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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 学缘 办学 重点 更名 评估 一流
1902 1921 1960 1978 2004 2005 2017

三江师范学
堂

竺可桢，国
立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气
象学院，南
京气象学院

首批88所重
点大学之一

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

本科评估优
秀

入选“一流
学科”，高
水平大学

国际大师倡导 归国学者办学 国际名校对标

竺可桢 涂长望 朱和周 章基嘉 俄罗斯国立水文气象大学

1910年公费留美
伊利诺斯大学农
学院
1913年哈佛大学
研究院

著名科学家、教
育家，当代著名
地理学家和气象
学家，中国近代
地理学的奠基人

著名气象学家，
中国科协和九三
学社的创始人之
一，近代气象科
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公费留学
英国伦敦大学帝
国理工学院
1932年利物浦大
学地理学院师从
罗斯贝

首任气象系主
任，时任中央
气科所副所长

首任教研组组
长，中国首批
工程院院士

农气研究室副
主任，首任农
业气象系主任

冯秀藻
首任气象台台长

谭丁
首任大气探测

系主任

田明远
气候专业
奠基人

翁笃鸣

传承莫斯科大学物理系
1930莫斯科水文气象学院
1945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学院
1998俄罗斯国立水文气象大学

专业化办学模式面向工程应用，
重视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深
厚的专业理论素养

奠定了国际化办学视野

1940西南联大，
1948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

1958苏联列宁
格勒水文气象
学院

1946留学美国 1947美国气象
官员学校

1967美国进修 1960莫斯科
大学水文气
象学院博士

信大国际 | 国际传承



1960

对标俄罗斯国立水
文气象大学

1990

承办首期世界气象
组织国际培训班

2006

承办第十届WMO
全球教育培训大会

2012

指定为台风委员会
培训中心

1980

开展英国、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国际气
象培训合作，开启
留学生教育

1993

WMO理事会批准
成立WMO南京区
域培训中心

2010

WMO南京区域培
训中心获世界气象
组织主席、秘书长
表彰

2015 2016 2017

留学江苏目标学校,
来华留学质量认证
试点学校

雷丁学院正式获批,
获批首届商务部援
外培训硕士项目

入选首批江苏-英
国 高 水 平 大 学
20+20联盟成员

1984年与英国爱丁堡
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1990年世界气象组织
月季大气变化诊断和预

报会议会场

1994年世界气象组织
南京区域培训中心揭牌

2006年承办WMO第十届
教育与培训国际研讨会

WMO秘书长雅罗: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和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台风委员会南京
区域培训中揭牌

举行商务部2017-2019

气象学硕士开学典礼

信大国际 | 国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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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学排名

泰晤士亚太
大学排名

中国最好大学排
名2019

U.S.News全球
大学排名

QS亚洲大学排名

28 4539 61
2019-2020年度中国内地高校排名

全球学科排名（ESI）

国家“双一流”高校 江苏高水平大学

平台

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2011协同创新中心
省部共建实验室
工程训练中心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总经费

•R&D6.6亿元
•到账3.5亿元

人均经费

•38万/人
•40名/全国

科
研

教
学

层
次

大气科学全国第一、

A+

国家级教学
示范中心

综合改革试点校 学位授予全覆盖

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

博士点× 6

学硕×22

本科专业 ……

专硕×13

×70

地球科学 环境科学
与生态学

计算机
科学

工程学 化学

农学 材料学 数学潜力学科



信大国际 | 办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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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英
特
区
类

长
望
学
院

虚
拟
学
院

藕
舫
学
院

龙
山
书
院

中
外
合
作

雷
丁
学
院

国
际
教
育

国
际
教
育
学
院

应
用
培
养

继
续
教
育
学
院

应
用
技
术
学
院

滨
江
学
院

学院架构 地学×5

•大气、应气、大物、
地理、遥感

水文、海洋×2

环境×2

环境生态、化学材料

信息×4

•自动化、计算机、电
子、人工智能

基础×4

•数学、物理、文学、
教师教育

社科×5

•法政、马克思、管
理、商学、传媒

专业学院
22个

校区分布

特色学院
8个

主校区 2037亩
南京江北新区

无锡校区 1000亩
无锡市锡东新城

（ 3.1万人） （1.1万人）

金牛湖产教融合区
1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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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局领导 学术创新人才 业务骨干

中国工程院院士

章基嘉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国雄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祥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健民

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4人中国气象局现任局长、副局

长5/6；省市局50%以上局长

原局长 郑国光 副局长 许小峰

副局长 沈晓农 副局长 矫梅燕 副局长 于新文

中国气象系统52%正研、60%

首席预报员、70%技术骨干

西藏气象局局长
假拉

中国气象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

卞林根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覃国振

总参气象流水文局
总工程师 潘剑翔

信大国际 | 办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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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科学院
院士 陈镜明

NOAA NCEP主任特
别助理 汪学良

世界气象组织副
秘书长 颜宏

美国地球物理学
会会士 刘征宇

美华海洋大气学会
主席 翁富忠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海洋
研究院副院长 张明华

丹麦国家气象研究所海洋
和海冰中心主任 佘军

美国气象学会会士
邹晓蕾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士、美国气象学会会士20余人；

 美国大气海洋局87个、航天局23个是校友；

 联合国WMO副秘书长、4个司长；

 全球各拥有气象专业高校的华人教授70%是校友。

信大国际 | 办学成效



9

苏丹气象局原局长
Muzamil Abdelrahman Abdel 

Gadir

赞比亚气象局长
Jacob NKOMOKI

津巴布韦气象局局长
Amos MAKARAU

纳米比亚气象局局长
Franz Uirab

乌干达国家气象培训学
校首席气象学家/校长

OGWANG BOB ALEX 

科特迪瓦气象局原局长
Guehi Goroza

圭亚那气象局原局长
Bhaleka Seulall

巴基斯坦气象局洪水预报局
副局长 BABAR ZAHEER AHMAD 

 作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培养气象、信息、管理等高级人才的高等学府，我校为世界各国培养了一批科技、教育和

管理人才，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优秀的气象人才，对服务国家外交、开展文化、教育和人员交流做

出了积极贡献。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 WMO ) 1993 年在我校设立了区域培训中心，迄今为158余个国家培养了4000余名学生，其

中13人成为所在国家气象部门领导。

信大国际 | 办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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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5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欧洲
（12）

英国雷丁大学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
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
意大利杜林大学
荷兰内梅亨大学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
爱尔兰沃特福德理工学院
挪威大气研究所
俄罗斯国立水文气象大学

推动世界气象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台风委员会合作共建

促成世界气象组织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签约

受邀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教育培训大会

加入世界气象组织全球校园计划

选派师生赴世界气象组织挂职学习

开展气象硕士专业学位国际论证

北美洲
（9）

美国夏威夷大学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美国耶鲁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
美国圣约瑟夫大学
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非洲（1） 南非自由州中央理工大学

大洋洲（3）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亚洲
（14）

台湾宜兰大学
日本千叶大学
韩国气象产业振兴院
韩国明知大学
台湾中华大学
台湾义守大学
台湾东华大学
台湾静宜大学
台湾中央大学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台湾铭传大学
澳门城市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日本埼玉大学

信大国际 |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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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教育部首批立项

耶鲁-南信大大气环境中心
开展国际联合实验观测

中美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
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建设

哈佛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空气质量和气候联合实验室

南信大－雷丁大学国际联合研究院
共设100万元孵化基金，资助17项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
成分中心

建有校际科研合作平台12个

信大国际 | 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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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8—18日，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45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确定了南京气象学院作为

世界气象组织的区域气象培训中心，其任务是为全球、特别是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高级气象人员。至1999年，区域培训中

心已成功举办了10余次大型国际气象培训班。

1990年5月 1990年10月 1991年9月 1991年9月 1994年9月 1994年9月
非洲布隆迪等12国气
象局局长、副局长及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组
成的多国别气象代表
团来校访问

世界气象组织月季大
气变化诊断和预报会
议在我校召开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奥巴西教授来校参观
访问，并支持建立
WMO亚州区域气象
培训中心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奥巴西来访

中国气象局长邹竞蒙
为世界气象组织区域
气象培训中心揭牌

世界气象组织区域气
象培训中心挂牌仪式
在我校隆重举行

信大国际 | 全球培训



连续四任WMO秘书长访问WMO南京区域培训中心

G.O.P. Obasi

Sep.16, 2000

Michel Jarraud
Nov. 02, 2005 
Sep. 18, 2006 
May 11, 2010

David Grimes
Sep. 15, 2012

Petteri Taalas
Dec.17, 2015

信大国际 | 全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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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秘书长米歇尔·雅罗先生访问我校

2005年11月

第十届WMO教育与培训大会在我校召开

2006年9月

WMO主席、加拿大环境部助理副部长、
加拿大气象局局长戴维·格莱姆斯访问我校

2012年9月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WMO台风委员会南京区域培训中揭牌

2012年11月

WMO秘书长、芬兰气象局局长
佩蒂瑞•塔拉斯率团访问我校

2015年12月

李北群校长应邀出席第十三届
WMO教育培训大会并作主旨演讲

2017年10月

回家之旅

2018年6月1日，学校代表团
访问WMO总部

信大国际 | 全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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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援外培训项目（国合署）
•多边培训
•双边/多边培训
•高端学历教育

世界气象组织研讨会、研修班
•台风委员会研讨会
•世界气象组织科学研究计划研修班
•世界气象组织教育培训研讨会

中国气象局国际培训项目

自主办班 (海外资源办班)

•卡塔尔
•佛得角
•莫桑比克
•新加坡

构建了完善的国际教育培训体系，
承担类型丰富的培训项目

气象服务

气象观测与预报

公共气象服务

气候信息服务

农业气象服务

防灾减灾

灾害监测

灾害预警

应急响应

灾害救援

政策制定

新技术转移

天气及气候模式

气候变化与技术转移

气候资源评估与利用

遥感技术

卫星导航与航天应用

气象管理

气象行政管理

气候变化与气候政策

灾害风险管理

气象国际合作

培训主题覆盖20多个领域和方向

埃塞俄比亚工业园运营管理研
修班在我校开班

发展中国家气象行政官员高级管理研讨班
（部长级）在我校开班

信大国际 | 全球培训



在线培训

经验分享

一 项目概况

二 项目执行

三 线上管理特点



一、项目概况

学校决策与作为

科学研判

01

积极作为

平台建设

场地升级



一、项目概况

领导支持与信任02

大力支持

充分信任

全程指导

积极协助



一、项目概况

前期我中心向商务部培训中心推荐意向参加人

员，后经学员所在单位提名推荐及我驻外使领馆

经商处工作人员不懈努力，共录取46位学员。

该培训班目前有32名学员按要求获得结业证

书。

招生情况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肯尼亚

03

65%

24%

9%

2%

学员来源部门构成

气象部门

高等教育机构

政府机构

科学研究机构



一、项目概况

学员服务支持04

培训手册

协调沟通

技术支持

在线注册

解答疑惑

全程参与



一、项目概况

学员服务支持04

学员沟通工具类型



一、项目概况

云参观筹备05

本项目依照主办单位的要求，配合国
情、专业课、扶贫及抗击疫情经验分享课
程，安排了四次云参观，依次为分别为南
京周边扶贫助农成果展示两次（1月6日、
10日）、技术云参观一次（1月11日）、南
京博物院文化(1月12日)体验一次。

线上项目云参观对于承办单位属于全新
模式，参观主题也有所变更。我们多方联
系旅行社、实习基地等合作伙伴方，结合
参观目的，着力打造尽可能合适的参观内
容和流程。在前期考察、方案制定、设备
支持、人员安排、演练彩排等方面多次沟
通，各环节执行前均筹备妥当。

制

定

参

观

方

案

提

前

采

点

调

研



一、项目概况

课程筹备06

主题设置

需求分析

适时调整

教师选聘

教学目标

外部联系

人工影响天气技术与管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调节水资源促进农业生产。

既有深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业务经验，同时还要熟悉国际培训教学规律。

结合受援国提出的具体培训需求与实际业务状况，展开针对性教学设计。

通过培训使学员掌握人工影响天气科学原理、作业要求和设计方案，分享中国经验。

根据培训整体进展情况以及学员反馈的具体问题，不断调整优化课程设置。

整合校内外资源，发挥实习基地作用，做好讲座、实习、云参观等工作。



二、项目执行

• 专业课程

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校

内专家与校外专家相结合。

既让学员掌握科学问题与原

理，又提供机会给学员使其

与业务型专家交流、启发其

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

01

日程安排

“两条腿走路”

1.在线直播：工作日安排一次学员

工作时段的直播课/在线讨论/云参

观实习；

2.翻转课堂：部分课程提前录制上

传至平台供学员自主学习，后期集

中在线答疑。

项目方案执行

• 非专业课程

1. 中国国情；

2. 脱贫攻坚；

3. 抗击疫情等

加深学员对中国的客观认识，

培养亲华友华学员

直播课程及课件

录播课程及下载页面



二、项目执行

01 项目方案执行

• 在线平台使用
考虑到数据安全性原因，我单位采购了国产网络会议平台“小鱼易连”

（xylink）作为直播平台。通过与技术人员多次沟通，工作人员主动学习

平台使用方法，熟悉后台操作维护流程。项目开班前，发送参会邀请邮件

至所有学员，以方便学员及时激活参会ID，同时通过邮件向学员提供详细

的参会指南。我单位开班前不定期举行面向学员和教师的多次平台测试，

做到随到随测。

本项目专业课程主要为录播课程，主要包括16个主题，囊括了人工影响天

气的基本原理、机制、技术、数值模拟、实验设计及评估、无意识人工影

响天气及中国人影业务概况等。授课视频采取提前录制、编辑、整理、课

件搜集、格式转换后按照实施方案逐一上传到学习系统。平台中还包括几

次应学员要求上传的直播课视频和相关课程资料。平台支持学员学习时间

及学习记录的统计。

1.小鱼易联（直播平台）：在线直播环节，支持导出参会记录，

以方便掌握学员的出勤；

2. 超星（学习平台）：课程录播上传，支持交流讨论区留言，

实时记录学员学习时长，督促学员学习进度。 课程页面截图

学习时长记录 留言讨论区截图

学习次数统计截图



二、项目执行

01 项目方案执行

• 云参观

采用直播+互动方式，积极宣传中国

国家治理成功经验，全方位展示中国

的历史、文化、经济、百姓的精神面

貌等。

• 云实习

采用直播讲解、现场演示+互动的方

式，讲清楚仪器工作原理，演示仪器

如何操作使用，积极引入现代仿真技

术开展实习。

云讲解 云实习

云操作云参观



二、项目执行

01 项目方案执行

• 课程答疑&学员报告

对所学课程开展答疑环节，邀请专

业教师为学员答疑解惑，做到教学

相长，体现翻转课堂功能。

通过学员报告环节，要求学员分享

自己所学所得，了解学员对培训内

容的掌握情况。

课程答疑 学员交流

学员报告



二、项目执行

——各方协调、沟通协作、全程跟进

项目管理工作

• 与在线平台商沟通协
作，改进平台体验感，
优化网络设置，保证网
络效果。

• 做好技术维护与翻译工
作，做好教师的协助工
作、做好学员的服务工
作。

• 与商务部培训中心、事
务所保持联络，做好预
算、实施方案、招生、
项目管理等工作。

• 课程前期拍摄、录制、
审定、剪辑、上传、过
程监控等，以及督促学
员按时完成在线学习。

• 与学员实时沟通，解
答学员疑问。与教师
协作改进课程设置，
提高授课效果。

• 信息采集，档案管
理，日志记录，在线
评估，证书编印，总
结结算，关系维护。

02



二、项目执行

——各方协调、沟通协作、全程跟进

项目管理工作02

课件整理 虚拟平台 结业准备

典礼准备 预算结算

还有其他，不一一列

举！



二、项目执行

03 学员反馈与评估

• 研修环节满意程度排列

根据学员对培训的评估反馈来
看，该培训在项目设计、师资安
排、方案执行方面是比较满意
的，达到了预期的培训目标。

各选项按1-5级打分



二、项目执行

03 学员反馈与评估

• 参加线上研修的主要困难 从学员的反馈结果来看，主要困难集

中在当地网络费用偏高和网络质量欠

佳。本期学员所在国中埃塞和肯尼亚

在东非，尼日利亚在西非，互联网的

普及程度有所差别。另外，由于处在

疫情期间，学员所在国气象业务部门

工作人员执行全天候轮班工作制，每

位学员参加培训的方式各有不同，造

成网络质量速度有差异。后续的线上

培训项目应考虑受援国网络基础设

施、疫情影响、时差和学员工作制度

等具体情况，安排恰当的参训方式。选项平均综合得分=（∑频数*权值）/本选项填选人次



三、线上管理工作特点

考虑教学环节、参观实习环节

的在线可操作性以及远程参与

效果，避免“脱档掉节”，适

当引入翻转课堂、虚拟现实等

技术

教学环节设置的可行性考量

网络带宽、主机内存、信号采

集器等硬件系统进行维护，以

及课程录制、剪辑等，需专项

资金、专业人员

在线平台维护与管理

工作时段延长、工作量增加；

实时管理与沟通，时间碎片

化；

新要求、新技术、新方法

跨时区与多任务工作 教学服务与协作

课堂教学从授课教师的“独角戏”变

为教学管理人员、翻译人员、技术人

员共同参与的“大合唱”



三、线上管理工作特点

线上培训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多

样化，使得线上管理的工作要坚持问

题导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

线上培训应当对学员提出一定

要求，只有达到相关要求才能

获取结业证书，并对学员的表

现记录作为以后招生参考

强化学员参与度

由于线上培训存在着时空间

隔，为了能够保证培训效果，

需要通过各种评估手段掌握学

员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培训

工作

实时关注学员反馈 同步环节与异步环节的匹配

线上培训存在着直播、录播等多种手

段和方式，要求教学管理人员能够系

统的做好直播同步环节教学与录播异

步环节教学的匹配工作，使学员全面

系统地掌握培训知识体系

管理有法但无定法



三、线上项目管理与学习特点分析



感谢!

请批评指正！

祝新春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