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课程改革与实践

教

学

成

果

报

告



2

一、成果简介

当前，我国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模式自主性较强，形式多样，在美

国、日本等国家学校体育教学理念的影响下，一些高校体育采用了公

共体育教学俱乐部模式，然而，在开展、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师资、场地、资金这些硬件问题，也有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手段等

一些软件问题，往往将教学实践与教学模式结合的不够紧密，公体教

学过程、运动选项仍体现不出时代性、实效性，使人们往往一谈到体

育课只能想到，不就是 1000 米/800 米长跑、50 米短跑、立定跳远、

握力等素质项目，或篮球、排球、足球等一些常规选项课，学生对体

育课学习过程应付现象居多，制约着学生体育兴趣培养及终身体育观

念形成。另外，课堂上学生被动接受的多、自主操作的少，实践教学

中竞赛运用的少，俱乐部教学易忽视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等。

受一些条件限制，高校公共体育课改革进入了瓶颈状态，学生锻

炼效果不明显，接受体育知识面窄，体育拔尖人才选拔机制不完善，

虽然学生运用网络媒体可以了解体育相关时讯知识，但不够直观，不

具备可操作性，很多情况下学生仅仅是满足应付考试，不再过多关注，

一部分素质好、有天赋的学生也仅仅是参与，没有真正的投入，因此，

要营造良好的体育学习交流氛围，以竞赛展示促进体育课内外结合，

使学生通过课内外一体化增强自主学习、自主锻炼能力、培养终身体

育锻炼习惯养成，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通过对现代高校体育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分析，需要进一步

探讨新形势下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要根据

实际情况而定，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模式，真正将国内公共体育教学

模式相结合，发挥自身优势，制定合理的改革措施，不断探索改革理

念，在发展中深化公共体育课程改革，旨在为高校体育教学俱乐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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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以河南农业大学为试点，在公共体育俱乐部教学基础上，进行教

学方法手段改革，对课程评价考核体系、教学手段方法、学训效果评

价等进行改革。通过改革考试形式、考核评价方式，在考试内容里加

大身体素质评价的权重，增加身体素质考核项目，既能促进学生身体

素质全面发展，又能督促学生日常练习。通过发展传统体育项目和国

标舞项目，组织参加武术、体育舞蹈等国内外比赛，加强国际交流，

扩大知名度，展示教学成果，促进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利用学

校教学资源，主动打开对外交流窗口，通过开设留学生太极拳实践课

程拓展体育课形式，拓宽体育教学模式发展思路，旨在为高校体育课

国际化模式探索新路径。

二、教学实践成果解决的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公共体育课程改革任重道远，面临

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对河南农业大学及郑州市部分高校调查研

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点：

1.缺乏对学生体育终身意识、自我锻炼习惯、体育生活方式等全

方位的教育;

2.缺乏对学生身体素质、运动技能、竞赛实践、体育运动项目的

个性化发展的培养;

3.容易忽视大学学校体育专项化、社会化、个性化、长期化的教

育功能等问题；

4.学生的体育兴趣日渐淡薄、学生的主体地位无法充分得到体现；

5.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上体育课、自主体育锻炼意识不足导致了

学生体质严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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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生熟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这个目标至今未能有效

达成；

7.学校体育教学、专项训练、竞赛组织脱节的局面。

因此，我们通过河南农业大学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课程改革，结

合国家教育发展目标，进一步探索公共体育课发展路径，分析目前教

学俱乐部课程建设的不足和困境，围绕如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自主

训练能力，制定相应的改革措施，不断深化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改革，

主要解决如下问题：

一是通过改革课程设置、上课形式、考评办法等措施。进一步解

决学生体育兴趣、体育意识日渐淡薄的实质性问题。

二是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终身体育的意识，而且有效达成“学生熟

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的体育教育目标。

三是推进“课程教学—竞赛训练”课内外一体化的俱乐部教学模

式建设。 为学生（留学生）搭建了提高竞赛水平的平台，也为校代

表队在各级体育比赛中取的优异成绩提供了保障，充分解决了体育教

学、训练、竞赛脱节的局面。

四是建立以体育能力、自主练习能力评、体育综合素质为核心要

素的学生体育成绩评价体系。

体育能力评价：学生掌握各项身体素质综合能力及保健知识的情

况（教师评价）占体育总评成绩 40%（可按实际情况设定）。

自主练习能力评价：每学期开课前与课业结束后学生身体素质、

运动技能的提高情况、课外练习频次数、锻炼效果展示（网络跟进），

占体育总评成绩 20%（可按实际情况设定）。

综合素质水平评价：运动技能、运动参与情况（参与校内外各级

各项比赛、课外体育锻炼情况）、裁判水平占体育总评成绩 40%（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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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情况设定）。

三、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课程改革主要内容及措施

（一）坚持“以本为本”教育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进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与

创新，推进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改革。通过对体育教育较为发达国家

的体育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国外体育教学模式灵活多样、区

域特色明显、内容丰富。结合现代大学体育教学实际，通过河南农业

大学公共体育课程改革实践，课程建设方面突出以下几点：

1.结合国内外体育赛事和体育项目推广，多渠道提高学生体育意

识和学习兴趣，通过体育课堂和课外活动宣传动员；经常性组织学生

参加一些特色体育活动和体育游戏，安排小型竞赛，展示学习成果，

让健身活动常态化。通过这种课程教学模式中，学生不仅对于所学的

体育知识、运动技能在大脑中有一个高度清晰的概括，有了标准的参

考，同时也降低了学习难度，提升了学习效果。

2.通过课堂考核方式改革，优化课程考试内容，加大身体素质类

考试比重，提高运动技能考核合理性、实用性。借鉴国内外高校体育

考核评价形式，指标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达标与综合掌握相结合，

以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基础，促进运动技能掌握应用，实现学生综

合素质全面提高，推动公共体育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改革。

突出重点、多元分类，注重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运动技巧和实

战能力的综合培养，将考核内容贯穿教学全过程：一是每学期设置至

少 2项身体素质考试项目，增加引体向上（单杠）、双杠、仰卧起坐、

1分钟跳绳、2000 米（男）/1600 米（女）跑等多元化素质考试项目。

二是教学内容相应增加身体素质练习内容、设定练习强度、布置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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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任务，将完成素质达标任务与课堂技能教学任务相结合，重点抓

综合素质提高。三是专项技能考试除技术动作达标评定外，强化技术

动作水平评定，突出学生训练效果、实战能力、展现效果的评价。真

正落实学生至少掌握一项运动技能这一教学目标。

3.优化基础与拓展课程资源配置。积极引入素质教育理念，科学

提高身体素质教学比重，优化整合课程资源，在师资场地允许的情况

下增加学生感兴趣、教学效果好的基础性体育项目课程设置数量。增

加时下流行、学生易感兴趣、易上手的拓展型课程。如定向越野、拓

展、花式跳绳、女子足球、瑜伽、软式排球等具有一定创新性、挑战

性国内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

4.推动教学内容动态优化设计。借鉴国内外高校俱乐部教学模

式，在培养兴趣爱好基础的同时，突出自主学习、突出“本领”提升，

“学”与“练”结合，学生可在学期某一阶段自主设计目标任务，自

主设计完成期限，以课内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自身不断适应运动技

能、技战术水平、健康技能等素质提高；采用录制、分析动作视频、

线上评价互动等方式，鼓励教师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与学生进行课

下互动，指导监督课外练习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能力发展动

态调整教学内容、教学任务，使教学更加科学化、实用化。

积极引导教师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力求做到课程设计最优

化，在确立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将教法、

练习技巧、组织形式做到更有效，不断突破创新，在形式上兼顾学生

的情绪、偏好等问题，对学生做到任务一致，个别对待。

5.强化体育课堂人文精神、传统文化的融入。

将传统文化与课堂内容相结合，注入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如武

术课程中增加“侠”文化、传统礼仪教学内容，太极柔力球、健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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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等课程增加养生知识传授的教学内容，进行多元化的动作行为展

现，如抱拳礼，增强学生们对提高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和觉悟能力，

提高学生对体育课堂的兴趣。通过不同形式的传统体育文化教育，可

作为体育课课堂思政的重要内容列入教学大纲，结合爱国主义教育进

行普及推广。

（二）加强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教学课程建设、组织建设

项目研究实施期间，结合国外体育教学模式，开展阳光体育活动

的评价标准，建立以体育能力、体质健康水平和体育综合素质为核心

要素的学生体育成绩评价考核体系，于 2018 年在河南农业大学公共

体育课程中推广实施。在体育项目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大学

学校体育专项化、社会化、国际化的教育功能，增设目前易开展、易

传播、具有一定文化传播意义的课程项目，如羽毛球、健身气功、柔

力球、抖空竹、排舞等社会化体育课程，促进体育资源的利用和推广。

重点建设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课程组，选择国内外流行、学生兴趣高、

易开展的羽毛球运动项目作为在线课程重点建设，并获批 2018 年度

校级在线开放课程项目，通过公共体育教学组织开展调研、学术交流

活动，通过组织参加校内外体育竞赛，开展丰富多样的群体活动，将

课外体育指导、社会体育指导、教师体育教学研究有机结合，推动教

学改革。

（三）以体育竞赛、传统体育推广加强国际交流，促进课程内涵

提升。

本项目将国内传统体育文化推广与国外体育教学模式相结合，进

行课程改革实践，与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合作，对国外留学生

进行太极拳、健身气功辅导，加强对外交流，以参加国际体育竞赛为

教学实践突破口，组织在校学生、外籍留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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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在世界武术太极拳大赛、体育舞蹈国际邀请赛等国际性赛

事中均获得佳绩。通过参加国内外武术、舞蹈等代表性体育项目比赛，

创新教学模式，构建弹性化体育教学内容，以体育赛事活跃校园文化，

推动学生进一步关注体育锻炼，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留学生中推

广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国际交流。

四、任务完成情况

河南农业大学自公共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实施以来，山东农业大

学、八一农垦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等兄弟院校来我校调研交流改革的经验。目前，八一农垦大学、中

南民族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实施了体育教学俱乐部模式，部分教学成

果也在省内高校得到了推广应用。

目前，根据计划稳步开展实施，在河南农业大学公共体育课程建

设、课程项目设置、运动竞赛组织、课外活动锻炼等各环节中得到应

用，改革措施已基本实施，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和实践成果，如下：

1.在学术期刊《广州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化导刊》等刊物

公开发表教研论文 8 篇。

2.项目实施期间，校级教学质量工程立项 3 项，在线开放课程 2

项《羽毛球》、《体育舞蹈》，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课程组获校级优

秀基层教学组织并通过验收；校级教改项目立项 1项。项目负责人做

为第一主编编写并出版著作《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

入选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计划项目《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模式改革研究》

（2018GGJS035 ）获立项。

3.拓展俱乐部教学形式，加强竞赛交流，以参加国际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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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武术项目推广、太极拳表演等实践形式为引导，指导河南农业

大学在校留学生（主要来自巴西、新西兰、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我国传统体育课程项目，

推进“课程教学—竞赛训练”课内外一体化的俱乐部教学模式创新。

参加国内外竞赛均获得优异成绩。2018 年 9 月参加在三亚南山

举办的世界武术比赛，来自国际 100 多个国家选手参赛，夺得 1 金 1

银 4铜的佳绩。

参加 2018 年中国西安“超级巨星杯”体育舞蹈全国公开赛于 11

月 2日至 3日在陕西西安举办，夺得拉丁舞女子单人 B 组冠军。

参加 2017 年全国体育舞蹈邀请赛，取得个人项目 3 金 4 铜、艺

术展演团体舞一等奖的优异成绩。

参加河南省第十六届科学文化艺术节男子篮球赛获得亚军；在河

南省第 13届运动会学生组篮球比赛暨河南省大学生“华光”体育活

动第 26届篮球联赛中，夺得冠军。

项目组成员组织并带队参加 2018 年全国农业高校田径运动会裁

判及教练工作并获得优异成绩，受到全国兄弟院校、省教育部门、体

育部门的好评。我校代表队取得 4 金 5银 2 铜的好成绩。

参加河南省大学生“华光”体育活动第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我校

代表队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参加 2019 年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获 8 金 9 银 3 铜，并获女

子团体总分第三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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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2019〕75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 

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人选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我厅《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实施办

法》（教高〔2016〕403 号）和《关于做好 2018 年度河南省高等

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教高〔2018〕746

号）精神，经学校申报、资格审查、网络评审、会议评审、结果

公示，确定郑州大学程显等 300 名青年教师为 2018 年度河南省高

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培养人选，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高校要把青年教师培养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位

置，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经费投入，健全管理制度，完善培养培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 2 — 

训体系，深化考核评价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努力建设政治

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实行目标管理。受资助的青年教师，

须在规定的三年时间内完成任务，在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团队

建设、项目成果、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预期目标。各高校要加强

对青年骨干教师的日常管理和中期考核，以项目为载体，以人为

本，把培养人和支持项目有机结合。省教育厅将统一组织安排终

期考核，考核合格者，将颁发“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证书。考核不合格者或违反道德规范、弄虚作假经调查核实后，

将追回拨付经费。 

三、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各高校须匹配等额经费资

助。学校应建立专项经费使用档案，合理安排，专款专用，提高

经费使用效益。 

 

附件：2018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人选

名单 

 

 

 

2019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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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8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人选名单 
编号 姓名 学校 项目名称 

2018GGJS001 程显 郑州大学 环保型气体直流开断特性与电弧调控机理研究 

2018GGJS002 梁天水 郑州大学 多组分细水雾的湍流效应及多相催化灭火机制研究 

2018GGJS003 王景涛 郑州大学 超高性能耐溶剂纳滤膜研制 

2018GGJS004 严亚丹 郑州大学 公路与城市道路衔接交通功能及优化设计 

2018GGJS005 郑元勋 郑州大学 侵蚀环境因素耦合作用下损伤板梁加固耐久性损伤机理研究 

2018GGJS006 高向川 郑州大学 室内可见光通信大规模阵列传输技术研究 

2018GGJS007 黄辉 郑州大学 SIRT1对低铅暴露致学习记忆损伤的调控作用 

2018GGJS008 姚寒春 郑州大学 基于双功能碳点的 H-链铁蛋白自主靶向诊疗体系的研究 

2018GGJS009 王婷 郑州大学 4.1G缺失导致染色质不稳定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2018GGJS010 郭向前 郑州大学 环面向量场李代数的表示 

2018GGJS011 何水 郑州大学 新时代县级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2018GGJS012 颜以琳 郑州大学 新时代传统文化观下四大儒门家风传承与转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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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学校 项目名称 

2018GGJS013 石岩 郑州大学 中原美术视阈下的河南区域形象研究 

2018GGJS014 牛文涛 郑州大学 城市增长边界管控视角下城市空间组织演化及优化机理研究 

2018GGJS015 刘霞 郑州大学 航空经济与航空金融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及策略研究 

2018GGJS016 惠夕平 郑州大学 中原与海岱地区早期城市化发展的比较研究 

2018GGJS017 秦春斌 河南大学 车联网协同式自适应巡航事件触发及优化控制研究 

2018GGJS018 董正方 河南大学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地震易损性及可恢复性研究 

2018GGJS019 张鹏岩 河南大学 黄河下游引黄灌溉对沿岸平原土地质量及其演变的影响 

2018GGJS020 张文凯 河南大学 多色发光碳量子点-共轭聚合物高效多重能量转移体系设计 

2018GGJS021 王沛 河南大学 基于自适应压缩感知的⽣物分⼦⽹络重构 

2018GGJS022 刘旭旺 河南大学 基于行为挖掘和演化博弈的集中采购分组评标方法研究 

2018GGJS023 陈楠 河南大学 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阈下河南省优质旅游路径发展研究 

2018GGJS024 吴洪富 河南大学 组织转型视域下河南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制度研究 

2018GGJS025 徐伟 河南大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发展研究 

2018GGJS026 仝相卿 河南大学 出土北宋墓志整理与研究 

2018GGJS027 陈会亮 河南大学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考论与主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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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学校 项目名称 

2018GGJS028 贺超 河南农业大学 生物质光合生物制氢过程界面传递特性研究 

2018GGJS029 白团辉 河南农业大学 基于 SLAF-seq的苹果砧木耐涝基因鉴定 

2018GGJS030 张红瑞 河南农业大学 药菊功效组分变异的解析及生态学机制研究 

2018GGJS031 董海聚 河南农业大学 人与宠物共患十二指肠贾第虫遗传基础研究 

2018GGJS032 张晓婷 河南农业大学 FpgMBV1对镰刀菌的生防潜力研究 

2018GGJS033 杨森 河南农业大学 亮斑扁角水虻幼虫肠道降解黄曲霉毒素 B1功能微生物研究 

2018GGJS034 栗滢超 河南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流转农地生态风险评价与防控机制研究 

2018GGJS035 唐大鹏 河南农业大学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俱乐部模式改革研究 

2018GGJS036 孟晓林 河南师范大学 肠道菌群介导的绿原酸调控草鱼脂代谢分子作用机制 

2018GGJS037 李莉 河南师范大学 mmp13基因对鱼鳍再生过程鳍条重建的分子调控 

2018GGJS038 唐超智 河南师范大学 miRNA-328在抑郁小鼠认知障碍中的作用机制 

2018GGJS039 杨新光 河南师范大学 一些非线性发展方程以及动力系统 

2018GGJS040 朱珂 河南师范大学 大规模在线学习情境下协同学习的内涵、要素与机制研究 

2018GGJS041 韩万渠 河南师范大学 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制度扩散与机制演进研究 

2018GGJS042 李翔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西方流变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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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农大教〔2019〕27 号

河南农业大学
关于公布 2019 年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的

通 知

各学院，校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组织了 2019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工作。经个人申报、学院推荐，学校组织专

家评审，共确定立项60项，其中重点项目30项，一般项目30项。

各项目组要高度重视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引导广大教师

和教学管理人员，深入研究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内涵，不断更

新教育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培育优秀教学成果，

以教学研究指导实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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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1.2019 年河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

项名单

2.2019 年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考核标准与验收

办法

河南农业大学

2019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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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河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主要成员
项目
类型

经费
（万）

1 农学院

“新农科”背景下基于 SPOC 的《农

业生态学》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及评

价方法研究与实践

任永哲
赵全志 关小康 邢冉冉 熊淑萍

王志强 王同朝
重点 2

2 农学院
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研究

与实践-以《中药药剂学》课程为例
洪利亚 李连珍 苌建峰 刘 淼 王 丽 重点 2

3 林学院
适应专业认证的林学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
闫东锋 刘 震 何 静 毕会涛 姜文倩 重点 2

4 林学院
高等农林院校园林专业植物类课程

教学体系的优化与探索
王 政

孔德政 李永华 刘保国 石力匀

刘艺平 贺 丹 尚文倩 姜文倩
重点 2

5 林学院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以《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为例
王 娟 杨喜田 李 志 李明婉 巩琛锐 赵 慧 重点 2

6 牧医工程学院
“新农科”背景下创新型动科专业

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索与实践
李转见 田亚东 韩瑞丽 孙桂荣 蒋瑞瑞 李文婷 重点 2

7 牧医工程学院
《动物微生物学》核心课程建设中

科学素养培养探索与实践
郑兰兰 张红垒 杨明凡 陈红英 陈丽颖 重点 2



— 4 —

8 机电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专业思政与三全育人融合

研究与实践
王振锋

徐广印 刘海涛 崔 岩 王 亮 应继来

高献坤 王 恒 王庆朋 吴丽美
重点 2

9 机电工程学院
基于翻转课堂的《生物质能工程》

教学改革探索
李攀攀 黄 黎 李 刚 赵淑蘅 重点 2

10 机电工程学院
智能农业装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
张红梅

史景钊 李保谦 王万章 何 勋 李 赫

张开飞 陈新昌 屈 哲 何玉静
重点 2

11 经济与管理学院
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

系和保障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宋保胜

方 芳 卢秀霞 张建军 宋嘉宁

时心怡 宋 曼
重点 2

12 经济与管理学院
“以学为中心”的线上、线下一体

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郑伟程 何泽军 吕春蕾 重点 2

13 烟草学院
课程思政融入烟草专业基础类课程

教学的探索
张松涛 殷全玉 姬小明 杨永霞 赵铭钦 闫筱筱 重点 2

14 植保学院
基于“以学为中心”农业植物病理

学课程设计的改革与实践
孙炳剑

李洪连 袁虹霞 张晓婷 王 珂 李 宇

孙航军 刘春元 程月琴
重点 2

15 园艺学院
翻转课堂+项目教学法在农业设施

工程学课程中的应用与研究
董晓星 朴凤植 李严曼 杜南山 国志信 重点 2

16 园艺学院
基于双创能力培养的茶学专业实践

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赵仁亮 贺 巍 周琼琼 梁丽云 张 芬 徐文静 重点 2

17
信息与管理科学

学院

基于 “大班授课”环境下的大学数

学本科生助教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马巧云

吕海燕 张晓梅 周建杰 曹 洁 宋斐斐

张建军 王建平 曹殿立
重点 2

18
信息与管理科学

学院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地方高校学生学

习及行为轨迹分析及预警
张 慧

高 瑞 夏 斌 闾素红 乔红波 薛晓亚

王 栋 石 建 张 凯
重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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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生理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教

学模式探究
薛瑞丽 李 华 汪月霞 赵会杰 胡秀丽 杨 浩 重点 2

20
食品科学技术学

院

基于混合式教学构建《食品毒理学》

金课研究
高晓平 黄现青 李 宁 柳艳霞 沈 玥 闫 爽 重点 2

21 文法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汉语国际教

育学科体系研究
吴 亮

刘 涛 刘 华 张二龙 王 睿 许念一

翟东明
重点 2

22 文法学院
法学类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
徐轶博

王晓勇 张帅梁 韩 宁 程春丽 刘广林

陈 丹
重点 2

23 理学院
慕课背景下农业院校有机化学混合

式课程教学改革
杨国玉

徐翠莲 王彩霞 潘振良 吴璐璐

史力军
重点 2

24 理学院
农业院校《普通化学》金课课程建

设与实践
孟 磊

郑先福 谢黎霞 吴璐璐 安万凯 曹占奇

姜 松 胡晓娟 鲍峰玉 金 秋 赵士举

李 伟 史力军 姜广策 秦毓辰 梁小玉

王霄鹏

重点 2

25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综合英语》实践教学的

研究与实践
赵凤玲

宋 扬 张俊杰 吴 玲 靳振勇

豆 涛 周秀敏 王竹君 朱 婧
重点 2

26 外国语学院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高等农业院校

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马孝幸

李喜芬 陈 洁 宋 扬 张秋霞 曲臻禛

胡 茜
重点 2

27 体育学院
以本为本教育思想下高校公共体育

课程泛在学习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唐大鹏

管勇生 王献斐 袁 静 冯建荣 管继辉

刘 明 王 翾 王志广
重点 2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课“五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

研究
董 慧 徐 峰 郭武轲 赵民学 马 凯 刘瑞娟 重点 2

29 党委宣传部
高等学校实践育人体系的探索和构

建
郭战伟 孙淑娥 周红飞 郭治鹏 宛新生 赵鹏飞 重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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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5 日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