 项、

国家级奖项 60 余项、省级奖项 600 余项。在全国、全省“挑战

杯”大赛、数学建模大赛、机器人大赛、计算机设计大赛、电子

商务“三创”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师范生微课

大赛、大学生微电影大赛、亚洲微电影大赛、纪录片拍摄大赛等

赛事中表现出色。学校有省级“青年创业示范园”、“众创空

间”、“国际留学生创业园”等创业实践平台，已为 1000 余名

国内外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实践。学校连续获得“云南省毕业生就

业目标考核一等奖”、“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创新奖”、“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质量提升奖”、“鼓励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先进

集体”、“云南省高校十佳创业园”等荣誉。

发挥区位优势，科学研究异军突起。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立项 20 项（其中重大招标、重点项目各 1 项），立项数居

云南省高校前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1 项；省部级项目立项

55 项，项目立项数列全省州市高校第一。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招标项目。获批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云南省红

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特色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型智库、云

南省首批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4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1 个云

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学校设有“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研究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国际佤文

化研究中心”“云南少数民族廉洁文化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机

构；近 5 年先后获国家专利 100 余项，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

果奖 20 余项，获云南省社会科学特等奖等 4 项，获省厅级教学

科研成果奖励 100 余项。出版专著、教材 100 余部，发表论文

1300 余篇；多份决策咨询报告专版刊发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

果要报》、教育部《高校智库专刊》呈报党和国家领导人资政，

1 项决策咨询报告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出版“中国特色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丛书”，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拓展渠道，国内外交流合作取得新突破。在教育部的直接关

心下，华中科技大学和西南大学自 2019 年起对口支援我校，两

校在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教师队伍、科学研究、教学科研资源

建设等方面对我校进行全方位支援和帮扶。我校 50 余名青年教

师在职脱产攻读两校博士学位；华中科技大学先后捐赠我校 7 万

余册高质量图书，价值 440 万元；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优秀学生

赴西南大学插班学习，多个专业多门核心课程与西南大学实现

“同步课堂”。持续推动与国内、省内其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校地、校政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充分整合国际友好团体组织优势

资源，与韩国、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保持友



好交流合作关系，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优秀学生前往合作院校交

换学习。2002 年、2012 年学校分别获批“云南省重点建设的华

文教育基地”和“首批云南省华文教育基地学校”，创新开展留

学生招生教育管理，先后招收培养外国留学生 500 余人（其中缅

甸侨生 350 名）；承担华文教师培训 35 期，培训缅甸等周边国

家华文师资 5000 余人次；承办云南省侨办“缅甸华裔青少年‘寻

根之旅’”活动两期，参与 1500 余人次，有效促进中缅民心相

通。

以师生为本，强化综合服务保障能力。学校坚持以人为本，

用心用情用力关注、回应、解决学生诉求，加快建设现代大学校

园，不断强化综合服务保障能力。从 2020 级本科学生开始实行

学分制管理，在学校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专业、

课程和教师，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图书存量

稳步增加，完成学生宿舍修缮提升工作，推行食堂安全卫生

“6T”管理；完成教育卫生“补短板”一期项目，建成总建筑面

积 3.66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 亿元的基础设施，体育馆、综合

馆、艺术楼、学生食堂等单体项目及附属设施投入使用；完成国

家二类田径场运动场的改造，建成校园绿化美化项目。初步建成

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现代大学校园，一所山环水绕、

春和景明、欣欣向荣、人文荟萃的应用型国门大学矗立在祖国的



西南边疆，成为“天下茶尊，世界佤乡、恒春之都”的一张亮丽

文化名片。

把握当下，展望未来。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省政府、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的正

确领导下，学校党委行政团结带领全体师生，不忘教育初心、牢

记育人使命，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目

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力争“十四五”末，在校生人数

达 1.6 万人，综合办学实力与水平明显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

服务发展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显著增强，初步建成国内外知名应

用型国门大学；力争 2026 年前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力争 2030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形成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授

予权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完整的高等教育办学层次与体系，充分

利用临沧市在连接中缅通道及环印度洋国家所具有的区位优势

和资源优势，不断提升办学水平，不断彰显办学特色；力争 2035

年更名为综合性大学，在校生规模达 3 万人以上，实现全面建成

国内外知名应用型国门大学的奋斗目标！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2023 届毕业生信息见附件。



附件：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2023 届毕业生情况汇总表

（专科生/本科生）

填报人： 刘红军 联系电话：18308843513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

（人）
校区办公室、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大数据与会计 55

会计 1

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
11

管理与经

济学院

专科小计 67

0883-8883680

高速铁路客运

乘务
45

空中乘务 28

民航运输 51

航空与轨

道交通学

院

专科小计 124

0883-8882279

学前教育 29教师教育

学院 专科小计 29
0883-8882112

小学教育 46
数理学院

专科小计 46
0883-8882637

体育教育 36
体育学院

专科小计 36
0883-8882807

小学教育 54

语文教育 80文学院

专科小计 134

0883-8888527

美术教育 35

音乐教育 35艺术学院

专科小计 70

0883-3086968



计算机应用技

术
12智能与信

息工程学

院 专科小计 12

0883-8882648

思想政治教育 26政法与公

共管理学

院 专科小计 26
0883-8882609

专科生合计 544

财务管理 47

国际商务 175

互联网金融 170

会计学 243

金融数学 76

审计学 225

物流管理 27

管理与经

济学院

本科小计 963

0883-8883680

特殊教育 132

学前教育 346
教师教育

学院
本科小计 478

0883-8882112

茶学 100

食品质量与安

全
93

应用生物科学 80

生物技术

与工程学

院

本科小计 273

0883-8888507

能源与动力工

程
217

数学与应用数

学
90

小学教育 99

数理学院

本科小计 406

0883-8882637

体育教育 39
体育学院

本科小计 39
0883-8882807

外国语学 缅甸语 22 0883-8882691



英语 24院

本科小计 46

汉语言文学 101

小学教育 97文学院

本科小计 198

0883-8888527

网络与新媒体 169

新媒体艺术 115
亚洲微电

影学院

本科小计 284

0883-8888615

美术学 68

音乐学 72艺术学院

本科小计 140

0883-3086968

思想政治教育 49

政治学与行政

学
75

政法与公

共管理学

院
本科小计 124

0883-8882609

轨道交通信号

与控制
29

机器人工程 43

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51

数字媒体技术 93

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工程
41

物联网工程 114

智能科学与技

术
128

智能与信

息工程学

院

本科小计 499

0883-8882648

本科生合计 3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