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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月琴出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动员会

12 月 8 日下午，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动员会在学 9-211 召开。副校长沈月琴出席会议，

食健学院党政班子及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

会上，学院负责人从背景、学生培养、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持续改进、师资力量、支撑

条件等方面介绍了工程教育认证的相关知识，动员全院特别是食品学科教师认清工程教育认证对于专业发

展的重要性，针对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积极参与培养方案修订、课程体系完善等各项准备工作，为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顺利进行做好准备、打好基础。

沈月琴认为此次动员会很有必要、非常及时，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充满期待。她说，

专业认证任务艰巨，意义重大。要做好专业认证，关键在老师。只有学院老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参与，

专业认证才可能成功。希望全体老师转变理念，专任教师和学生思政、行政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力争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取得好的结果。

沈月琴还对期末教学、考试、疫情防控等工作作了强调，要求根据形势发展优化好教学、考试安排，

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关爱，确保平稳度过本学期。

（食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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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接受中国工程教育认证专家组线上考查

11 月 21-22 日，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专家组对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进行线上考查。考查专家

组组长由大连理工大学孙怡教授担任，专家组成员有西安工业大学雷志勇教授、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赵鹏

主任，秘书由江南大学刘艳君副教授担任，见习专家东北林业大学管雪梅副教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荣德

生教授参与了线上考查。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线上考

查见面会、反馈会，均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家重点实验

室一楼会议室召开。校长沈希教

授，副校长沈月琴教授、徐爱俊

教授出席相关会议。

见面会上，沈月琴对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线上考查的专家表示

欢迎，希望通过专家的精准把脉

和权威指导，使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找准自己的短板和努力的方向，

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为引领，持续改进，不断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孙怡教授介绍了专

家组成员以及考查的目的和流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负责人对专业自评报告作了补充汇报。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对专家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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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考查期间，专家组认真审阅了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自评报告及补充报告，在线考查了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实验室、校外实践基地；调阅了专业相关

教学文件及文档资料，以视频会议形式对毕业生校

友、用人单位代表、职能部门管理人员、任课教师

和学院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与不同年级在校生进

行了线上座谈，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进行了全方位

认证考查。

经过两天的考查，专家组一致认为，学校和专业高度重视本科教育和专业建设，充分肯定了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取得的成绩，指出了专业在后续建设中需要关注和持续改进的重点工作。

沈希指出，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非常中肯，给我

们指出了专业建设的重点方向。他对进一步做好相关工

作提出了要求。一是强化学习，转变理念。学校将以此

次专业认证为契机，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

改进”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的学习和理解，并在学

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将 OBE 理念进一步落到

实处。二是精准对标，持续改进。认真梳理总结、消化

吸收、逐条落实各位专家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制定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建设整改方案，有针对性地加大专业建

设投入力度，提升专业建设水平，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以点带面，注重推广。学校将对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认证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在总结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予以推广，努力推进学校其他工科专

业的工程教育认证，全面推进学校专业建设再上新台阶。

相关学院和专业带头人进行了表态发言。

教务处、人事处、学工部、质控中心等 16 个职能

部门单位负责人，光机电学院领导班子、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有工科专业的学院院长和工科

专业负责人，校教学督导组组长、副组长参加了见面会、

反馈会。

（质控中心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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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机电学院召开专业认证培训会

10 月 31 日，光机电学院召开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认证培训会。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及两办教师参加了会

议。

会议介绍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认证工作的总体进展、专业认证进校考查工作的下一步实施方案，并对

进校考查工作的后续工作任务进行了分解，就专业认证专家进校考查准备工作对全体参会人员进行了相关

培训。与会人员对认证考查工作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最后，学院院长周国泉希望大家全力以赴把专业认证的迎评工作做好，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迎

接专业认证考查工作，并以此次认证为契机，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光机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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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佘能芳教授做客第 20 期求真讲会

10 月 28 日上午，华中师范大学佘能芳教授应邀作客第 20 期求真讲会，作题为“专思反应 五育并

举 有机育人”的报告。报告会由教发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尹国俊教授主持。

报告会上，佘能芳教授从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和学习、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要点、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与方

法、课程思政建设的效果与评价、践行课程思政的反思与心得等方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佘教授以《有机

化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为例，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分享了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等教学环节。她生动的

诠释了一门理工类专业基础课程

如何坚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将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融入到

课程建设和教学中。针对我校特

色，她指出，要在课程教学中加强

生态文明教育，培养学生的生态环

保意识，引导学生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意识和信

念，增强学生服务农业农村现代

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知农爱农创新人才。佘教授课程思政建设教学思路、典型

做法及丰富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典型性和可操作性。

参加报告会的老师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真切地感受到一堂优秀课堂教学的精彩和魅力，今后要以优

秀教师为榜样，凝练出有特色的“课程思政”课堂，强化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将

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担好育人之责。

本期求真讲会是校第二届生态节系列活动之一，报告会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同时设立线下会场，

共百余人参加此次报告会。

（教发中心）



总第 27 期

6

北京交通大学谈振辉教授做客第 21 期求真讲会

为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帮助教师深入理解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意义和内涵，熟悉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的评建过程，10 月 28 日，学校特邀北京交通大学原校长谈振辉教授作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题报

告。

谈振辉教授以“理解标准、对照自评、持续改进”为主题，介绍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意义和核心理

念，详细解读了工程教育的 32 条质量标准，重点阐述了面向产出、达成评价、持续改进三者之间的关系，

特别强调了认证底线、两个机制、四个评价。

报告理论联系实践，针对性和指导性极强，与会人员也与谈振辉教授进行了热烈谈论与交流，对于我

校工科专业，特别是电子信息工程和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两个专业的认证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本次求真讲会由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和教师教学发展分中心（光机电工程学院）联合举办，讲会由光

机电学院副院长曾松伟主持。教务处和质控中心相关人员、学院骨干教师 30 余人参加了集中培训，部分其

他拟开展专业认证学院的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教学骨干及教学管理人员以线上分散方式参加了讲会。

（光机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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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期求真讲会暨教师教学竞赛工作坊

第一期首次辅导圆满举行

11 月 28 日下午，学校以线上方式举办第 22 期求真讲会暨教师教学竞赛工作坊第一期首次辅导。教发

中心邀请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原教务部部长楼程富教授和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浙

江树人学院楼旦丰副教授，分别以《一流课程建设与课堂教学创新》《创新大赛视角下的课程教学创新》

为题，为我校教师做专题报告。

楼程富教授从一流课程是教学创新基础谈起，结合重要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向老师们展示了多个

优秀案例，传递了一个重要理念：良好的教学创新需要科学合理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作为支撑。楼旦丰

副教授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她申报一流课程和参加教学竞赛的感悟。楼老师围绕创新大赛的评分标准，

详细剖析了如何准备教学实录视频，如何撰写创新报告，如何做好创新设计汇报，如何在教学设计中体现

课程思政等关键环节和内容。

本次活动是为了帮助我校教师更好准备第三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引导高校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实现

以赛促教、课赛融通。前期报名参加教师教学竞赛工作坊和感兴趣的 130 余名教师在线上参加了此次活动。

（教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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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平台应用培训圆满举行

11 月 18 日下午，校教发中心举办了信息化教学平台应用培训，2022 年度助讲培养的百余名青年教师

和超星平台使用教师参加本会议。

超星公司培训师黄本华以《基于超星平台的信息化教学与课程建设》为题对泛雅平台操作进行详细说

明。我校化材学院史林芳和马院丁峰两位老师结合自身课程的特点和实际使用经验，和在场老师进行了交

流和分享。

互联网时代对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希望通过举办系列的信息化

教学培训能够帮助老师扭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个牛鼻子，充分发挥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网络资源开展课

堂教学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

（教发中心）

2021 年度第二批青年教师助讲培养考核工作顺利结束

10 月 26 日，学校对 2021 年度第二批助讲培养青年教师开展考核。由学校教学督导、学院（部）领导

和教师代表组成 2 个专家组，分别进行现场考核。

20名青年教师自选课程章节进行了15分钟的试

讲，指导老师结合试讲表现、培养期间取得成绩进

行了点评；随后每位青年教师结合试讲表现、培养

期感悟进行了教学反思。专家组对助讲教师的试讲

情况进行了详细点评，从课前准备、课程内容、师

生互动、教姿教态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建议。经专家

组最终评议，4名青年教师考核结果为优秀。

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从 2014 年实施至今，已

帮助数百名青年教师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学

到了适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和课堂管理策略，也厚植

了爱生乐教的情怀。教发中心将进一步优化培养体

系，建立跟踪机制，促进青年教师尽快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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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思想过硬、业务精良，具有团队精神的教育教学能手，造就一支勇立潮头、敬业爱生、拼搏奉献、开

拓创新的青年教师队伍。

（教发中心）

文法学院教师获 2022 年浙江省外语课程思政

优秀教学案例比赛特等奖

9月30日, 由高教社举办的2022年浙江省外语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征集与交流活动第二阶段线下活

动在杭州举行。教师张煜，金磊为代表的教学团队喜获大学英语组特等奖。

来自省内杭州、宁波、绍兴等

地高校的 16 支教师代表队参与角

逐，参赛团队由张煜、金磊、陈声

威、王洁，杨昇五位教师组成。该

团队从上学期报名开始积极准备参

赛，利用暑假集体研讨设计方案。

张煜老师的教学设计借助从古到今

的志愿者主题思想，在英语的听说

读写四个环节开展教学活动，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全面的知识结构和清晰流畅的表达，表现张弛有度，

给评委专家和观摩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自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的我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专家对比赛做了精彩点评和总结，张煜

老师团队将在 11 月份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文法学院）

文法学院举办 2022 年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11 月 15 日，文法学院在教学主楼 515 举办 2022 年度教

师教学创新大赛。

各参赛教师精心准备，立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深挖课堂教学的痛点和难点，从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

法创新、信息技术运用、教学环境创设及教学评价多元化等

方面对课程进行了系统设计与创新，以 PPT 的方式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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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钟的教学设计创新汇报，充分展示了我院教师在一线教学中的实践成效和创新点。提问交流环节，专

家评委从教学理念与目标、教学改革、教学过程与方法、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等方面对教师汇报的内容进

行了点评和评分，并给予了建设性建议。

本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学院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2 名。按照综合评分，推荐 4

名老师参加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文法学院）

园林学院举办 2022 年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为更进一步提升我院教师教学创新能力，促进教师教学方法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青年教师的成

长搭建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2022 年 12 月 3 日，园林学院举办了 2022 年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教

学副院长徐丽华、学科专业负责人、专业负责人担任评委，共有 11 名教师参加比赛，涉及新工科、新农科、

新文科等 3 个组别。

各位教师从教学设计、课堂创新、15 分钟课

堂教学来讲述所授课程，教学设计合理，课堂教

学内容生动、语言风趣、教学特色明显，教学反

思思路清晰，观点明确。经过评委最终评审，评

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4 名。

学院推选白鸥、李胜、唐慧超、杨丽媛四位老

师分别参加新文科、思政课程、新工科、新农科等组别的校级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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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动医学院举办本科教学质量提升月暨优师公开课活动

为持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发挥教学团队传、帮、带作用，促进教师间的经验交流与共同成长，

动科动医学院于 10 月上旬以来成功举办本科教学质量提升月暨优师公开课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学院杨仙玉教授、王晓杜教授、

杨永春副教授分别公开讲授《动物生物化学》、

《兽医免疫学》、《动物流行病学》相关课程内

容，并给青年教师们传授了备课、授课和课后指

导等环节中的注意事项与任务要点。学院青年教

师共 90 余人次全程参加了活动月相关内容。

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学院教师的教研水平，提

升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与业务能力。接下来，学

院将以本科教学质量提升月为契机，以名师为引领，以课程育人为主线，形成热爱教学、勤于思考的浓厚

教研氛围，不断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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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大学写作》课程座谈会

为推进学校《大学写作》课程持续高质量建设，

11 月 10 日，学校召开《大学写作》课程座谈会。

副校长沈月琴参加会议并对《大学写作》课程的持

续建设作具体指导。教务处、文法学院、经管学院、

文法学院、集贤学院相关负责人，校教学督导、大

学写作任课教师代表参加。

沈月琴指出《大学写作》课程起步早、站点高，

课程建设取得较好成效，学生认可度高，美誉度不

断提升，总体效果不错。对课程建设提出要求，一

是不忘初心，持续改进，行稳致远。要坚守说理性

写作的目标定位，紧紧围绕批判性思维和精准表达

展开教学；二是质量优先，循序渐进。坚持规模服

从质量，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实现

专业的全覆盖；三是强化团队建设，提高教学的组

织化。强化团队的教研活动，要加强师师、师生交

流，通过集体备课、一对一面批等方式贯彻教学目

标，提升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坚持专兼职结合的办

法，加强已有教师培训，提高新进教师准入门槛，

加强教学研讨和考核监督；四是理顺运营保障机制。

落实好大学写作中心运营的专项经费，充分利用好

现有空间，营造良好的教研氛围。

会上，《大学写作》课程团队负责人以《深化

改革促发展，持续发力保领先》为题，从取得成果、

存在问题、具体举措等方面作了汇报。任课教师代

表交流了教学体会和面临困惑；经管学院和集贤学

院分别就课程教学效果调查结果、学生座谈会情况

等作了发言；校教学督导就听课情况作出分析。

教务处从课程建设、教学研究、经费保障等方

面作工作部署。文法学院党政班子就学院如何服务

和建设好《大学写作》课程作了发言。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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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召开座谈会

12 月 1 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在国

家工程中心206会议室召开专业发展座谈会。

院长孙庆丰、院党委书记谢志新出席会议，

高分子专业全体教师参加座谈会。

会上，孙庆丰对专业未来人才引培、育

人基地建设、教学科研、学科竞赛等方面提

出了要求。他说，要勇于攻坚克难，改变思

维，把外在压力转化为内在挑战，主动作为；

要加快推进工程专业认证，促进产学研合作，

争取有标志性成果突破。谢志新希望青年教师站高看远，做有理想信念的优秀人才；确立组织目标，一步

一个脚印推进；专业、支部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小组建成凝聚共识、提升思想的富

有战斗力的集体。

座谈会上，专业建设负责人戴进峰首先汇报了 2022 年度专业工作进展情况，并就 2023 年度工作做了

规划。高分子党小组组长李倩对党小组工作及党员学习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规划和展

望。在交流讨论环节，与会教师就专业发展谈了各自想法，并提出了建议。

（化材学院）

经管学院召开教学工作研讨会

11 月 30 日下午，我院在实验大楼 310 会议室召开

经济管理学院教学工作研讨会，专题研讨学院优化教学

任务安排及教学业绩考核等相关事宜。学院院长、分管

教学副院长、副书记、各学科专业负责人、专业负责人

参加会议。

院长吴伟光说，本次会议是为了适应学校从教学型

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共谋学院教育教学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一次研讨。他说，教学任务安排指导意见和教学

业绩考核办法是学院重要的教学管理制度，对于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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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工作实践具有直接导向作用，也是学院教学质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分管本科教学副院长介绍

了学院出台优化教学任务安排指导意见及修订教学业绩考核办法的背景以及初心，并对各项指标进行了解

读。与会老师围绕教学任务安排指导意见及修订教学业绩考核办法两个文本，结合学科专业实际进行了深

入细致讨论交流。

会议还就学院学科竞赛、课程组建设、实践教学建设等进行了讨论交流。

（经管学院）

倾听心声，为学生助航—中期教学工作师生座谈会

为加强对农学专业本

科教学运行的管理，增进

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深

入了解作物学科教师整体

教学情况，11 月 2 日下午，

作物学科召开本学期中期

教学工作师生座谈会，出

席本次会议的有校督导潘程远老师、农学专业负责人、智慧农业专业负责人、教学秘书和学生代表。

此次座谈会主要针对这学期上的《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等三门主要的专业基础

必修课进行座谈交流。学生代表结合自身感受积极发言，气氛热烈，对任课老师的授课方式方法、课程设

置及讲授的形式等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潘程远老师对学生的意见做了总结，并耐心的解答。肯定了

学生们所提出的讲解内容重点需要突出、课堂提问增加、课堂纪律需要加强等良好建议。

农学专业负责人李飞飞表示，感谢同学们谈出了自己在学习中的真实感受和对教学的良好建议，并表

示学科将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和授课教师进行沟通，督促整改，提高教学质量。

本次师生座谈会是学科教学质量监控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有效发挥了学科教学质量管理的重要作用，

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院和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

（现代农学院）

学校开展本科优质课程（课堂）评估及认定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推进一流课程（课堂）建设，不断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课堂

教学效果。根据《浙江农林大学本科优质课程（课堂）评估办法（试行）》（浙农林大﹝2019﹞24 号），

经教师自主申报、学院审核推荐、教师汇报、学校评审，20 门课程被评为学校本科优质课程（课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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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A 档（排名前 10%）10 门，B档（排名前 10-20%）10 门，有效期为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至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现将评估结果予以公布（见附件 1）。

根据《浙江农林大学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修订）》（浙农林大﹝2018﹞206 号）文件，荣誉课程（集

贤学院认定课程）和使用在线开放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课程（不含网络在线课程）经个人申请、学院审核、

学校审批，102 门课程被认定为学校本科优质课程（课堂），有效期为一年（详见附件 2、附件 3）。

附件 1.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优质课程（课堂）评估结果名单

序号 学院 教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档次

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王 进 C4804012 概率论 A

2 经济管理学院 李文川 C2904001 管理学原理 A A

3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郑 榕 C500101201 大学英语 BIII(英语报刊选读） A

4 茶学与茶文化学院 钟 斐 C4004032 《基础茶艺 A》 A

5 光机电工程学院 胡潇毅 C1702001 理论力学 A A

6 经济管理学院 朱 臻 C2602046 现代林业经济学 A

7 体育军训部 李光峰 C5601044 大自然中的体育——山地户外运动 A

8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况 燚 C4702068 有机化学 I A

9 食品与健康学院（现代粮食产业学院） 王 超 E0417001 红楼美食与养生文化 A

10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叶彩儿 C4601001 高等数学 AI A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翠明 C3401042 思想道德与法治 B

12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周庆玲 E5022082 日语Ⅱ B

13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郑辛煜 C3502078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A B

14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雷 蕾 C0604043 兽医药理学 B

15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陈秀平 C48030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B

16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吴 云 E2321010 当代建筑思潮与流派 B

17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谭 艳 C4601003 高等数学 BI B

18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董 晨 E3522236 空间信息学 B

19 环境与资源学院 陈玉玲 C1303003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B

20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魏艳辉 C4601005 高等数学 C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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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农林大学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荣誉课程（课堂）认定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代码 授课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1 茶学与茶文化学院 C4006072 世界文明史（H） 周新华

2 光机电工程学院 C4906024 大学物理 AⅡ（H） 陈均朗

3 光机电工程学院 C1603001 工程图学（H） 钱孟波,王 茜

4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C4706089 无机及分析化学 A（H） 郭 明

5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C4706090 无机及分析化学 B（H） 白丽群

6 集贤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C5701068 大学写作 I（H） 严晓驰

7 集贤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C5701068 大学写作 I（H） 周新华

8 集贤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C5701068 大学写作 I（H） 彭庭松

9 集贤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C5701069 新生研讨课（H） 孙伟圣

10 集贤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C5701069 新生研讨课（H） 朱祝军

11 集贤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C5701069 新生研讨课（H） 吴伟光

12 经济管理学院 C2606054 《资本论》选读（H） 刘传磊

13 经济管理学院 C2903122 管理学（H） 张国庆

14 经济管理学院 C2603056 宏观经济学 A（H） 续竞秦

15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C1103022 基础生物化学（H） 王俊刚

16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C1103021 生理学（H） 左照江,牛冬

17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C1103054 遗传学（H） 杨琪,段星,胡现铬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C340104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H） 谭娟晖

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C3401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H） 宫 瑜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C3401043 思想道德与法治（H） 陈佳琳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C3401036 形势与政策 I（H） 课程组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C3401038 形势与政策 III（H） 课程组

23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3803220 C语言程序设计（H） 易晓梅

24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480604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H） 陈秀平

25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480604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H） 黄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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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课程代码 授课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26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480604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H） 张洪涛,王慧

27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4606050 高等数学 AⅠ（H） 严 平

28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4606051 高等数学 BⅠ（H） 叶彩儿

2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4606052 高等数学 CⅠ（H） 严 平

30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3801225 计算思维与数据科学（H） 刘洪久

31 体育军训部 C5601050 大学体育Ⅰ-基础身体素质（H） 鲁春娟

32 体育军训部 C5601050 大学体育Ⅰ-基础身体素质（H） 张振颖

33 体育军训部 C5601050 大学体育Ⅰ-基础身体素质（H） 贺 飞

34 体育军训部 C5601052 大学体育 III-体育选项（H） 贺 飞

35 体育军训部 C5601052 大学体育 III-体育选项（H） 鲁春娟

36 体育军训部 C5601052 大学体育 III-体育选项（H） 张振颖

37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C4506074 国学经典选读（H） 唐爱霞

38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C3106090 逻辑与思维（H） 马永双

39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C5001030 通用学术英语Ⅰ（H） 陈旭英

40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C5001032 通用学术英语 III（H） 陈声威

41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C5001032 通用学术英语 III（H） 朱晓婷

附件 3.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优质课程（课堂）认定名单

序号 学院 认定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主讲教师 认定课程类别

1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发酵工程 A C0902002 林海萍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
下）

2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国竹文化 E0716001 任敬军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线下混合式）

3 现代农学院 作物育种学（总论） C0102005 刘宏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4 现代农学院 农业生态学 C E0121021 崔 鹏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5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微生物学 C C0904024 张心齐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6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微生物学 C0904043 张 昕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7 环境与资源学院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 C1304006 徐文兵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8 环境与资源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 F E1321094 汤孟平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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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认定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主讲教师 认定课程类别

9 环境与资源学院 测树学 B E1321035 王懿祥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10 环境与资源学院 森林资源测量和计测学 E1321090 王懿祥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11 环境与资源学院 微生物故事汇 E1516003 虞方伯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12 环境与资源学院 气候变化与林业碳汇 C1002049 徐 林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13 环境与资源学院 气候变化与林业碳汇 C1002049 周国模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14 化学与材料工程 无机及分析化学 C4703001 王宇轩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15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工程 I C2002047 洪 泉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16 经济管理学院 农产品电子商务 A E3022032 高晓玮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17 经济管理学院 中级财务会计Ⅰ C2802043 杨丽霞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18 经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概论 B E3022011 杨雪雁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19 经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概论 B E3022011 汪燕青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20 经济管理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分析与实践 B E3023057 杨雪雁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21 经济管理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分析与实践 B E3023057 孙 艳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22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方法 E3522007 李文川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23 经济管理学院 领导力培养 E2921132 许 一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24 经济管理学院 创业管理学 E5716007 曹长省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25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学原理 A C2904001 洪 琳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26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C2704002 管福泉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27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E2722147 管福泉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28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A C2702033 蒋琴儿
省级国际化一流本科课程
（线下）

29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
院 兽医外科手术学 E0621048 邵春艳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30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
院 动物育种学（双语） C0502008 汪 涵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31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
院 兽医微生物学（双语） C0604041 宋厚辉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32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
院 动物流行病学 E0621014 杨永春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C3401041 颜晓红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C3401041 吴广瑞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C3401044 钟宇海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社会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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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认定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主讲教师 认定课程类别

36 艺术设计学院 手机摄影艺术 A E3917011 沈治国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37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C3803229 易晓梅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38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思维与数据科学 C3801223 尹建新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3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高等数学 AI C4601001 丁素芬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40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高等代数 I C4603013 曹顺娟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4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线性代数 A C4603007 刘小林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4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值分析 E4621032 张 景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43 光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文化 E1717001 赵 超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44 光机电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 A实验 C4903003 倪涌舟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45 光机电工程学院 大学物理 A实验 C4903003 徐一清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46 光机电工程学院 工程制图 A C1702002 张培培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47 光机电工程学院 高频电子线路 C3602002 郑 军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48 光机电工程学院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BI E3622019 章 云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49 食品与健康学院（现代粮
食产业学院）

药用花卉赏析 E1222012 白 岩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50 食品与健康学院（现代粮
食产业学院）

药用花卉赏析 E1217002 白 岩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

51 食品与健康学院（现代粮
食产业学院）

酿造工艺学 B E0422030 王 超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52 园艺科学学院 设施园艺学 A C0202054 杨 静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53 园艺科学学院 观赏树木学 A C0202033 陈 雯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54 园艺科学学院 观赏树木学 B E0221034 陈 雯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55 体育军训部
大学体育（大自然中的体育—
—山地户外运动）

14000060 周红伟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56 体育军训部
大学体育（大自然中的体育—
—山地户外运动）

14000060 朱士玉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
下混合式）

57 体育军训部 大学体育（足球） 14000018 邱海枝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58 体育军训部 大学体育（足球） 14000018 路 诣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

59 化学与材料工程 有机化学 B C4703006 李 洁 省级及以上课程平台

60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国际私法 A E3121068 何 菲 省级及以上课程平台

61 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 BIII(英语报刊选
读）

C500101201 陈艳君 省级及以上课程平台

（质控中心）


	沈月琴出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动员会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接受中国工程教育认证专家组线上考查
	光机电学院召开专业认证培训会
	华中师范大学佘能芳教授做客第20期求真讲会
	北京交通大学谈振辉教授做客第21期求真讲会
	第22期求真讲会暨教师教学竞赛工作坊第一期首次辅导圆满举行
	信息化教学平台应用培训圆满举行
	2021年度第二批青年教师助讲培养考核工作顺利结束
	文法学院教师获2022年浙江省外语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比赛特等奖
	文法学院举办2022年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园林学院举办2022年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动科动医学院举办本科教学质量提升月暨优师公开课活动
	学校召开《大学写作》课程座谈会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召开座谈会
	经管学院召开教学工作研讨会
	倾听心声，为学生助航—中期教学工作师生座谈会
	学校开展本科优质课程（课堂）评估及认定工作
	简报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