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编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教学团队申报书 
 
 
 
 
 
 
 
 

团队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团队 

团队带头人： 张芬 

所在院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填表时间 2022 年  7 月  17 日 

 

教务处制  



- 2 - 
 

 

填  表  说  明 

 

1. 用钢笔填写或打印，要求字迹清楚、端正，内容详实、准确。 

2. 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可靠。发现虚假信息，取消该团队参评资格。 

3. 表格中所涉及项目、奖励、教材等，截止时间是 2022 年 7 月 1 日。 

4. 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5. 各级单位意见务必加盖公章，否则推荐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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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队基本情况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系现有教师 14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 6 人，硕士生导师 4 人。 

主要承担全校本科生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全校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历史纲要》、《新中国史概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以及研究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当代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

专题》课程教学任务，同时分担全校本科生《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任

务。 

本教学团队成员中一名老师 2021 年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名师和

教学团队；2016年获第二届全国教育教学征文大赛一等奖一项；2017

年获第十届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讨会论文一等

奖一项；2018 年获陕西省高等学校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和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各一项；2019 年获得陕西省学位与研究生

学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2020 年获陕西省第三届高校课堂

教学创新大赛（本科）二等奖一项；2016 年获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奖三等奖。2019年获陕西省高校思政课大练兵“教

学骨干”荣誉称号一人次；2020 年获陕西省思政课大练兵“教学能

手荣誉称号”一人次。2021 年获得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一项。2019

年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两项；2013、2009年度分别获得校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各一项；2021 年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两项；2003、

2005、2015、2017年度分别获得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各一项。

2013年、2021 年获得校级讲课一等奖各一人次。两位老师获得“我

最喜爱的老师”荣誉称号。先后获得院级讲课比赛一等奖三人次，二

等奖四人次。多名老师获得校级各种奖励和荣誉 10 余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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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以上课题 10 多项，承担各级

各类教改课题 20 多项，在《中国高等教育》、《教学与管理》《学

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论坛》、《高等农业教育》、《黑龙江

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等发表各级各类教改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

术专著 5部，主编、参编各类著作、教材和 5部。 

本团队老师乐于将在思政教学中好的方法进行总结和分享，在人

民网、学习强国、聚众新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闻栏目中发表思政

网文 100余篇，受到高度评价。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DN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HLL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HLL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HL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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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成员情况 

1.团队负责人情况： 

姓名 张芬 工号 2008117780 职称 副教授 

获奖情况（省部级以上） 

 

2013年获得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第四届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4年获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研讨会二等奖 

2018年参加的“基于“专题+翻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获得省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 5/7。 

2021年独立指导学生参加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

色专项活动获得陕西省一等奖 

 

 

2.成员情况：成员人数 13 

（1）姓  名 方建斌 工号 2008114541 职 称 教授 

（2）姓  名 杨鹏 工号 2011110052 职 称 教授 

（3）姓  名 宋文杰 工号 2018110107  职 称 副教授 

（4）姓  名 赵星宇 工号 2015110053 职 称 讲师 

（5）姓  名 孙巍 工号 2013110065 职 称 讲师 

（6）姓  名 胡钢 工号 2008114988 职 称 教授 

（7）姓  名 郭晓勇 工号 2008114789 职 称 副教授 

（8）姓  名 商晓辉 工号 2018110162 职 称 讲师 

（9）姓  名 陈亮 工号 2019110069 职 称 讲师 

（10）姓  名 唐帅 工号 2013110032 职 称 讲师 

（11）姓  名 韩敏 工号 2020110042 职 称 讲师 

（12）姓  名 赵昂 工号 2016110068 职 称 讲师 

（13）姓  名 关惠丹 工号 2021110006 职 称 讲师 

（14）姓  名  工号  职 称  

（15）姓  名  工号  职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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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队授课情况 

学期 课程名称 授课人 总课时 

2016年—2022年 

春、秋两学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张芬、方建斌、杨鹏、 

胡钢、宋文杰、赵星宇、

孙巍、郭晓勇、商晓辉、

陈亮、唐帅、韩敏、赵昂、

关惠丹、安鲁 

21646 

2021 秋、2022 年

春 
《新中国史概说》 

方建斌、张芬、宋文杰、

赵星宇、孙巍、郭晓勇、

商晓辉、唐帅、赵昂、 

关惠丹、 

120 

2021秋、 

2022年春 

《中国共产党历史

纲要》 

杨鹏、张芬、宋文杰、 

赵星宇、孙巍、、商晓辉、

陈亮、韩敏、赵昂 

120 

2021春、秋； 

2022春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方建斌、杨鹏、张芬、 

宋文杰 
80 

四、教学改革与创新 

客观记录教学团队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及实验室建设、教学改革与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投

入 

1、教改项目：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难点问题解答——怎样认识全国解放战争

时期美国政府实施的‘扶蒋反共政策’”？，2014年获批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 

（2）“‘主题’返乡调研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016 年获批教育

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择优推广项目。 

（3）“基于问题导向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

2021年获批教育部思政课教师专项。 

（4）“立德树人背景下农林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学体系创新研究”，2021

年获批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研究课题。 

（5）“当代大学生诚信度评价体系构建研究”；2021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

科专项。 

（6）“PBL 模式下的纲要课混合式教学研究”，2021 年获批陕西省社科界

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 

（7）“陕西省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成长发展路径研究”，2022年获批陕西

省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发展研究项目。 

https://218.241.235.188/theoryCourseProjectAction!to_view.action?entity.id=AC6FFE28F394409AB1B2A82DB177565E&beanId=theoryCourse&time=&backup=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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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迎百年 育新人’——纲要课网络思政创新机制探索”；2021 年

获批陕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与实践项目。 

（9）‘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构建与探索研究”，2017获

批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10）“系统性视野下高校大思政工作格局研究”，2016 年获批陕西省高

教工委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 

（10）“集成创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研究”，2014 年获

批陕西省高教工委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 

（1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研究”，2007 年获批陕西省教

学改革重点项目。 

（12）“构建农林特色鲜明的研究生课程思政内容体系”,2022年获批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13）“‘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农林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涵式发展

的路径研究，2022获批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重点委托项目。 

（14）“‘西农故事’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典型教学案例”，2022 年获批

校级规划教材建设项目。 

（15）“构建本硕博一体化的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2021 获

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 

（16）“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四史’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

践”，2021年获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17）“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研究”，

2021年获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项目。 

（18）“‘中共党史研究专题’‘慕课’混合式教学改革探索，3021 年获

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 

（19）“农林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体系研究”，

2019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20）“‘探究式’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研究”，2019年获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 

（21）“立德树人背景下农林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创新研究”，2019 年获

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2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精品课程建设”，2018 获批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精品课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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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形势与政策》精品课程建设研究”，2018 获批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精品课程项目。 

（24）“微课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应用研究”，2015 年获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2、教改论文： 

（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

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20。（北大核心） 

（2）《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史国情教育——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 年

修订版）>》,《当代教育科学》，2015.24。（北大核心） 

（3）《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书写》，《教学

与管理》，2012.27。（北大核心） 

（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成人教育发展与改革创新》，《中国成人

教育》，2018.14。（教学 B类） 

（5）《陕西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探索》，《黑

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10。（教学 B类） 

（6）《再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黑龙江教育(高

教研究与评估)》，2014.11（教学 B类） 

（7）《系统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优化原则与途径》，《黑龙江

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4.06（教学 B类） 

（8）《隐性教育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结合——基于中外教育方式

的比较研究》；《集美大学学报》，2016.05 

（9）《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微课设计——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4。（教学 B类） 

（10）《微课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应用》，《黑龙江教育(高

教研究与评估)》，2016.7。（教学 B类） 

（11）《微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探析》，《成都中医药大

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1。（教学 B类） 

（12）《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优化策略探析》，《高教论坛》，

2018.7。（教学 B类） 

（13）《“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实践探索——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为例》，《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0.6。（教学 B类） 

（14）《“探究式”教学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专题>课程中的应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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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林业教育》，2021.4。（教学 B类） 

（15）《张之洞教育思想与湖北近代高等教育》，《大学》，2022.8。（教

学 B类） 

（16）《立德树人背景下农林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为例》，《大学》，2022.9。（教学 B类） 

（17）《高校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安

徽农业科学》，2015.7。 

（18）《微课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应用与反思——以微课作品<辛亥革命爆

发的历史条件>为例》,《教育教学论坛》，2016.10。 

（19）《依托特色底蕴 打造思政“金课”》，人民论坛网，2022年 6月 9

日。 

（20）《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人民论坛网，2022

年 6月 21日。 

（21）《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野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学

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05 

（22）《高校科学教育类社团建设浅析——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会计协会为

例》，《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17.11。 

（23）《儒家诚信教育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黑龙江教育

(高教研究与评估)》，2016.01 

（24）《道德二维视域中的高校诚信教育路径之思》，《高等农业教

育》,2015.01 

（25）《“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农村创业影响因素的评价研究》，

《《高校“大思政”工作格局的实现路径探析》，《西部素质教育》，2019.05； 

（26）《抗疫背景下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实践探索和启示》，《中国高等教

育》，2020.06 

（27）《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新时代乡村治理归位增能》，《党建参阅》（《人

民日报》内刊），2022.07 

（28）《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生成逻辑、价值旨归与优化向度》，《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05 

（29）《时代价值和实践探索》，《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学

校教改 B类），2021.09 

（30）《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23&recid=&FileName=XXDJ201513021&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D&yx=&pr=CJFR2015;CJFX2015;&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XD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XD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XDJ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3&recid=&FileName=HLLJ201601005&DbName=CJFDLAST2016&DbCode=CJFD&yx=&pr=CJFR2016;&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HLL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HLL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HLLJ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6&recid=&FileName=GDNJ201501009&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D&yx=&pr=CJFR2015;&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DN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DNJ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DNJ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33&recid=&FileName=ZGLJ202006013&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R2020;&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0&CurRec=40&recid=&FileName=XBSJ201905010&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B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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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202.02 

（31）《探索“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在农林高校纲要课教学中的运

用》,《大学》，2020.03 

（32）《学透百年党史 领悟“三个深刻改变”》发表于《人民论坛网》，

2021年 12月 13日； 

（33）《积极推进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教案、进课堂、进头脑”》发表

于《人民论坛网》，2022年 1月 6日； 

（34）《以学生为中心 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发表于《人民论坛网》，

2022年 2月 28日； 

3、教学研究在教学改革中的实践和反馈 

（1）在教学改革上的组织上采取集体备课，发挥特长，集思广益。通过定

期学习在团队成员之间开展说课和课堂教学创新展示，共同提升团队的教学和研

究水平。 

（2）坚持贯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史历史的结合，尤其是和中

国近现代历史相关的诗词、对联、铭文的结合。丰富了内容，深化了内涵，激发

学生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课程学习结合的兴趣。 

（3）大力推进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讲好中国

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4）积极探索教学内容“层进式”教学改革。突出“国史讲主线、区域史

讲人物、校史讲精神”，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激发学生对国家对家乡

对学校的热爱。 

（5）努力打造底色鲜亮、特色鲜明的校园移动课堂。以学校三号楼为中心

开展课堂教学，通过和西农相关的重要人物、事件的讲解为主要内容，贯穿近代

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整体线索。落脚于西农因国家战略而生、因国家战

略而兴，因国家战略而为的时代意义，培养学生知农爱农情怀，激发兴农的责任

感。 

通过这些改革实践和尝试，、丰富了中国近现代纲要课程的内涵，增强了课

程的针对性、感染力和价值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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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成果与贡献 

客观记录教学团队在教学成果、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及教材建设、教学类竞赛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贡

献 

1、教学成果奖项 
（1）参与基于“专题+翻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2018 获陕西省

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团队成员位次为 2/7和 5/7。 

（2）涉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题”返乡调研式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

践，获 2021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3）‘专题教学+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获 2017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团队成员位次为 2/7和 5/7。 

（4）涉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题”返乡调研式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与实

践，获 202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5）“团队协作，立德树人，构建《中特》课‘六位一体’教学体系”，

获 2019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6）“‘以学生为中心’的农林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探索”获

2019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7）“西农故事”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与探索，获得 2021年获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8）红色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获 2021年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课程建设：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2015年获批校级优质课程建设支持。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2015年获批翻转课堂教学建设支持  

（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2018年获批 SPOC在线课程建设支持 

3、教学竞赛奖项 
（1）2018年获陕西省高等学校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2）2022年获第四届陕西高校课堂创新大赛二等奖。 

（3）2020年获陕西省思政课大练兵“教学能手”荣誉称号一人次。 

（4）2019年获陕西省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思政课程“教学骨干”荣

誉称号一人次。 

（5）2020年获陕西省第三届高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本科）二等奖； 

（6）2016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一人次。 

（7）2021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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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二届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一人次。 

（9）2021年获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讲课比赛三等奖等奖一人次。 

（10）2013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一人次。 

（11）2021 年获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微党课”比赛二等奖

一人次。 

（12）从 2018-2021年团队成员获得院级比赛二等奖 3人 5次。 

4、教学贡献及荣誉： 
（1）承担校内外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共

计千余场。 

（2）承担校内外“党史学习”宣讲三百余场。 

（3）承担校内外党员干部培训三百余次。 

（4）长期承担各学院党员培训、学习教学工作 

（5）方建斌 2021年获得中央农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优秀教学工作者”称

号（6）方建斌 2020年获得陕西省“我身边的好典型荣誉称号。 

（7）方建斌 2019年获得陕西省“百姓学习之星”称号 

（8）方建斌 2020年获得杨凌农业高新产业技术示范区“最美教师”称号。 

（9）方建斌 2016年获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称号。 

（10）杨鹏 2012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教师”称号。 

（11）杨鹏 2013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班主任”称号。 

（12）杨鹏 2015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称号。 

（13）杨鹏 2017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教师”称号。 

（14）杨鹏 2018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课教学能手”称号。 

（15）杨鹏 2018年在学校举办“鲜花掌声送恩师”活动中获得第一名。 

（16）杨鹏 2019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金牌教师”教学新秀奖。 

（17）杨鹏 2020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称号。 

（18）杨鹏 2020 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 

（19）赵星宇 2022获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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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实践锻炼、进修等工作 

1、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1）本教学团队组织的教学比赛有：新进教师讲课比赛、青年教师讲课比

赛，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大练兵”选拔赛、西北联盟思政课展示选拔赛。 

（2）比赛效果；2 人次分别获得 2019 年和 2020 年陕西省思政“大练兵”

“教学骨干”和“教学能手”称号；2人次获得校级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

2018-2021年团队成员获得院级比赛二等奖 3人 5次，三等奖 2人 2次。 

（3）以后计划安排：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依靠团队力量在未来两年

时间里争取思想大练兵再获得一个“标兵”或者“骨干”称号；取得校级讲课比

赛二等奖以上以及奖项一次。 

2、实践锻炼（2020 年 7 月——2022 年 7 月） 

（1）4人到杨凌区阳光社区进行实践锻炼。 

（2）1人到杨凌金粟农业科技公司实践锻炼。 

（3）1人到眉县猕猴桃试验站实践锻炼。 

（4）1人到杨凌农村商业银行实践锻炼。 

（5）1人老师到杨陵区五泉镇官村实践锻炼。 

3、进修 

（1）2006——2017年，先后有 7人参加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的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120学时）。 

（2）2020年 7月，1人参加陕西教育干部培训中心举办的“弘扬延安精神、

汲取精神力量”主题培训班（40学时）。 

（3）2020年 7月，7人次参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暑期研修班（40学时）。 

（4）2022 年 6 月 10 人次参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暑假实践研修培训

班（66学时）。 

（5）2012年 2-7月 1人次在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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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评审意见 

学院（部） 

推荐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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