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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师资队伍建设、青年教师培养、教学团队建设计划、教学团队已取得的成果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

分析化学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与实践，以进一步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全面发展，构建梯队合理、多元化、

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并力争建设成为政治坚定、师德高尚、创新协作、乐教善教、业务精湛的分析化学

创新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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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teach-
ing innovation team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young teacher training, future 
construction plan of teaching team, and achievements of teaching team,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build a reasonable, diversified and 
high-level teacher team. And further the analytical chemistry teaching team will be built into an 
innovative teaching team with firm politics, noble teachers’ ethics, innovative cooperation, good 
education and excellent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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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了《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的通知[1]，决定启动职业

院校，包括应用性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创新团队)建设工作。通知指出了创新教学团队

要重视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承担

教学资源库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并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2022 年 6 月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通知》[2]。通知中明确指出了要明确创新团队建设目

标任务、强化创新团队能力建设等。 
高校是以知识发展和教书育人为根本任务的学术性组织[3]，应用型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大批具有

丰富行业背景知识和较强实践创新能力，能胜任行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4] [5]。教学质量是应

用型高校的生命线，教学团队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6]。教学团队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及目标

取向，立足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为指导，以教学工作为主线，以教学名师或教

授为带头人，以课程或课程群为核心组成的教师群体。教学团队的建设和发展能够推动课程体系、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法的研究和改革，开展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建设工作，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

流[3]，有效推动教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水平，增强教师的教学凝聚力。通过构建教学团队的合

作机制，逐步在课程教师间形成团队效应，激发骨干教师的积极性，发扬中老年教师传、帮、带的作用，

加强青年教师培养，促进青年教师的快速健康成长[7] [8]。 
本文将从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与实践入手，以分析化学课程为例，论述教学创新团队

的建设路径，以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开发、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促进教师专业全面发展[9]。 

2. 教学团队建设 

1951 年我校建校之初，即为当时的冶金分析、工业分析专业开设了分析化学课程。目前，分析化学

课程已有七十多年的开课史，经历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历经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课程内容不断

完善，教学方法不断改进，教学手段不断丰富，教学资源不断充实。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教学理念的

更新和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的改变，教学团队不断加强课程内涵建设，进一步完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完善线下线上教学资源建设。并紧跟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时代的步伐，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等方面持续探索、不断更新。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分析化学教学团队目前共有教师 10 人，其中博士 7 人，高级职称 5 人，有出国访

学经历 6 人，青年教师 5 人，“双师”型教师 7 人，是一支职称、学历、年龄与学缘结构合理，具有老

中青传帮带优良传统的教学队伍。教学团队主要承担化学、应用化学、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能

源化工和制药工程六个专业以及冶金学院无机非金属材料等专业的《分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

《无机及分析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和《仪器分析实验》等课程的教学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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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工作，具有基础性强、专业门类宽、学生人数众多、受益面广的特点。教学团队将思政元素与分析

化学等课程内容进行有机融合，帮助学生树立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恪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提升

专业知识水平和拓展思政理论知识的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 
分析化学课程教学团队非常重视课堂教学改革，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推

动文化育人、实践育人、合作育人。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以促进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出版

立体化数字教材，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持续建设分析化学重庆市一流课程线上课程。改

革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使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3. 青年教师培养及进修学习 

教学团队非常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通过资深教师的“传、帮、带”、境外研修等多种形式，帮助

青年教师尽快成长，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及科研水平[5]。 

3.1. 教育教学过程培养 

每位青年教师入职后，首先参加学校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十余场教学能力培训，与此同时，院系给

每位青年教师配备一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结对帮助，全程听老教师的课程，并参与完成课程教学全部

环节，老教师积极传授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的经验，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听课、评课、总结等环节，推

进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从而促使青年教师能够在一个较高台阶上起步，近三年以来培养了五名青年博

士教师，推进了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 

3.2. 青年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对于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青年教师，鼓励教师结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及所授专业课程情况，必须有半年

以上的工程实践能力锻炼经历，团队五名青年教师利用带学生进厂实习机会和寒暑假期间到重庆市质量技

术研究院、重庆药友、重庆市药检所、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等企事业单位完成了工程实践锻炼。 

3.3. 青年教师教改科研工作培训 

教学团队将青年教师教改科研工作和教育教学实际效果结合起来，提倡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到老教师教

育科研过程之中，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鼓励青年教师尽快形成自己的科研成果，帮助团队青年

教师能够顺利开展教研教改项目申报及研究工作，目前团队中青年教师已获批校级及以上教改项目四项。 

3.4. 青年教师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青年教师积极指导大学生组队并参加“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并获得六个奖项，参

加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市政环境类创新实践能力大赛，获七十五个奖项。团队多名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学校

青年教师技能大赛、微课比赛、教学创新设计大赛等活动，并获得一等奖等奖项。 

4. 教学团队建设计划 

4.1. 教学教研与课程改革 

教学团队教学教研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创新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2) 创新教学模式；3) 推
进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坚持“以生为本”，通过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加强分析化学系列

新教材的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将最新科研成果、课程思政案例和前沿科学技术引入课程教学过程，

充分反映分析化学领域的新发展，以教改促教学。建立分析化学系列课程网络教学平台和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平台，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体系改革，持续建设市级一流课程，建设分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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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列课程和实验教学的系列数字化教材。 

4.2. 沉淀优质教学成果 

教学团队积极酝酿、厚积薄发，沉淀优质分析化学教学成果，并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依托课程培

育的教学成果，鼓励团队老师们积极参与各级各类教学技能竞赛、申报各级各类教学成果奖项，将教学

成果辐射至兄弟院系乃至其他高校。 

4.3. 教师培养与发展 

发扬中老年教师传、帮、带的作用，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建立完善团队合作机制，通过团队建设与

合作，力争五年拟培养市级和校级教学名师 1~3 人，造就一支教学名师领衔、中青年教师为中坚、教学

与科研相融通的师资队伍，力争成为市级教学团队。 

4.4. 教师教学及科研能力提升进修 

近年以来，教学团队先后有四人到国外知名大学进行访问学习，吸收国内外先进教学理念，并运用于教

学活动中。将国外主动式学习的英文课堂模式融入课堂教学，开阔视野。为实现教育的国际化、加快高等教

育与国际教育接轨奠定良好基础。团队所有教师参加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师德师风、课程思政、

新工科”等方面的培训，教师参加“一流课程”建设工作坊的学习培训等，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4.5. 加强高素质、复合型的师资队伍建设 

发挥产学研结合优势，进行“双师型”教师培养，构建梯队合理、多元化、高水平的教学团队。近

年来，教师团队获教学学会等多项教学成果奖，获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教改项目十余项等。青年教师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科研能力显著提升。 

5. 教学团队成果及推广情况 

5.1. 团队教研教改成果 

近五年来，教学团队在教研教改、教学获奖、科研促教学、人才梯队培养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

成绩，编写并出版特色教材六部，承担市级及校级教研教改项目十余项，发表教研教改论文二十余篇，

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三项。龙彦辉老师获重庆市“最美教师”荣誉称号，团队教师主持及主研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项，主持省部级基金项目五项，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科研成果转化为大学生科

技创新训练项目二十多项、转化为课程教学案例二十余个，指导全国大学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四项均

获奖，指导其他多项化学类学科竞赛，并获奖近百项。教学团队代表性成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om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teaching team 
表 1. 教学团队部分代表性成果 

代表性教改项目 
基于课程思政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分析化学》教学研究与实践，重庆市教委，2022 
基于微课、虚拟仿真等混合教学模式在《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中的改革实践，重庆科技学院，2017 
《分析化学》同步学习手册，重庆科技学院，2017 
《无机化学》课程思政建设，重庆市教委，2020 
基于综合能力培养的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重庆市教委，2019 
基于虚拟仿真结合的化工专业课程群建设与改革，重庆市教委，2019 
“数字化 + 探究式”模式在工科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重庆市教委，2018 
基于应用型化工人才培养的基础化学实验课程群建设与实践，重庆市教委，2017 
校企协同创新培养化学化工类工程应用型人才的研究与实践，重庆市教委，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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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代表性教学成果 

《石油化工分析》获批为重庆市 2022 年本科高校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下石油化工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石油教育学会教学成果二等奖，2017 
摩尔气体常数及活泼金属分析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学校自制实验教学仪器三等奖，2017 
《分析化学实验》石油工业出版社，高等院校特色规划教材，2020 
《仪器分析实验》石油工业出版社，高等院校特色规划教材，2021 
《工业分析》中国石化出版社，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化学工程与工艺市级一流专业，重庆市教委，2019 
化工与安全“三特行动计划”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重庆市教委，2017 

代表性教材及教学荣誉 

《分析化学实验》石油工业出版社，高等院校特色规划教材，2020 
《仪器分析实验》石油工业出版社，高等院校特色规划教材，2021 
《工业分析》中国石化出版社，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重庆科技学院第二届微课比赛一等奖，重庆科技学院，2016 
重庆市“最美教师”，重庆市教委，2018 
重庆科技学院“身边的好老师”，重庆科技学院，2017 

5.2. 教师科研转化教学情况 

团队教师在积极从事学科科研工作的同时，推动科研反哺教学，积极引导学生加入科研课题研究团

队，并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等。 
例如：邱老师将自己的科研项目《包芯钙线中活性钙的分析》中的自制反应装置转化为物理化学实

验“过氧化氢一级解离常数测定”、大学化学实验“摩尔气体常数测定”等课程教学实验设备；并利用

本项目成果指导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一材多用—活性钙分析仪”获重庆赛区优秀奖。将科研融入教

学，向学生介绍科学研究服务于生产的价值以及工程实践应用的重要性。 
比如，范老师和邱老师将科研项目内容转化为学科竞赛项目，连续两年联合指导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

计大赛，并将“荧光聚单宁酸纳米颗粒的制备及其对铁离子的分析应用”和“基于数字图像比色的纸基传感

器用于快捷的 Fe3+检测”等获奖作品用于《仪器分析》课程中的分子荧光光谱分析以及《分析化学》课程中

的分光光度法教学过程，从而提高了专业人才的科研素养，加强了专业人才的工程知识和能力培养。 
又如，刘老师结合科研方向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并将“钢铁中磷含量测定

方法改进”获奖作品成果用于《专业综合应用与设计》课程的实验项目，以更新内容，并作为教学案例

用于《分析化学》课程的分光光度法教学内容，启发学生将理论知识活学活用的途径，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再如，苏老师和王老师将食品安全研究项目转化为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项目“卤制品中头痛粉的分

析”，并将项目成果转化为《仪器分析》《色谱分析》等理论课程中“液相色谱分析”的教学案例，结

合研究成果讲解液相色谱分析过程中样品制备方法、液相色谱条件选择、分析方法验证及数据处理等，

积极培养学生要具有“举一反三、学以致用”的能力。 
教学团队教师吸引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指导学生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以及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

竞赛项目等方面非常积极主动，还有许多优秀的教学案例未能一一列举，团队教师深入推进课程教学改

革，充分发挥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 

5.3. 人才培养的具体成果 

教学团队积极加强“课内向课外延伸”实践训练，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升。近年来，化学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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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每年都积极参加化学实验创新设计竞赛等学科竞赛，并多次获得奖项，每年有四十多个小组的学

生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项目(部分代表性项目如表 2 所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显著提高。 
 
Table 2. Representative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jects 
表 2. 代表性学科竞赛及科技创新项目 

代表性学生学科竞赛获奖 

荧光聚单宁酸纳米颗粒的制备及其对铁离子的分析应用，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2022 
钢铁中磷含量测定方法改进，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2022 
基于数字图像比色的纸基传感器用于快捷的 Fe3+检测，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2021 
基于 Cu-GMP 聚合物类过氧化物酶催化性能研究，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2021 
重庆市高校第三届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一等奖，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2019 
重庆市高校第二届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三等奖，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2018 
“中科力泰杯”第四届川渝地区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总决赛，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一等奖，2017 
“中科力泰杯”重庆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二等奖，2017 

代表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AuCu 纳米线原位生长 CuS 构筑高灵敏度无酶葡萄糖传感器的实验研究，2022 
基于 G-四链体/氯化血红素比色法检测氟啶胺方法研究，2022 
基于三螺旋分子信标的基因检测方法研究，2022 
果蔬中花青素的提取及其在酸碱指示剂方面的应用，2022 
新型荧光探针检测体系的构建及其在亚硝酸盐检测方面的应用，2021 
基于超声处理含油污泥分离特性的实验研究，2021 
卤制品中非法添加的头痛粉的测定方法研究及状况调查，2020 
基于量子点的荧光探针作用快速检测牛奶中甲硝唑的含量，2020 

5.4. 支撑带动学院质量工程项目等重点工作协调发展 

教学团队开展的课程体系和系列实验实训教学教研工作有力地支撑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质量工程

认证工作，并支撑其成为市级一流专业和“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有力支撑建立化工与安全“三特

行动计划”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以及化学学科成为市级重点学科。 

5.5. 教学团队建设实践普及与推广 

教学团队教师获批重庆市课程思政示范项目两项，公开发表的二十余篇教改论文被兄弟院校借鉴，

自制实验教学设备参加中国高教学会组织的高教设备展，编写的六部教材供兄弟院校师生使用等。目前，

分析化学创新教学团队获得了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优秀教学团队二等奖，也获批了校级分析化学一流课

程和市级分析化学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其中，市级一流线上课程主要包括 45 个知识点的 SPOC 视

频，83 个课程思政案例等线上资源，也充分体现了基于课程思政案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团

队老中青年教师为一流课程建设贡献的宝贵的经验和成果。分析化学一流课程在“学银在线”平台上线

以后，除了本校学生选课、教师使用外，其他高校的师生也加入线上课程的学习，课程教学实践得到了

一定的推广和普及。依托专业核心课程培育教学成果，鼓励团队教师积极参与各级各类教学技能竞赛以

及教师教学创新比赛、申报各级各类教学成果奖项、参加教学类学术交流会等，将实践经验和教学成果

辐射至兄弟院系乃至其他高校。 

6. 结语 

教学团队建设是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及创新强校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有利于提升地方应用

型高校的教学质量，又有利于促进教师个人的全面发展[10]。教学团队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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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学团队将继续推进课程优化、加强教学资源建设和教学方法创新、完善实践教学环节、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科学探索精神。教学团队将继续吸收国内外先进教学理念，及时

了解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国家的教育政策等，全面提高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构建梯队合理、多元化、

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育教学名师。着力打造一批德技双馨、创新协作、结构合理的创新团队，为全面

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撑。 

基金项目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23375，项目名称：基于课程思政和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分析化学》教学研究与实践)；2022 年重庆市高校本科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分析化学)；重庆科

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2173，项目名称：基于课程思政和混合式教学模式协同效应的《分

析化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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