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高函〔2019〕30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示 2019 年山西省

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获奖成果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院校、独立学院：

根据《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奖励实施办法（试

行）》（晋教师〔2017〕2 号）和《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晋教师〔2019〕16

号）要求，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委员会根据专

家评审结果，审议确定了获奖成果名单，现将获奖成果名单予

以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的教学成果权属、实践时间与实践

单位等持有异议，须以书面形式（包括必要的证明材料），在

公示时间内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单位提出的异议，须在

异议材料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写明联系人姓名、通讯地址和

电话；个人提出的异议，须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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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人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和电话。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提

出异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保密，并组织调查、核实，将异议核

实和处理情况提交评审委员会裁定。联系人：刘亚男、陈 伟，

联系电话：0351—3046828。

附件：2019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获奖成果

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

2019 年 10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2019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特等奖（30项）

序号 成果完成单位 成果名称 完成人

1

山西大学

对接煤电产业需求的四位一体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程芳琴、王 琦、田俊梅、李东雄、郝艳红、曹丽琼

2
知识、实践、创新、审美：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课程群“四元结构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邢 媛、李 隽、刘 烨、管晓刚

3 以培养化学核心素养为中心的化学实践课程体系改革 郝俊生、张 越、于海英、阴彩霞、郭 炜

4
科学研究如何反哺本科人才培养——哲学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

探索与实践
孙 岩、陈敬坤、王航赞、宁俊伟、周 斌

5 地方高校优势学科引领下基础科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马 杰、宿星亮、李 鹏、熊立婷、刘文权

6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五创+”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下的本科人才培养实践
李 明、高 航、张 琤、李卫国、赵 慧、孙桓五、王 涛、

韩振华

7 面向“新工科”卓越人才培养的“三合”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吴玉程、宋 燕、邵沁妍、郝根彦、程永强、丁 娟、张 勇、

王志勇

8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群教学改革研究 李鸿燕、张雪英、郝润芳、萧英喆、贾海蓉

9
“新工科”背景下地质类专业国际化课程建设及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
李彦荣、白晓红、霍俊杰、刘 萍、王 蓉、韩鹏举、李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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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矿井提运排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开发与研究 寇子明、吴 娟、李军霞、高贵军、杨丽凤

11 研究生生源质量工程的设计与实践
树学峰、李 钢、贾占林、高利岩、冯军鹏、姚美琴、姚

晓红

12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及应用实践 王时英、李文辉、丁艳红、张 杰、姚新改

13 国家虚拟仿真“金课”引领下产-学-研多维融合化工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王俊文、张 玮、申 峻、程永强、董晋湘

14 地矿类专业岩石力学课综合改革与提高教学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冯国瑞、吕义清、刘东娜、王朋飞、李 斌

15 山西农业大学 农科院校植物学精品课程特色化建设与实践 梁建萍、杨珍平、乔永刚、申少斐、王卫峰

16

山西医科大学

基于信息技术融合的医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贺培凤、于 琦、张 亮、骞宪忠、晋晓强、郑金平、袁

永旭、何小峰、吕艳华、邰杨芳

17 卓越公共卫生医师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王 彤、张岩波、张文平、姬成伟、余红梅、雷立健、覃 凯、

刘继斌

18

山西师范大学

提升教育专业研究生课程与教学素养的行动研究 杨 晓、卫建国、张旭如、刘 岗、杨红萍、逯 慧

1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研究型教学改革与实

践研究
赵跃先、潘新喆、王晓荣、杨 源、胡志远

20 山西财经大学 《审计学》研究性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吴秋生、上官泽明、范文萍、李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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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级财务会计》moocs 建设与混合式教学探索与实践 杨瑞平、王晓亮、李 荔、黄 义、药 茜

22

中北大学

双创意识、知识、素养、能力“四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的中北实践 曾建潮、高春强、赵正杰、屈腊琴、姬文芳

23 国防特色院校“四位一体”国防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尹建平、蔺玄晋、王志军、薛实军、张海明、周 毅、曹

红松

24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实践锤炼”-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与

实践
苗鸿宾、乔峰丽、梅 瑛、薄瑞峰、孙虎儿

25 深度融合创新创业教育的仪器类人才培养模式 刘 俊、曾建潮、刘文怡、郝晓剑、石云波

26

太原科技大学

基于 SPOC 线上线下融合互补的创新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王希云、孙 宝、申理精、王欣洁、张新鸿

27
特色引领、科教融合、多元协同构建新工科机械类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与应

用实践

马立峰、马丽楠、朱艳春、马文娟、张鹏翀、宋建军、张

志鸿、李宏娟、薛爱文、岳一领

28 融合信息技术，创建“兴趣导向，能力供给”课堂教学新范式 何秋生、赵志诚、刘 彬、李 虹、郭 锐

29 山西大同大学
实施“一院一品”深化产教融合 地方高校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改革与

实践

冯 锋、赵建国、王润梅、宁掌玄、赵慧勤、武 熙、李

珍梅、于有荣、卢玉和

30 晋中学院 传统文化进课堂--“非遗”系列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李山岗、王 燕、赵云海、刘慧玲、闫 慧、常晓菲、钱

永平、白春香、刘小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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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一等奖（66 项）

序号 成果完成单位 成果名称 完成人

1

山西大学

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以哲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为视角 陈敬坤、郭剑波、薛良喜、傅星源

2 语法立体教学与创新能力培育研究 史秀菊、白静茹、白 云、李小萍、赵巧玲

3 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 李志坚、李保春、张丽红、师玉军

4
多层次全辐射提升本科生逻辑思维能力——逻辑学课程改革的探

索与实践
郭建萍、王航赞、谷成城、王碧红、管晓刚

5
构建“四位一体”教学服务体系，培养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创新

人才
吕国英、曹付元、高嘉伟、郭 威、门昌骞

6 基于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电力系统分析课程体系研究 赵兴勇、张海荣、阎晓霞、张学军、段志芳

7 中国哲学经典类课程“虚拟书院”教辅平台构建研究 李细成、赵继明、宁俊伟、陈清春、王玉彬

8 基于数模竞赛，深化本科教育，回归大学之道的探索与实践 李顺勇、靳 祯、刘桂荣、翟成波、曹学飞

9

太原理工大学

面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智能控制”精品课程群的建设 李国勇、程永强、阎高伟、任密蜂、杨丽娟

10
“双一流”地方高校基于多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数学课程改革与

实践
张建文、王旦霞、张海峰、侯红卫、魏毅强

11
地方高校机械类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体系构建与创新实践平台建

设
任家骏、李 峰、常艳红、郭 策、秦晓峰、李秀红、杨 琨

12 注塑成型机电液控制系统及工艺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 权 龙、宋桂珍、姚爱英、李月仙、付俊宇

13 多媒介、多模态、多维互动的大学外语课程教学新范式 段荣娟、刘亚敏、杨晓笛、祁 瑶、张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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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面向“双一流”建设的研究生英语教学创新研究与实践 刘 兵、王奕凯、徐野威、张 军、颜 斌

15 学科攀升与研教融合培养机械电子工程创新型高端人才的实践 熊晓燕、权 龙、黄庆学、任家骏、武 兵

16
激发学术志趣培养创新人才----材料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及

实践
王晓敏、吴玉程、章海霞、邓坤坤、许美贤

17 MOOC 教学背景下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112”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杨玲珍、刘红利、郝玉英、杨毅彪、张明江

18 土木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刘元珍、段鹏飞、张 瑞、李立军、焦晋峰

19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安全工程专业“卓越计划”培养体系研

究与实践
赵耀江、王 毅、杨艳国、李治刚、王雪峰、郝朝瑜、刘赫男

20 机械专业“卓越计划”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 王义亮、丁 华、常宗旭、王淑平、暴庆保

21 基于优秀文化传承工科院校传统体育健身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张和平、何素艳、李光全、张元河、郭俊安

22

山西农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冯翠萍、云少君、常明昌、王晓闻、朱俊玲、刘志宗

23
低成本强化实践性 三互动提升获得感——高校思政课 3+2课堂教

学模式实践
王冬冬、赵跃先、姚 琳、白亚锋、王 蕊、荆玉杰

24
以计算思维为导向、应用能力提升为目标的农业院校计算机基础

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李菊霞、燕红文、黄锋华、车秀梅、李利锋

25

山西医科大学

PBL 与 SSP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提高临床实践能力的教学改革探

索
韩清华、史宏涛、刘达瑾、段丽琴、靳春荣、郭晓晶

26 医教协同下护理专业案例资源库的建立与实践
金瑞华、淮盼盼、康凤英、袁丽荣、宋秋香、柳 彦、马丽和、

丁永霞

27 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胜任力培养相关体系的构建 李 冰、武秀萍、罗晓晋、冯云霞、李丽华

28 山西师范大学 基于标准：生物教师教育课程多样化教学方式的实践探索 张荣华、张海珠、吕亚萍、姜晋国、吉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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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以平行授课机制为突破口的高师课程教学与评价体系改革与实践
张进军、程留永、潘俊星、崔 艳、李俊生、侯俊华、任引哲、

张彩云、张清泉

30 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 贾绘泽、赵秀芳、黄雪丽、赵笑蕾、胡春林

31 高师院校教师教育改革质量评估与监控体系建设 闫建璋、范哲锋、任艳艳、何喜均、李跃飞

32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动物学阶段化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阴 环、芦荣胜、高瑞如、杨 纯、贾俊丽

33

山西财经大学

社会责任引领会计专业基础课 “二二四二”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王玉兰、李端生、许 燕、张海燕、孙妍玲

34 十五年体育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与实践 高 进、李健康、王 雁、杨升平、王树宏

35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财经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尚成国、张国瑜、陈亚丽、肖 宁、常利伟

36 立体化 uooc《微积分》的建设与实践 刘振洁、王 荣、冯海星、关汉奎、王 林

37

中北大学

基于“校企联合”的大学生工程应用能力提升与实践 赵捍东、魏志芳、张树霞、张会锁、胡瑞萍

38
兴趣驱动、平台交互和工程实践一体化的车辆工程创新人才培养

研究与实践
董小瑞、尉庆国、张 翼、韩文艳、杨世文、仝志辉

39
重创新要素，强全链培养，地方高校工科类专业学生多元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郝晓剑、孟立凡、张晓华、刘文怡、刘 俊、秦 丽、石云波、

刘文耀、梁 庭、甄国涌

40

太原科技大学

基于项目任务驱动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郭银章、张国晨、王 晓、荀亚玲、刘爱琴

41 基于学科竞赛的大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 陈慧琴、王荣峰、郑建军、安红萍、帅美荣、郑晓华、刘光明

42 新工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探索与实践 晋民杰、韩智强、杨春霞、范 英、贾志绚

43 中外合作办学视域下学术英语课程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董 艳、刘晓虹、郭智勇、郭 霞、雷海燕

44 卓越焊接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吴志生、赵 菲、李 科、李 岩、刘翠荣

45 地方高校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构建与实 赵志诚、邵雪卷、张井岗、孙志毅、谢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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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46

长治医学院

基于“三空间体系”深度融合构建医学免疫学“自助式”人才培

养模式的研究
王金胜、庞 慧、李水仙、刘明社、李 莉

47
移动互联网 多向协作 育人为本——“三三三”混合式高校课堂

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贺艳斌、王金胜、高 慧、杨金香、许学华、李银涛、李俊

波

48 山西中医药大学
基于《各家针灸学说》课程教学方式改革的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研

究
田岳凤、李 玮、翟春涛、李 娟、乔云英

49

山西大同大学

地方高校煤炭主体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五位一体”教学模式改

革与实践
徐青云、李永明、鲁 杰、张 磊、耿 铭

50 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突破口 提高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的实践探索 李春燕、苏 鹏、郝春涛、黄淑珍、葛福鸿

51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文物保护技术专业“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的

构建与实施
孙 瑜、李珍梅、闫宏彬、富中华、康敬亭

52 口述史方法在中国现当代史教学中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李珍梅、李美荣、周永军、何建国、吴彦芳

53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在中国民族音乐课程中的实践与

探索
韩晓莉、谈大为、陈 楠、赵 怡

54
新时代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以太原师范学院 30年实

践为例
王尚义、阎元红、张志刚

55 基于慕课和翻转课堂的化学教育类微课建设与应用研究 李鹏鸽、左 玉、赵祁红、张虹利、李好样

56 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的行动研究
王卫平、史克学、刘 峰、刘刚喜、韩龙淑、李荣荣、张媛媛、

李叶彤

57

忻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全程实践育人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罗小兰、胡志军、郝耀军、任丽婵、王静等

58 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地方高校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曹建芳、郝耀军、陈立潮、贺国平、毕玉璋

59 CDIO+IAI 模式下通信电子线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爱珍、任国凤、田竹梅、李海霞、巩玲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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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晋中学院 数学建模融入高等代数教学实践及推动数学教学改革 梁建秀、张国志、李志秀、杨高才

61 长治学院 地方本科院校生物科学专业动物学课程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 白海艳、史宝忠、铁 军、袁爽爽、李 莉

62 太原工业学院 构建“五位一体”能力导向的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吴跃焕、李 鑫、赵建义、赵永强、左义海

63
山西传媒学院

基于地方和行业需求，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型影视制作人才培养

的研究与实践
魏晓军、夏东锋、温建梅、隋津云、王乐文

64 演播室新闻摄像技术虚拟实验教学项目 郭卫东、鄢 睿、滑 翔、刘朝霞、温建文、王晨辉

65 山西工商学院 “大商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牛三平、王臻荣、魏 星、张 遂、张 帅

66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

学院

“全方位育、全时空教、全过程评”——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教学

新范式的实践
梁志剑、吴其洲、井 超、靳雁霞、杨喜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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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二等奖（80 项）

序

号
成果完成单位 成果名称 完成人

1

山西大学

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创新研究 马维强、邓宏琴、郭永平、曾 伟、李 垚

2 综合性大学药学研究生学科交叉能力培养模式探索 秦雪梅、高晓霞、闫 艳、李震宇、张建琴

3 物理学科教融合培养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王 申、刘宇峰、秦成兵、周海涛

4 高校舞蹈编导专业人才综合素质能力的培育模式研究 赵 星、王力蓉、姚宝瑄、贾 迪、张 翔

5

太原理工大学

一流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持续改进的动力机制研究与实践 郝雪玲、樊 荣、孙桓五、李 杉、张 琤

6 基于团队指导的研究生培养过程控制与质量提升探索与实践 郭育霞、冯国瑞、戚庭野、苏学贵、王俊峰

7

山西农业大学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 乔永刚、牛颜冰、李武峰、李 宏、宋 芸

8 地方农业高校文科研究生“学术素养”培养探索与推广实践 何云峰、宋兰娥、王秦俊、王宇雄、张 丽、张 霞

9
基于 CDIO 的“项目驱动、技术递进”模式的程序设计类课程教学

实践研究
贾宗维、冯灵清、刘艳红、车秀梅、刘宇晶

10 《南方果树栽培》“三加”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纪 薇、侯雷平、范秉相、李春琳、高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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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果品蔬菜贮运学》课程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亚平、王 愈、李泽珍、狄建兵、石建春

12 普通高校“阳光体育运动”长效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王文清、郝建峰、王 静、梅 婷、梁文魁

13

山西医科大学

社会工作专业“校社直通，双工联动”专业化实践教学模式探究与

应用

李薛嘉、姚尚满、王志中、王 丽、李建霞、刘 霞、张美玉、

马 威、张媛媛

14 基于社会需求的环境卫生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梁瑞峰、张志红、杨守林、白剑英、张红梅

15 基于中药鉴定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构建 白云娥、高建平、葛 睿、吉姣姣、陈 乐

16 三维医学实验动物学创新性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宋国华、陈朝阳、高继萍、庞文彪、王春芳

17 基于岗位胜任力需求导向的全科医生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韩 颖、郑建中、覃 凯、刘 楠、孟彩霞、李 燕、王 晶、

姬建鑫

18 线下机能实验考核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郭建红、刘 福、杨艳萍、刘清华、焦向英

19

山西师范大学

搭建信息化教研平台探索创新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模式 李志河、王永军、赵 嵬、周娜娜

20 “互联网+”背景下《酶工程》课程多元化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梁丽琴、王文科、贾震虎、梁金燕、袁丽环

21 “互联网+”时代高校混合式学习设计研究与实践 刘景宜、孙枝莲、晋 军、刘志坚

22 “271 课堂”教学模式在高校公体健美操课中应用的实验研究 闫艾萍、刘宏超、刘 静、王 彤、刘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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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地联合，研教统一”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朱晓民、许大峰、王承吉、范晓东

24

山西财经大学

《资本论》教学改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李玲娥、郭海霞、康旭华

25 工商管理特色专业建设目标下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梅 莉、张晓霞、薛继东、宋瑞卿、王玉娟

26
“体系+专题”：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化教学模式的改革与

创新
王素萍、白琦瑞、张 晓、顾昭明、谢永栋

27 《生态旅游学》课程研究型教学模式研究 程占红、牛莉芹、高 楠、高 颖、梁紫燕

28

中北大学

产学研深度融合面向数字化工厂的进阶式工控实验平台构建与实

践

李 晓、赵俊梅、刘长明、李传大、高丽珍、李世伟、杨志勇、

李旭妍

29 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赵公民、武勇杰、焦建美、吕 微、刘俊生

30 以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为突破口，教师全方位发展中北实践 吴淑琴、董 兵、张素华、王 慧

31 利用教学咨询与学生反馈，推动课堂革命的探索与实践 李迎春、李 洁、王文生、付一政、王志云

32
依托优势平台基地团队构建研究生创新能力多方位培养的探索与

实践
刘亚青、周少锋、赵 斌、张丛筠、杜瑞奎、赵贵哲

33
多级管理体制下强化顶层设计的电子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

实践
刘文怡、高艳阳、王红亮、曹慧亮、高宏图

34 太原科技大学
“全人一体化”人才培养目标下的市场营销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与实践
郭玉冰、刘 瑛、常 洁、冯 霞、田新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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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环境科学特色专业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钱天伟、丁庆伟、刘晓娜、李一菲、杨改强

36
以核心课程群建设提升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

与实践
薛永兵、刘振明、张翠英、赵凤琴、苏 深、王迎春

37 以“算法与数据结构”为示例的计算机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研究
张荣国、杨海峰、胡 静、时振涛、李富萍、张素兰、李晓明、

王俊艳、张国有

38 大学生责任素质培养体系的建设与实践 刘传俊、吴世泽、王 峰、李 虹、王 丽

39

长治医学院

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以循证医学为载体，提升医学生核心能力的教学

模式构建
平卫伟、郑建中、郭崇政、曹文君、杨建洲

40 以能力提升为目标的阶梯式医学微生物学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陈云霞、王金胜、张雄鹰、程红兵、崔国艳

41 医学院校音乐治疗专业建设的研究 张丽芳、宋晓亮、栗红河、吴飞飞

42

山西中医药大学

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认知、实验、探索” 一体化的物理化学

教学体系
王颖莉、任 蕾、张朔生、白 莉、任 婧

43 研究生招生考试题库与智能命题系统建设 郝慧琴、李明磊、邵 晨、杨 婕

44 专业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研究 吉广庆、苏果云、王 鑫、陈淑娟、王 萍

45 “结构引导教学法”在有机化学课程教学中的创新与实践 张淑蓉、刘晓芳、郭爱玲、王 堃、杨丽霞

46 山西大同大学 多元混合教学模式在地方院校计算机类课程的实践探索 刘立云、葛福鸿、高晓晶、王永花、张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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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软件开发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王秀慧、张丽萍、王永花、闫晓艳、张成功

48 翻转课堂联合 CBL 教学法在地方高校妇儿科课程的实践研究 朱壮彦、郭春红、富晓敏、常 青、畅学艳

49
文化引领、多元协同、实践创新——地方高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
赵慧勤、殷旭彪、周世菊、冯丽露、吝春妮

50 数学物理方法与电动力学课程内容的整合与教学方法的探讨 张子珍、田翠锋、马孟森、王丽华、苏新武

51

太原师范学院

汉字学与基础教育阶段的汉字教学 潘 杰、杨文文、刘丽芳、王璐瑶

52 以革命教育文化为引领的地方师范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机制研究 王先峰、张 晔、韩来庆、张惠元、甄华杰

53

忻州师范学院

摔跤挠羊赛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与弘扬
张 翔、李福林、杜彩凤、孟祥军、曲葆青

54 基于“五步循环”翻转课堂的思政课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王引兰、徐晓琴、汤修元、代训锋、刘 欣

55 以教学实践为主导的师范生职业适应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任金花、裴 云、尹小石、王华荣、翟宇婷

56

运城学院

以工程能力培养为核心，应用型高校《自动控制原理》实践教学的

改革与实施
邵桂荣、畅福善、杨 立、杨 德、黄 晶

57 《植物生物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滕红梅、李宝平、王玲丽、崔东亚、杜 磊

58
基于“认知-实践-创新”能力递进式提升的《食品化学》教学模式

改革
孙元琳、王艳萍、李 楠、刘 瑞、马国刚



- 14 -

59 数学建模驱动的数学类专业应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 胡运红、孙国伟、买阿丽、谢瑞金、狄根虎

60

长治学院

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卓越人才培养——“英语演讲艺术”课程体

系多维创新与实践
光彩虹、郭 佳、彭剑娥、杨晚英、尚喜梅

61 应用型院校明晰式英语学习策略培训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龙晋巧、郭 佳、王文霞、靳俊杰、杨晚英

62 应用型本科院校《计算机基础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李艳玲、张剑妹、马桂芳、王文溥、杜丽美

63
基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视阈下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
刘建伟、黄学梅、袁爽爽、杨 芳、武书平

6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研究 杨晓娟、苗露露、任红霞、常 静、宋渊渊

65

太原工业学院

以企业需求为驱动、基于 OBE 的计算机专业人才能力培养探索与实

践
孔令德、郭芸俊、王 铮、傅宏智、杨慧炯

66 WPF 开发技术应用性课程改革与探索 刘晋钢、刘晋霞、李 丽、刘云萍、侯欢欢、王俊秀

67 产品开发设计课程群构建与教学创新研究 谢 玮、宋 云、袁 玲、樊 婧、高剑峰

68 岗位能力导向的视觉传达专业“平台+模块”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刘岩妍、袁 毅、宋 云、任静莉

69 吕梁学院
应用技术型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教学成果总结
王三虎、刘继华、刘兴明、白凤凤、兰 静

70 山西传媒学院 传媒院校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韩建中、韩永清、覃晓燕、任阳梅、隋超宇、田文勇、卫晓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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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融合 BIM 技术的应用型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与实践 王 芳、陈永峰、胡新萍、张志强、阎玮斌

72 山西能源学院 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研究 穆丽娟、张子英、吴凤彪、任晓霞、赵浩成、秦香果、梁芳楠

73

山西警察学院

公安院校治安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创新研究与实践 梁桂英、刘 元、张 静、杨跃杰、孟 瑶

74 信息犯罪与计算机取证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刘三满、张婷婷、郭丽蓉、刘荷花、王晓燕

75 基于大数据的情报课程教学创新实践研究 张蕾华、石 坚、张惠绒、朱吉龙、李晋毅

76 山西工商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播音主持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以高校朗诵表演

艺术团建设为例
张俊卿、李 甜、张 敏、庞韵叶、纪 军、霍晋峰

77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3+3+3”教学模式 秦晋芳、徐爱花、贾军霞、孙列梅、郭秀敏

78 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实践 杨海霞、杨继平、刘海燕、程 选、董有尔

79 应用型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郝 丽、暴丽艳、史 洁、蔡依轩

80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

学院
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新工科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李海虹、郭 宏、刘 畅、白峭峰、王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