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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成果曾

获奖励

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 授奖部门

2021

北京化工大学教学成果奖

（融合创新的行业特色大

学加强数理基础的教学改

革与实践）

校级特等奖 北京化工大学

2021

北京化工大学教学成果奖

（普通物理融入课程思政

的探索与实践）

校级一等奖 北京化工大学

2021

北京化工大学教学成果奖

（多维联动、融合的线性

代数混合式金课建设和实

践）

校级一等奖 北京化工大学

2021

北京化工大学教学成果奖

（数学建模创新型课程和

教师队伍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

校级一等奖 北京化工大学

2021

北京化工大学教学成果奖

（面向国家信息数据人才

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

实践）

校级一等奖 北京化工大学

2020

北京市本科教学改革项目-

析数悟理、思政立德－在

数理公共基础课群中融入

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国家级 北京市教委

2015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

目之子项目--物理学作为

载体的激励模式探索

国家级 教育部

2018

面向新工科的大学数学基

础课程体系构建----以部

分工科优势高校为例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
大学数学课程质量评价指

标研究与数据发布
国家级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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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普通物理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教学名师和团队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2021“拓金计划”首批示

范课程（矩阵论及其应

用）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2021“拓金计划”首批示

范课程（最优化方法）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
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

（线性代数）
省部级 北京市教委

2020

北京市教委人才培养共建

项目---优质本科课程建设

（线性代数）

省部级 北京市教委

2020
北京市级优质本科教材课

件（线性代数）
省部级 北京市教委

2017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2017 混合式教学试点单

位”（线性代数）

省部级 北京市教委

2017 北京市科普基地（物理） 省部级 北京市教委

2017
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姜广峰）
省部级 北京市教委

2018

北京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

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冯

志芳）

省部级二等

奖
北京物理学会

2015
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北

京市比赛（房慧敏）

省部级 二等

奖

教育部全国高

校教师网络培

训中心

2015
北京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

设计竞赛（苏贵福）

省部级 一等

奖

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数学课

程教学指导委

员会

2017 运动电荷受磁场洛伦兹力 省部级 二等 教育部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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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演示系统 奖 校物理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2017
磁场中磁畴磁化过程演示

系统

省部级 三等

奖

教育部高等学

校物理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2017
运动电荷受电场力作用演

示系统

省部级 三等

奖

教育部高等学

校物理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2021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际特等奖 4项，国际

一等奖 8项，国际二等奖

23 项）

国际奖
美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学会

2020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际特等奖 2项，国际

一等奖 3项，国际二等奖

12 项）

国际奖
美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学会

2020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3项，北京市

一、二等奖 19 项）

国家级
中国工业与应

用数学学会

2021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创新赛）（1个一等

奖，3个二等奖，1个三等

奖）

国家级 中国物理协会

2021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教学赛）（1个一等

奖，1个二等奖，1个三等

奖）

国家级 中国物理协会

2021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教学赛）团体奖
国家级 中国物理协会

成果起止

时间
开始：2010 年 01 月 01 日 完成：2017 年 08 月 30 日

主题词 加强数理基础；融合创新；课程思政；科研转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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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 字）

加强数理基础，培养学生的原创思维和创造力，是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本团队

基于行业特色高校特点，开展了融合创新的加强数理基础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探

索出了新时代高水平行业特色高校加强数理基础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1）针对“如何加强数理基础”的问题，构建了多维度的数理基础课程体系并

取得实效

●面向全校开设了“基础-通识-高阶”的数理基础课程体系。构建了针对不同专

业需求的“理科试验班类、宏德书院类”等 6大类加强数理基础的课程体系。比

如宏德书院（化工、化学、生物、材料拔尖班）开设的《普通物理》增加了 24

学时量子物理内容。

●融合了法国精英工程教育理念，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数理课程教学体系。以加强

数理基础（巴黎工程师学院数学 768 学时，物理 622 学时）及科学探究精神培养

为宗旨，创新行业高校工程教育培养模式。2018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我校本科生作为中方唯一的学生代表，现场回答总统提问。

●实现了“教学内容、信息技术、教学方法”的深度融合及“多元化、六维度”

的课程考核，解决了“数理基础课程难学”的问题，激发了学生对数学和物理的

热爱，近三年有 63 名学生转专业到数理学院。

（2）针对大学生“应用数理知识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构建了“理论-实践-

创新”深度融合的教学改革并取得丰硕成果

●构建了“学科交叉、理工融合”的创新实践。建设了与专业结合的数学建模案

例库并用于教学，构建了四层次创新实践教学体系。近五年，仅本学院学生创新

实践作品获得了 100 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学生自主研制的“化工类有毒有

害气体监测系统”在我校实验室使用。

●开展了“以科学研究反哺教学、教学和科研相融合”探索与实践。教师的 50

余项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项目，其中“土壤墒情监测系统”被应用于故宫博物院

古树墒情检测。

●开展了以“学科竞赛、大学生协会”为载体的教学实践。近五年，数理类学科

竞赛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奖 1000 余项。协会组织各类科技活动，“纸桥承重”

发展为北京 20 余所高校参与的赛事。

（3）针对“如何提升立德树人”的问题，开展了数理基础课程与育人深度融合

的“课程思政”建设并取得实效

●构建了“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无形有形”结合的课程思政实施模式。知识讲

授中融入家国情怀、专业情怀，注重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的培养。

●建设经验 2020 年被《光明日报》报道，2020 年获批北京市本科教学改革重点

项目，《普通物理》课程 2021 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

师和团队。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 字）

（1）通过分层次教学和教学模式改革加强学生的数理基础

一是形成了“基础-通识-高阶”的数理基础课程体系。在数理公共课程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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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了《数学模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高阶课程及《数学文化》、

《物理与生活》等通识课程。二是建立 6 大类与国际接轨的加强数理基础的实施

模式。工科专业数学、物理基础课程学时最高达 1390 学时（见成果总结中标志

性成果图 1）。结合学科竞赛，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夯实数理基础。三是融合

了法国精英工程教育理念，开展教学模式及考核模式的改革。形成了融合国外精

英教育工程理念和注重科学内涵启迪的数理课教学模式，大幅增加数学和物理类

课程的学时。采用翻转式教学、朋辈辅导和大班理论课、小班习题课、分组实验

课、倡导学生自觉、主动、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以及“课堂表现+周测+月考

+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实验考核”六维度课程考核模式，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注

重讲解经典原理定律的发现过程及在现代学科和技术变革中的应用，有效实施育

人效果。四是所有课程建设了在线数字资源（测试题库、视频库），在校内外在

线平台运行，增加线上单元测试、MOOC 平台测试等过程考核。

（2）基于学校行业特色，开展“学科交叉、理工融合”的工程创新实践教学，

提升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一是依托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建立了理工融合的创新实践体系。建设了

化工类、材料类、生物类等学科交叉案例库，以科研项目、大创项目、科技创新

项目、创新大赛和竞赛等为依托，开展基于“问题驱动”模式的创新型教学。二

是将科研成果融入基础教学，以科研与教学相互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将科

研成果转化为实践教学内容，以科学研究促进实践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三是数理基础课与各专业深度融合。例如数学与生物工程专业内容融合的

“Guerbet 反应选择性的数学模型研究”案例，指导本科生利用建立的反应动力

学的微分方程模型研究正丁醇的浓度和产量，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了研究论文。

（3）以课程思政为载体，提升育人效果

构建了“知识传授、培育科学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厚植爱国

情怀”的“四位一体”的思政育人模式。深挖课程内容的思政素材，尤其是我国

历史长河中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科技贡献，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科技报国之志。加强“供给侧”教师队伍建设。将教师的科研

背景与学生专业关联，发挥特长，促进思政元素与专业的有机融合。

3.成果创新点（不超过 800 字）

（1）形成了融合创新的加强数理基础的教学理念

一是为适应新时代对创新性人才需求，开展了“以专业需求为目标、以课程思政

为载体、以工程创新实践为导向、以学科竞赛为抓手、以科教融合为支撑、以国

际视野为参照”的融合创新的加强数理基础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并贯穿教学过程

设计与实施、学科竞赛、创新赛、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的创新实践和师资队

伍建设中。二是建立了实施保障机制。专门设置数理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型岗位。

晋升条件重点在于本科教学效果、指导学科科技创新与学科竞赛和课程建设成

效，从机制上解决了专门从事数理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师的职称晋升问题，极大提

高了教师投入数理基础教学的积极性。

（2）构建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加强数理基础的教学体系及多元评价体系



6

以学生为中心，针对不同专业需求，构建了“基础-通识-高阶-创新实践”、

“普通理工-理科试验班-宏德书院-经管人文-巴黎工程师学院”的分层次实施模

式，采用“翻转式教学、大班理论课、小班习题课、分组实验课、朋辈辅导辅

助”的教学模式，实施“以学生的获得感为检验标准、重视学生参与度、强化过

程性考核”的“课堂表现+周测+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实验考核”六维度的

多元评价体系。

（3）基于行业特色高校融合创新的全方位全过程育人实践

一是“特色内容、学科竞赛、创新实践项目与授课专业有机融合”的全方位全过

程育人实践。基于学校“大化工”特色和数物学科优势，设置与专业关联的特色

授课内容，设计与专业对应的实践项目，比如“化工化学类有毒有害气体监测系

统”的物理类创新实践项目。二是“课程思政”建设与授课专业的融合及实施模

式的创新。构建了“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无形有形”有机融合的课程思政实施

模式，设置了“数学与化工/生物”、“物理与材料/化学”等特色内容，探索并

实践了“学院党委规划-教师党支部组织-课程组实施”的课程思政实施方式。

4.成果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 字）

（1）课程建设及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为加强本科生数理基础，构建了多维度的数理基础课程体系，根据专业特色，有

针对性的开展课程教学。编写了《线性代数》、《大学物理实验》等教材，建设

了每门课程的线上资源。获批北京市优质课程和优质本科教材课件各 1门（《线

性代数》），校级一流课程 2门（《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校级课程思

政示范课 3门（《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大学物理实验》），2021 年

《普通物理》课程获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获北京市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 7项，发表教改论文 10 余篇。获批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2个，

校级优秀本科育人团队 1个，北京市教学名师 4人，校级教学名师 11 位。

（2）学生应用数理知识的能力显著提高

学生数理功底厚实，成绩显著。在全国大学生数学类、物理类竞赛中成绩显著，

近五年获奖 1000 多人次，数理学院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学生创新能力

强，综合素质高。学生们自主研发的创新作品除在各类竞赛中获奖外，还实现了

技术转化。如学生研制的“土壤墒情监测系统”，应用于故宫博物院古树、养心

殿等景观的墒情检测；毕业生创新能力强，受到了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研究所

和企事业单位的广泛好评。

（3）科研反哺教学，教研融合成果卓著

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实验项目，促进了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的改革和创

新。如先后开发了地磁场环境中霍尔效应电子迁移演示系统、运动电荷受电场力

作用演示系统等演示实验教学仪器，并分别在全国高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

及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仪器展评中获二等奖、三等奖。

以科学研究促进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及人才培养质量。

（4）示范与辐射作用明显

校际交流传经验：举办 了“北京地区新工科背景下数理基础课教学研讨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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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数学教学研讨会”；项目成员应邀在全国教学研讨会上做教学研究报告 20

余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青岛科技大

学等院校来我校参观、交流、学习。

科普活动惠及中小学：作为北京市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承接面向中小学的

暑期科研实践研学营、科学体验、科学营等活动，如 2019 年接待了“京港澳青

少年科技创新交流营”活动；团队教师参与北京化工大学附属中学、昌平二中的

人才培养和实验室建设，指导中学生获多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创新大赛奖；在团队

教师协助下，北京化工大学附属中学成功入围北京市首批“1+3”人才培养改革

试验校，被北京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扶贫攻坚展风采：通过培训教师、学术讲座、研学营等方式，数理的教师将先进

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传递给科左中旗的老师，2020 年保康一中本科上线率提高

了 17%，人民日报在“高校成为脱贫攻坚生力军”的深度报道中，专门介绍了本

团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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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1）完成人

姓名
邵晓红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2 年 12 月 最后学历 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1998 年 07 月 高校教龄 23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职

务
数理学院党委书记

工作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 联系电话 13810668958

现从事工作及专

长
教师，物理学 电子信箱 shaoxh@mail.buct.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

环东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 2013 年，北京市特色专业负责人

2. 2017 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

3. 2020 年，获批北京市本科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排名第一）

4. 2021 年，获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教学名师、教学团队

（排名第一）

主

要

贡

献

简介：1998 年至今，主讲《普通物理》、《大学物理实验》、

《统计物理》、《物理与生活》、《高等统计物理》、《计算物

理》等课程。主要从事计算凝聚态物理方面研究，主持了两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及多项军工和横向项目，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2013 年担任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北京市特色专业负责人，

2015 年任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改

革”项目负责人，2017 年任国家工科基础课程物理教学基地负责

人。2016 年至今，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华北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物理学会理事。

教育教学贡献：

1. 公共基础课程方面：带领团队在课程建设、创新实践类人才

培养、发挥辐射效应、拓宽育人功能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

作。对普通物理课程思政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相关成果发表在

《光明日报》客户端上（2020 年 4 月 29 日，题目：用好课堂教

学主渠道，构建课程思政新体系）。

2. 专业建设方面：提出了“以工程实践为导向、宽口径、厚基

础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理念，带领团队将电子科学与技

术专业建设成了北京市特色专业、教育部人才培养综合改革资助

蓝鸟菲儿
Highlight

蓝鸟菲儿
Highlight

蓝鸟菲儿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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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北京市一流专业。主持完成了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25 万，2013-2016）和教育部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120

万，2015-2018）。建设了一支年轻化的工程实践指导教师队

伍，创建了“北化电科”品牌，团队指导本科生获 100 多项国家

级、省部级创新创业大赛奖，为北京化工大学 2018 年入围“50

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做了重要贡献。

在本成果中的主要贡献：

1. 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数理基础课程的总体建设与规划；

2. 作为国家工科基础课程物理教学基地负责人，负责《普通物

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物理类公共基础课程课程建设及教学

团队建设；

3. 作为《普通物理》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负责人，负责本课

程课程思政建设；

4. 作为北京市教育教学改革数理公共基础课群课程思政重点项

目负责人，负责数理公共基础课群课程思政建设；

5. 作为负责人，承办了 2018 年北京地区高校新工科背景下数

理化基础课程教学研讨会。

本人签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第（2）完成人

姓名
姜广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 年 07 月 最后学历 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1977 年 07 月 高校教龄 39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职

务
宏德书院院长

工作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 联系电话 13521701686

现从事工作及专

长
教师，数学 电子信箱 jianggf@mail.buct.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

三环东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1. 荣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2008 年）

2. 负责的“工科数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

蓝鸟菲儿
Highlight

蓝鸟菲儿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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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学团队（2008 年）

3. 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17 年）

4 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2019 年）

主

要

贡

献

主讲《线性代数》，参与了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

目”（重点）教改项目，发表与本成果相关教改论文 3篇。主要

贡献如下：

1. 引领教学团队进行线性代数教学内容改革，组织编写《线性

代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5 年 9 月出版）能最大程度体

现改革的思想；

2. 提出线性代数资源建设的指导方针，定位于《高水平特色行

业型大学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资源建设》，提出立体化、模块

化、碎片化、精细化、网络化的构建理念；

3. 通过分析科学思维方法和线性代数课程的特点，构建在线性

代数课堂教学中渗透科学思维方法的一般框架；

4. 课程教学团队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建设了 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 BUCT-

1002607035?tid=1206183219 给同学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

同时还向学生推荐网上优质课程资源，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5. 每年指导学生参加国内外数学建模竞赛，有多个参赛队获得

全国、北京市和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二等奖。 2002 年参

加指导的一个队获全国最高奖—“高教社杯”，也是此赛事的第

一个“高教社杯”；

6. 应邀在各种会议上做大会报告，介绍教学改革成果。比如，

2018 年 5 月 11-12 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融合创新 加快

一流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郑州）上应邀做 “面向新工科

的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建设” 报告。 2019 年 6 月 22 日应

邀在“大学数学课程教学研讨暨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

展中心成立十周年总结会议”上做 “关于课程质量评价的思

考——以大学数学课程为例” 报告。 2020 年 11 月 7 日应邀在

“2020 年全国农林院校数理化暨计算机教学与教材建设研讨会”

做 “浅谈新时代大学数学一流课程建设” 报告；

7. 近期主持的教改项目：“双一流”背景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

设的机制体制创新研究，立项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经费 2

万，期限：2018.2-2020.12，主持；

8. 近期主持教改项目：面向新工科的大学数学基础课程体系构

建--以部分工科优势高校为例。编号：CMC20170102 ，立项单

位：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费：1.5 万，

期限：2018.2-2020.2，主持；

9. 近期主持教改项目：大学数学课程质量评价指标研究与数据

发布，编号：CMC20190202 ，立项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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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费：1.2 万，期限：2019.1-2020.12，主

持；

10.《线性代数》课程获北京市级优质本科课程（京教函

〔2019〕692 号），第二完成人；

11.《线性代数》教材获北京市优质本科教材课件（京教函

〔2020〕463 号），第一完成人；

12. 负责宏德书院工科试验班的加强数理基础的规划。

本人签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第（3）完成人

姓名
侯志灵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 年 04 月 最后学历 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2003 年 04 月 高校教龄 18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职

务
数理学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 联系电话 18910051569

现从事工作及专

长
教师，物理电子学 电子信箱 Houzl@mail.buct.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

环东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 2017 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四）

2. 2008 年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自然类）二等奖（排名第五）

3. 2019 年北京市普通高校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

4. 2020 年北京市普通高校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

5. 2021 年北京市普通高校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

主

要

贡

献

侯志灵，博士，教授。2003 年至今，主讲课程有《电介质物

理》、《微波技术》《大学物理实验》、《综合课程设计》等。

曾担任物理系主任、副主任。目前担任数理学院教学副院长，北

京市一流专业建设点电子科学与技术专的业负责人。担任 2018-

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华北地区工

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超材料分会理事，北京电子学

蓝鸟菲儿
Highlight

蓝鸟菲儿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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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材料电磁测量专委会委员，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2010）现任

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子材料、微波器件和电磁检测，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军工及横向项目 10 余项，合作完成教

育部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1项。在 Nanoscale , Carbon, Appl.

Phys.Lett.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他引超过 5000 次，

研究成果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项。参与国家级教改项目 1

项、北京市教改项目 1项，主持教育部产学协同育人项目 1项、

校级教改项目 3项。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校级教学

成果奖 3项。获得“北京化工大学优秀党员”和“北京化工大学

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指导本科生承担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性创业计划项目 5项。指导电科专业学生获得北京市优

秀毕业论文 3篇。

在本成果中的主要贡献：

1. 作为北京市教学团队负责人，负责多维度分类实践教学的设

计、实施和协调工作；

2. 作为副院长，负责数理公共基础课程的分层次教学改革的组

织实施和学科交叉创新中心建设，负责离开实验班的加强数理基

础的规划；

3. 作为电子科学与技术北京市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负责专

业建设和创新实验室建设。

本人签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第（4）完成人

姓名
江新华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 年 07 月 最后学历 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1989 年 07 月 高校教龄 32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职

务
支部书记

工作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 联系电话 13501324832

现从事工作及专

长
教师，数学 电子信箱 jiangxh@mail.buct.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 邮政编码 100029

蓝鸟菲儿
Highlight

蓝鸟菲儿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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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东路 15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 2008 年，“工科数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北京市优秀教学团

队

2. 2011 年，数学建模全国优秀指导教师

主

要

贡

献

1. 主讲数学模型案例及欣赏、数学建模课程，教学效果优秀。

《数学建模》课程获批北京市精品课程（2003），校研究型示范

课程（2017）；《数学模型案例与欣赏》课程获评校素质教育核

心课程（2018）。

在案例教学中注意融入“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培养科学

精神、厚植爱国情怀，通过案例剖析，达到“立德树人”的效

果；指导学生开展基于实际案例的问题研究，开展“学生报告、

大家研讨、共同提高”的研讨型教学。

2. 作为数学建模创新基地负责人组织并参与数学建模竞赛赛前

培训，开设“案例研究”、“算法讲解”、“论文撰写”等讲

座，组织参赛学生开展建模问题的研究，通过集体研讨提高学生

的分析水平和论文写作水平，使广大学生建模水平得到提高。

2016-2021 年在全国、国际数学建模竞赛中 219 个队获得不同等

级的奖项。2021 年被北京市推荐为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优秀组织工

作者。

3. 开展数学课程建设和课程思政研讨，积极开展网络课程建设

和教学。主讲《高等数学》、《偏微分方程及数值解》课程中，

融入数学历史文化、我国优秀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加

强“四个自信”的教育；注意讲清数学思想和方法，把实际课堂

教学和网络课堂教学相结合，注意课堂检测、作业训练、阶段网

测、单元检测、期中期末检测相结合，加强学生过程性能力和知

识体系形成的评价。

4. 指导学生开展与化工结合的数学建模研究，撰写科研论文，

并将研究成果做成教学案例，融入《数学建模》的课堂教学。

5. 主持或积极参与多个教改项目。

本人签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第（5）完成人

姓名
冯志芳 性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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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 1974 年 04 月 最后学历 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2006 年 07 月 高校教龄 15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职

务

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物

理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 联系电话 18610498698

现从事工作及专

长
教学，物理 电子信箱 fengzf@mail.buct.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

环东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 2018 年荣获第五届“北京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

课比赛”二等奖

2. 2021 年，获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名师、团队（排名第

二）

3. 2017 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

主

要

贡

献

简介：2006 年至今，主讲课程有《普通物理》、《大学物理实

验》、《非线性光学》、《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应用

软件实践》、《科技英语》等。2011 年至 2017 年，分管电科专

业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的各项管理工作，2018-2019 年，分管本

科生毕业设计的具体工作，2020 年 9 月至今，担任物理学部分管

教学的副主任，物理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参与了两项教改项目：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北京特色专业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

业”教育部综合改革，发表 5篇教改文章。主要开展光子晶体中

器件的集成化设计研究，主持了两项国家级纵向课题，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

在本成果中的主要贡献：

1．《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建设

录制了实验原理及实验操作视频，方便学生课前预习；依托在线

教育平台，建设了《大学物理实验》试题库，开展了实验课程的

预习测试环节，有效提升了学生预习效果、实验完成度；在线提

交、批阅实验报告，实现了实验报告的电子化管理；加强学生培

养过程的管理，强化过程培养；凝练了《大学物理实验》的思政

元素，撰写了含思政内容的大纲、思政案例集、实验室展板等，

将有形思政与无形思政有机结合。目前《大学物理实验》已经是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2．《普通物理》课程建设

参与《普通物理》课程的建设工作，撰写含思政元素的教学大

蓝鸟菲儿
Highlight

蓝鸟菲儿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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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教案、典型案例集；完成了在线平台资源库的建设工作，如

知识点视频、习题课视频、试题库等。

3．大学物理实验和物理竞赛工作的组织实施

组织校级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该竞赛分为教学赛和创新赛，教

学赛侧重考查学生现场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新赛考查学生创新思维、团队协作能力等。选拔出的学生，经

过竞赛小组的培训、指导，参加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和北京

市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通过组织这些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

对物理的兴趣，激发了其学习、研究的动力。

本人签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第（6）完成人

姓名
秦培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 年 08 月 最后学历 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2005 年 07 月 高校教龄 16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职

务
巴黎工程师学院书记、院长

工作单位 北京化工大学 联系电话 13521580970

现从事工作及专

长
生物化工 电子信箱 qinpy@mail.buct.edu.cn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

环东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 2018 中石化联合会优秀图书一等奖

2. 2018 中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3. 2009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4. 2010 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5. 2012 中石化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6. 2019 中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7. 2019 山东省循环经济科学技术一等奖

8. 2008 北京市科技新星

负责国际化视野下“厚理强工”工程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与实践；

蓝鸟菲儿
Highlight

蓝鸟菲儿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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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负责国际化工程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膜分

离》、《生物炼制技术》编著人；2021 年《生化分离工程》国家

级课程思政示范课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成员；入选“全国万名优

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生化分离工程》精品课程建设的主要

完成人；国家级与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的主要成员；《生物工艺

学》国家级精品课的主要完成人。

在本成果中的主要贡献：

1. 负责“中法合作办学”精英工程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与实践；

2. 负责巴黎工程师学院加强数理基础的规划；

3. 负责国际化工程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本人签名：

202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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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评审意见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党委（盖章）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初

评

意

见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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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审

意

见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