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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金牌教师”奖 

申 请 书 
 

 

申 请 人：           杨鹏        

     所在学院(盖章）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申 请 奖 项：        教学新秀奖        

 填 表 日 期：    2017 年 12 月 25 日      

 

 

 

教务处制 

2017 年 12 月 



 

 

填表说明 

 

1.申请奖项：教学终身荣誉奖、教学卓越奖或教学新秀奖。 

2.教龄：指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连续累计时间，统计时间截止于 2017

年 12 月。 

3.岗位类型：教学为主型。 

4.授课对象：本科生或研究生。 

5.教学工作量：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理论课及单独开设的实验课工作

量。 

6.表中所填内容要求真实、可靠，由所在学院（系、部）负责审核。 

7.本表 A3 套印，篇幅不够可另附页。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杨鹏 出生年月 1982年1月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    族 汉 

最后学历 博士 
授予 

单位 

华中师范

大学 

授予 

时间 
2011 年 6 月

参加工作时间 2011 年 7 月  教龄（年） 6.5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岗位类型 教学为主型 

教学方面的 

学术兼职 
无 

近 5年学生评教 

结果 

2017 年：学生评教成绩  99.2 分，在本学院的排名   8 % 

2016 年：学生评教成绩  97.4 分，在本学院的排名  51 %

2015 年：学生评教成绩  98.2 分，在本学院的排名  32 %

2014 年：学生评教成绩  98.4 分，在本学院的排名  23 %

2013 年：学生评教成绩  97.7 分，在本学院的排名  29 %

联系电话 15291916175 电子信箱 xnyang820123@163.com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从事的主要教学工作 

2011 年 7 月至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中

共党史研究专题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二、承担课程情况 

时间 
授课课程名称 

（课程号） 

开课学期

（春、秋）
授课对象 

授课专业年级

及学生人数 

本人承担课程

的计划学时 

（学时） 

本人承担

教学工作

量（学时）

本人年承担

教学工作量

合计（学时）

备注 学院审核意见 

2017年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7 年春 16 级本科生 

植保 161 等，

314 人 
96 115 

565 

2015 年 9

月至2016年

8 月公派至

北京大学任

访问学者，

未承担教学

任务。 

 

 

 

 

 

 

 

 

 

 

审核人（签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7 年秋 17 级本科生 

食品 176 等，

653 人 
168 220 

形势与政策 

2181005 
2017 年秋 16、17 级本科生

英语 171 等，

1109 人 
20 34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 1185007 
2017 年夏 16 级本科生 

金融 161 等，

150 人 
196 196 

2016年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6 年春 15 级本科生 

风景园林 151，

116 人 
24 36 

39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6 年秋 16 级本科生 

机械 161 等，

592 人 
144 192 

形势与政策 

2181005 
2016 年秋 15、16 级本科生

创新 151 等，

986 人 
18 31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 1185007 
2016 年夏 15 级本科生 

生物 156 等，

196 人 
140 140 

2015年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5 年春 14 级本科生 

葡萄 141 等，

395 人 
96 134 

329 
形势与政策 

2181005 
2015 年春 13、14 级本科生

应化 141 等，

817 人 
16 27 



时间 
授课课程名称 

（课程号） 

开课学期

（春、秋）
授课对象 

授课专业年级

及学生人数 

本人承担课程

的计划学时 

（学时） 

本人承担

教学工作

量（学时）

本人年承担

教学工作量

合计（学时）

备注 学院审核意见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 1185007 
2015 年夏 15 级本科生 

风景园林 141

等，169 人 
168 168 

 

 

 

 

 

 

 

审核人（签名）： 

 

               

 

 

2014年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4 年春 
13 级本科生 

土资 131 等，

409 人 
96 129 

497 

形势与政策 

2181005 

2014 年春 
12、13 级本科生

环工 132 等，

1198 人 
20 3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4 年秋 
14 级本科生 

动医 144 等，

553 人 
144 194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 1185007 

2014 年夏 
13 级本科生 

计算机 131 等，

147 人 
140 140 

2013年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3 年春 
12 级本科生 

食安 121 等，

414 人 
96 139 

49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181001 

2013 秋 
13 级本科生 

水产 131 等，

514 人 
96 144 

形势与政策 

2181005 

2013 年春、

秋 
12、13 级本科生

国贸 121 等，

2213 人 
42 71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 1185007 

2013 年夏 
12 级本科生 

食工 112 等，

193 人 
140 140 

近 5 年平均教学工作量 457 

注：1.本表由申请人所在学院（系、部）负责审核，并填写审核意见。 

2.近五年内，申请人如因公派出国等情况，当年未承担教学任务，应在备注栏说明。 



三、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师风 

基本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过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

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立教，治学严谨，淡泊名利，为人师表，富有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 

自我评价 

本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关心时事政治，思想和言行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立场坚定，政治觉悟高。 

1、以德立身，全方位育人 

作为高校的一名人民教师，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始终，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通过参加学生的各种活动，面对面地

约谈、辅导、讲解、作专题报告，建立 QQ 群、微信群等方式，走到他们身边，

传递先进思想。平时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注重调查研究，积极做好并及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团结协作，工作责任心强。

刻苦认真，勤于思考，严守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

传和身教相统一，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立教，淡泊名利，为人师表。 

2、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教师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专心做好本职工作，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教师。在

潜移默化中将责任感传递给学生，用自己对事业的执着影响学生，用自己对知

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带动学生，用自己的不断发展引领学生的发展；全身心爱每

一个学生，用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激情和热爱拨动学生的心弦，走进学生的心灵，

丰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造就学生的责任，用有效的教学给学生们赢得更多自

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对教育教学的投入，学生对我教授的课程认可度很高。

制药 16 级学生李婵表示：“最不想结束的就是近代史课了，特别喜欢他风趣幽

默又客观谈史的风范，每次想起他叙述历史事实，谈及风流人物，指正思想错

误，时常有所触动。我们都特别享受这短暂而又充实的近代史课。”植保 16 级

学生王力表示，通过“纲要”这门课程的学习，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强了，

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得到了升华。 



四、教学质量与效果 

基本要求：教育教学理念先进，教学风格独特有效，教学效果好，教学水平同行公认，学生

评价高。 

自我评价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名青年教师，本人自 2011 年入职以来，就全身心投入

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让思政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

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是我一直以来的执着追求和奋斗目标。 

在授课过程中，本着对工作和学生负责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深入细致的备

好和上好每一堂课，从 PPT 课件的制作、素材的选取，到教学内容的规划，都会

认真思量。同时，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注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主

动性，力求将启发型的讨论式、情境体验型的参与式、自主探究式、案例分析互

动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融入其中，并积极采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平台，大胆尝

试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以引发学生思考，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的探知

欲。另外，十分注重从教学中寻找科学研究的灵感，以科研来提升教学水平，达

到教研相长。近 5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省部级课题 7项，

校级课题 7项，公开出版学术专著 4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A&HCI 期刊

1 篇，CSSCI 期刊 10 篇。通过教学科研两手抓，较好地实现了教学推科研、科研

促教学的良性互动。 

6 年来的教学工作也得到领导、同事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学院院长邓谨教授表示：“杨鹏老师历史功底深厚，从不生搬硬套。他讲课有独

到的技巧，把客观历史讲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很受学生欢迎。”植保 16 级学

生曹志超表示：“杨老师的近代史课一点也不枯燥，他讲课的思路很清晰，语言

很有感染力，大家都愿意去听。” 植保 16 级学生李翔表示，“杨老师总是能轻

而易举地以扣人心弦的生动案例，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国史、国情”。学校“一

周一师”栏目对此还做了专门报道，近 5 年的学生评教成绩平均 98.2 分。2012

年被评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教师”；2015 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最

喜爱的老师”称号；2016 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2017

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二届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同时被学校推荐参评教育部

优秀思政课教师。 



五、教改成效 

基本要求：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成绩突出，发表高水平

教育教学改革论文；或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等。 

自我评价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本人牢固树立“以学生中心”的教育理念，改进

教学方式和方法，逐步实现教学过程科学化、教学技术手段现代化，不断提高教

学效果，增强课程的吸引力。 

1、教改课题 

先后主持陕西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微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1 项，校级教学改革课题“微课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1项，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形势与政策》精品课程建设研究”

1 项，参与教育部思政课教学改革“择优推广计划”课题“思想政治理论课‘主

题’返乡社会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翻转课堂”2 项，参加教育

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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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作为第一参加人参加陕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集

成创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研究”1项。 

2、教学成果奖 

在开展教学实践的同时，注意总结教学经验。主持的教学成果“‘以学生为

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体系的构建与探索——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例”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3、论文、教材及所获奖励 

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当代教育科学》等期刊发表教改论文 10 篇，

其中，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3 篇，教改 B 类论文 8 篇。参与编写《思想政治理论课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教材 2 部。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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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陕西省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奖三等奖;《微课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应用于反思——以微课

作品<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为例》获第二届全国教育教学征文大赛一等奖；

《再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获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创新研讨会”论文优秀奖、《微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探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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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评议结果说明 

 

公开评议由学校相关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其中： 

（一）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师风考核 

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师风考核由党委教师工作部组织

实施。有师德禁行行为或考核不合格的，实行一票否决。 

（考核结果见《申请书》） 

（二）学生满意度评价 

学生满意度评价由学生处组织实施。依托“易班”网络

平台，从学生的学习获得感等方面对推荐人进行评价。 

（三）教学质量评价 

教学质量评价由教学发展中心组织实施。通过听课、教

学档案检查以及同行访谈等方式，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

教学投入、教学效果等方面对推荐人进行评议打分，并形成

写实性评价结果。 

（四）教改成效评价 

教改成效评价由教务处组织实施。从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教学团队建设、教材建设以及取得的教学成果等方面对

推荐人进行评价，形成写实性评价结果。 

“教学终身荣誉奖”采取以上四种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教学卓越奖”和“教学新秀奖”以前三种方式评价结果为

主，同时参考教改成效评价结果。 
 



教学质量写实性评价 

一、教师教学基本情况	

杨鹏，男，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执教 7年来，主讲《中

国近现代史纲》《形式与政策》《中共党史研究专题》3门课程。

近 5年年均工作量 455 学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主持

省级教改课题 2项，校级教改课题 1 项；校级精品课程 1项；公

开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教改论文

11 篇，北大核心及教改 B 类论文 9 篇；出版专著 4 部，参与编

写教材 2 部；先后 2次获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教师”；2015

年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称号；2016 年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2017 年获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第二届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同时被学校推荐参评教

育部优秀思政课教师。主持的教学成果获陕西省高校思政教育研

究成果三等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二、值得肯定之处	

受评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方法运用、课

堂管理和总体效果主要体现在教学设计和方案实施的部分支撑

材料之中，与同行专家和院系领导的反馈相符，并在评价专家随

机听课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七位评估专家对教师教学态度、

教学内容、方法运用、课堂管理、总体效果评教较高。 

 



1.教学思想与教学理念 

他的教学思想是教书育人，思政育人；他的教学理念是坚持

“以学生中心”的教育理念，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实现教

学过程科学化、教学技术手段现代化，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增强

思政课的吸引力。具体思路是坚持《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内容

的完整性；凸出对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注重历史

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国际化视野开拓。 

2.教学态度 

教学态度端正，为人师表，治学严谨，在教学中坚持教书和

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用自己

对教育事业的激情和热爱拨动学生的心弦，走进学生的心灵，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受学生的好评，被评为我

最喜爱的老师。 

3.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充分，讲课声音宏亮，精神饱满，语言表达声情并

茂，把中国近代史故事讲得生动精彩，具有吸引力；讲课重点突

出，条理清楚，思路清晰，内容娴熟，知识面广，信息量大。PPT

设计效果好，图片、视频、影像资料剪辑应用恰到好处；讲课很

投入，与学生互动效果好。 

4.教学投入 

对教学的投入不仅体现在课前准备，还反映在他的课堂教学

过程及课后的教学反思和总结。例如：从教案撰写、教学内容优

化，教学设计，再到 PPT 课件的制作、各类资源和素材的采用，

都要进行反复比较和细致的编排。特别是在教学设计中注重对学



生学情的分析，根据 90 后大学生特点认真准备和采用适合他们

的语言表达和教学风格。上课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用心、用情

去感动影响学生，用中国近代史中伟人和英雄的事迹和力量感化

学生，通过讲述历史事实，风流人物，触动学生心灵。让他们把

上《中国近代史纲要》课当成一种享受。”他的历史知识渊博，

理论基础扎实，他讲课有独到的技巧，不生搬硬套，把客观历史

讲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很受学生欢迎。 

5.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善于调动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挖掘多样化教学资源，“集成”运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努力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挖掘各种教学资源（例如陕西历

史文化资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校史资源、文学作品、优秀传

统文化等），同时将“案例式”、“互动式”、“讨论式”、“启发式”

教学方式应用于思政课堂及自己的专题模块教学中。培养和激发

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主动性。同时在适当的教学环节中开展翻

转课堂的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启迪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 

6.教学改革 

设计并实施了更加贴近 90 后大学生实际的专题化教学。依

据教材内容，坚持以学生为本，精心设计、实施专题教学，初步

形成了比较适合目前我校学生实际的《纲要》课讲授体系及教学

设计（一个绪论+六个专题+特色专题）。 

7.总体实效 

随堂听课。中国近代史故事讲得精彩，他的课通过讲解客观



真实的历史故事，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审视当今社会的主流问题、热点问题、增强学生的时代感和

责任感。课堂管理科学有序，善于把控和驾驭大班课教学，学生

认真听课，注意力集中、课堂秩序良好，到课率很高，低头率很

低；善于与学生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评教。据教务

处相关部门统计，近 5年学生评教（学院平均排名/评教总人数）

结果：8/39。 

三、需要改进之处	

1.课件中的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 70%，与课程质量标

准中的不一致；课件中考核方式为闭卷，课程质量标准中为开卷。 

2.课程考核与评价方式，平时占 40%，对 40%的平时成绩的

形成性评价不够细致；考核的项目每次多少分不够具体。建议加

强课程评价考核建设。 

 

 

 

 

 

 

 

 

 

 



 

                       

教学质量打分评价结果 

姓名 职称 推荐学院 教学质量总评分

杨鹏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87.24  

 

 

 

 

学生满意度评价结果 

姓名 
强烈

推荐 
推荐 

不推

荐 

投票

人数 

参评

学生

总数 

得分 

强烈推

荐票数

占投票

人数比

例（%）

杨鹏 35 9 0 44 234 1.69  79.55 

 



 

教改成效写实性评价 

杨鹏，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政课教学工作，从教 6年来，

在专业、课程、教材、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

成果： 

项目名称 级别 
本人排序
/总人数 

起止时间 
专业 

建设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级别 
本人排序/

总人数 
获批时间 

形势与政策 精品课程 校级 1/5 2017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精品课程 校级 4/5 2012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SPOC 课程 校级 3/5 2017 

课程 

建设 

     

名  称 出版社 角 色 出版时间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副主编 2015 

教材 

建设 

       

教学团队名称 级别 获批时间 教学

团队

建设    

项目名称 级别 
本人排序

/总人数 
起止时间 

教改 

项目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思政课教学
体系构建与探索研究 

省部级（陕西省高
等教育学会高等
教育科学重点研

究项目） 

1/6 2017-2019

 



微课在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
用研究——以《中国近代史纲要》课

为例 

省部级（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课

题） 
1/6 2016-2018

微课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 

校级 1/6 2015-2017

主题返乡调研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教学 

省部级（教育部思
政课教学方法改
革项目“择优推广

计划”） 

10/10 2016-2018

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翻转课堂 

省部级（教育部思
政课教学方法改
革项目“择优推广

计划”） 

7/9 2017-2019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点难点

问题解答 

省部级（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
专项任务项目） 

4/5 2014-2016

集成创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效性研究 

省部级（陕西高等
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项目） 

3/8 2014-201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式教学研

究与实践 
校级 2/5 2015-2017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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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5.10 

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史国情教育 《当代教育科学》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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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微课设计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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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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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 

再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爱

国主义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

估）》 
2014.11 

微课在思政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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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 

教改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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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7 



竞赛项目 
主办 

单位 
级别 等级 获奖时间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校级 一等奖 2016 

微课教学比赛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校级 三等奖 2017 

教学

竞赛

获奖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马克思主
义学院 

院级 一等奖 2016 

类型 授予单位 级别 获奖时间 

优秀教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校级 2012 

我最喜爱的教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校级 2015 

教学

类荣

誉称

号 

优秀教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校级 2017 

获奖项目名称 级别 等 级 
本人排序 
/总人数 

获奖时间 

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新体系的构建与探索——以《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校级 二等奖 1/5  2017 

教学
成果
奖 

     

   

*仅作评选的参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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