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推荐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 成果所属
推荐获奖

等级

1
新工科背景下材料类专业梯度多维系统“三全

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徐茂文、李春梅、何洪、陈志谦、石定芳、程南璞、

徐立群
材料与能源学院 工学 一等奖

2
传统农科一流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改革的蚕学

实践
代方银、王茜龄、谢洁、徐汉福、童晓玲、成国涛、

赵天福、徐立、刘宇、娄霞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

学学院
农学 一等奖

3
思政引领，理论强基，实践赋能——卓越地理

教师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创新
杨庆媛、王勇、胡蓉、陈俊华、李惠莲 地理科学学院 理学 一等奖

4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一性三化”实践育人模
式探索与实践——基于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系

列社会实践
廖和平、邹士鑫、洪惠坤、朱琳、李涛、盛耀彬 地理科学学院 其他 一等奖

5
“学研协同、学赛一体”的“新工科”通信工

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李传东、王世元、李华青、何兴、贺付亮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工学 一等奖

6
法学本科“学生慕课”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的探索与实践
杨攀、杜志红 法学院 法学 一等奖

7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
谢守勇、马永昌、何辉波、王峥荣、祝诗平、李丽、

李华英
工程技术学院 工学 一等奖

8
卓越引领、知行统一、多维协同，提升 机械专

业实践教学成效的改革与实践
杨明金、李云伍、张春、翟彦博、王峥荣 工程技术学院 工学 一等奖

9
传承�融合�创新 构建数字时代礼仪文化课程教学

体系
黄建华、张永红、董小玉、周永康、毛春 国家治理学院 管理学 一等奖

10
虚实结合、归于个性——化学类人才实验创新

能力智能化培养、评价模式探索与实践
彭敬东、张浩、龚成斌、柴雅琴、申伟 化学化工学院 理学 一等奖

西南大学第四届教学成果奖拟获奖成果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1
离散数学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发给实践（教

材）
邓辉文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
院 软件学院

工学 一等奖

12 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协同育人的创新实践 陈时见、陈恩伦、张学斌、罗丽君、李俐、肖瑶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 一等奖

13 小学语文整体性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 刘才利、肖瑶、许静、吴世彬、马骏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

院
其他 一等奖

14
西南大学“双育两化一贯通”本科教学管理体

系构建与实践
吴能表、王进军、刘义兵、吴娟、邹士鑫、石定芳、

罗欢
教务处 其他 一等奖

15
三级课堂、三维课堂、三方导师--教育学专业
“三翼一体”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朱德全、林克松、张辉蓉、王牧华、徐小容、彭泽平
、罗生全、王正青、赵斌

教育学部 教育学 一等奖

16
“双线融合-馆校联动-三全育人”综合实践活

动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探索
何茜、王牧华、罗生全、黄仕友、洪兆春 教育学部 教育学 一等奖

17
“双创”背景下高校创新实验班学生学习力的

培育机制研究
李宝庆、樊亚峤、唐晓玲、于泽元、张家军

西南大学（教育学
部）、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

教育学 一等奖

18
聚焦四大抓手， 聚力生态构建——西南大学课

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易鹏、王进军、杨丽媛、石定芳、王永友、杨挺、严

怡、谢洁、苏胜齐、张静
教务处 其他 一等奖

19
 落实立德树人 聚焦“课程思政” 打造鲜活的

一流专业核心示范课程
祝志勇、徐浩、祝陶然、李玉婷

经济管理学院 、数
学与统计学院

经济学 一等奖

20
综合性大学农科类人才培养“三为”模式改革

与实践
张卫国、王进军、吴能表、易鹏、邹士鑫、青玲、张

建奎、苏胜齐
经济管理学院 其他 一等奖

21
“一核双驱三协同”——民族学专业本科生培

养模式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田阡、曾现江、王彦芸、付来友、庄伟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
学院

法学 一等奖

22
国家一流本科历史学“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
邹芙都、潘洵、张文、黄贤全、蓝勇、 郑家福、田

阡、李晶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

学院
历史学 一等奖



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体化融

入本硕博思政课研究
吴艳东、唐斌、龙晓菲、雷鉴、陈涛、易艳华、邱永

琼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 一等奖

24 农科双创人才培养3+3新模式构建与实践
李加纳、何光华、张建奎、王季春、吴能表、梁颖、

许莹竹、卢会翔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农学 一等奖

25 农学类专业“5+3”实践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张建奎、卢会翔、许莹竹、赵勇、何光华、李加纳、

刘志斋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农学 一等奖

26
标准引领，评价驱动：“六位一体”质量工程

建设推进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
陈恩伦、罗朝明、黄越岭、邓义桂、韩玉梅、唐旭 培训与继续教育学院 其他 一等奖

27
协同培养新农科水产人才的实践教学体系创新

探索与实践
苏胜齐、李芹、朱旺明、吴正理、陈拥军 水产学院 农学 一等奖

28
基于全人理念的外语教育课程思政体系构建与

实践
文旭、褚修伟、唐瑞梁、杨坤、付正玲 外国语学院 文学 一等奖

29 新文科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与发展 王本朝、张春泉、刘志华、韩毅、占如默、陈贤明 文学院 文学 一等奖

30
基于OBE理念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二课堂建设的

实践探究
邓洪波、张春泉、曾馨、王永强、唐利平 文学院 文学 一等奖

31 物理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袁宏宽、陈洪、李国庆、刘汭雪、谭兴文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理学 一等奖

32
“教学-科研-应用”三维互动一体化高质量心

理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建构及实践
陈红、高雪梅、徐展、郭成 心理学部 理学 一等奖

33
融合·翻转·革新——建构全媒体人才培养模

式
刘丹凌、董小玉、虞吉、韩敏、陶红 新闻传媒学院 文学 一等奖

34 新学工：时代新人培育的实践与探索
潘洵、孙楚航、石孝均、李栋宣、许克松、张斌、武

宇坤、于涛、罗亮、杜彬恒、唐飞  
学生工作部 其他 一等奖



35
基于“课程引领，平台支撑，师资保障，持续

改进”的药学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陈敏、胡昌华、黄承志、程丹、王国伟 药学院 医学 一等奖

36
“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园艺综合实习基地建

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潘宇、高启国、郭启高、梁国鲁、宋洪元、庞少萍 园艺园林学院 农学 一等奖

37 国家级精品课程《逻辑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何向东、郭美云、李章吕、熊作军、蒋军利、邓辉文 国家治理学院 哲学 一等奖

38
打造研究型的高校基层教学组织 ——以生命科

学学院动物生物学教研室建设为例
张耀光、王德寿、王志坚、袁伦强、张志升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一等奖

39 教育心理学（教材） 张大均、郭成、余林、陈旭、刘衍 心理学部 教育学 一等奖

40 心理学十五讲（第二版）（教材） 黄希庭、郑涌 心理学部 理学 一等奖

41 材料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徐立群、林华、许志刚、李庆、程南璞 材料与能源学院 工学 二等奖

42
法学专业网络课程及教材配套改革研究——以

教学资源整体化利用为背景
张新民、张步文、房香荣 法学院 法学 二等奖

43 智慧环境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徐元浩、李云伍、李成松 工程技术学院 工学 二等奖

44
“三全育人”的高校教育协同育人体系建构与

实践研究
潘孝富、张永红、秦启文 国家治理学院 教育学 二等奖

45 课程改革背景下卓越物理教师培养研究与实践 廖伯琴、李太华、李富强、张正严、邓磊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 二等奖

46
五育并举 五学并行 螺旋上升 ——卓越学前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李静、胥兴春、余璐、王伟、杨晓萍、李姗泽、刘云
艳、赵伶俐、孙振东、杨雄、罗虹、钟运红、张潇月

教育学部 教育学 二等奖



47
聚焦育人本质，促进深度学习——《生产运作

管理》课程实践教学模式创新
石声萍、邓宗兵、罗超平、范昕、黄燕萍、谭畅、唐

健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学 二等奖

48
 新农科与新文科复合人才培养导向的《农村经

济发展调查》课程优化与实践创新
杨丹、张应良、王图展、高静、邹宝玲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学 二等奖

49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全景式”课程思政

建设研究
陈永亮、黄秀蓉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
学院

法学 二等奖

50 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改革实践与创新探索 邱永琼、黄蓉生、陈跃、王永友、吴艳东、何玲玲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 二等奖

51
以课程思政为载体的“144”网络教育课程育人

新体系探索与实践
彭里、谭琳、王光洪、陈超、唐旭 培训与继续教育学院 其他 二等奖

52
基于多学科融合的公共基础课协同育人机制构

建与实践
魏东、黄玉梅、杨新斌、陈朝晖、廖钰靓 荣昌校区基础部 管理学 二等奖

53
卓越农林人才实践教学保障体系构建与实践应

用
曾仁权、廖兰、杨新斌 荣昌校区基础部 其他 二等奖

54
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本科生”联动创新实

践平台的构建与实践
王德寿、邓洪平、罗克明、魏静、李明辉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二等奖

55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学生立体化多层次创新实践

体系构建与实践
赵国华、夏杨毅、张宇昊、戴宏杰、叶发银 食品科学学院 工学 二等奖

56 统计学本科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彭作祥、陈守全、郑学高、李婷婷、李丽辉 数学与统计学院 理学 二等奖

57 网球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郭立亚、吴璇、付道领、李桂林、聂亚辉 体育学院 教育学 二等奖

58
新文科背景下影视人才产学研贯通式培育体系

建设
刘帆、黎萌、刘宇清、梅琳、许若谷 文学院 艺术学 二等奖



59
“借赛促学”六环节培养物理师范生教学创新

能力实践育人模式
陈晓莉、袁宏宽、赵建伟、赵保钢、熊祖洪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理学 二等奖

60
基于产业技术与学科前沿融合的《生物技术药

物学》课程改革与实践
胡昌华、廖国建、刘雪梅、邹懿、尹国平 药学院 医学 二等奖

61 重庆红色音乐文化资源学校传承机制 郑茂平、颜芬、陈铮、颜叶甜、崔建西
音乐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
艺术学 二等奖

62
风景园林植物应用类实践教学与专业竞赛相结

合的合作教学模式探索
陆万香、周华科、石秀丽、罗爱军、代璐、刘磊 、

易小林、于士祥、李圆圆
园艺园林学院 工学 二等奖

63 《观赏植物学》（教材） 李先源、智丽、李志能 园艺园林学院 农学 二等奖

64
乡村振兴背景下 “管工融合” 的土地资源管

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徐丽华、廖兴勇、杨朝现、刘秀华、谷达华、阎建忠 资源环境学院 管理学 二等奖

65
服装设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优势资源挖掘的理

论探索与实践
刘一萍、卢明、张德胜、邹雨珊、赵雨、余秋雨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
学学院

艺术学 三等奖

66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五维度”实践教学

体系改革探索与实践创新
王成、杨庆媛、曾潍嘉、王亚辉、杨晓霞、印文、

陈俊华、李惠莲
地理科学学院 理学 三等奖

67 《细胞生物学》课程建设与创新应用 邱小燕、王炜、肖雄、张春霖、冯科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院 水产学

院
农学 三等奖

68
基于“新农科”和“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动

物医学专业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
王鲜忠、王炜、江莎、方仁东、张姣姣、黄兰香 动物医学院 农学 三等奖

69
基于历史学教师教育师生成长共同体的教学体

系探索与实践
郑家福、谢欧、曹华清、袁从秀 教师教育学院 历史学 三等奖

70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

探索与实践（教材）
崔健、王丰、唐斌、高珊、张帆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 三等奖



71 新时代艺术教育与美育教育融合实践 何东、谢光跃、彭伟、刘强、石富 美术学院 艺术学 三等奖

72 基于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共课模式实践与创新
李晓阳、罗超平、易鹏、胡继宽、廖卡娜、李海明、
王丽丹、谢洁、张宇昊、赵玉芳、吴卫华、刘光英

商贸学院 管理学 三等奖

73
分子生物学项目式课外科研实践模式建立与应

用
廖志华、周林燕、陶文静、王德寿、刘彬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三等奖

74 以学生为中心的生态学课程多维实施途径探究 魏虹、陶建平、刘锦春、阿依巧丽、苏晓磊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三等奖

75
产教深度融合，探索与实践“1+4”新时代饲料

科技人才培养模式
林仕梅、陈拥军、罗莉、向枭、周兴华 水产学院 农学 三等奖

76
借助新媒体和移动终端设备实现线上线下师生

共建型本科生培养模式
邱晓燕、桑文龙、贾伟尧、王龙军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理学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