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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优秀基层组织自评报告 

王海英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获评校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以来，调动教师教育教学的

积极性，从规范教学活动，落实教学任务、开展教研活动、推进教学改革等方面

进行组织建设，现总结如下： 

1 教师队伍建设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注重开展教师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教育。首

先加强老师们对目前教育改革问题的认识与学习，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核心问题，坚持“课堂讲授有纪律，公开言论有规矩”

原则。其次加强师资培训，如参加“聚焦金课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与申报线上实

操训练营”，“混合教学金课设计与教学实践培训班”等培训项目。同时加大引进

青年教师的力度，充实教师队伍，2019 年青年学者南湖论坛引进刘娇博士，2020

年引进预聘师资万佳玮博士，新进博士的国际视野和教学理念也为本基层组织增

添了新的活力，实行新进教师导师制与老—中—青传帮带制度，加强教学督导，。 

本教学组织中所有教授均为本科生授课，且为重要的基础课程和实践课程，

如何冬兰老师主讲《微生物学》，王朝元老师主讲《生物化学》，王海英老师一直

为工厂实习的负责人。教授为本科生上课达到 100%。 

继续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湖北植保总站刘元明教授一直坚持为学

生讲授《植物检验检疫》课程，同时引进企业优秀的导师担任课程教师或专题讲

座教授，增加在校教师与企业、工厂、科研院所的交流，疫情影响了学生正常的

实习实践活动，相继聘请华工赛百陈佳工程师，青岛啤酒黄小祥工程师，枝江白

酒徐军工程师开展实习实践线上讲座，使学生增加学习食品行业新生产、新政策

和新标准的机会，满足新兴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建设的要求。 

2 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针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应用性较强的特点，优化教学管理制度。首先是

教学制度与教学工作相统一，实质上明确培养目标，应用型本科教学制度要与应

用型的培养目标相结合，建立服务型的教学管理制度，充分尊重教师和学生的相

关意见，修订了 2019 培养方案，在培养方案中加强了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的基础

课程开设，在实验课程中加强生物技术在现代快速检测中的应用；增加对食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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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测、食品生产流通质量管理及安全溯源技术等相关课程的设置，适应社会需

求。围绕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进行开展，对学生进行人性化的管理。确保培养

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不断促进应用型专业的长远发展。 

加强专业教学建设的力度，完善专业培养方案与课程建设规划。组织专业教

师开展形式多样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讨论活动，使专业教师进一步明确了专业

办学目标、发展方向和专业内涵建设思路，促进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入

理解所任课程教学目标，有利于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促进了专业教学

建设水平的提高。制定、实施好教学工作计划。 

注重教学改革活动的开展。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师举行常态化的教研活动，

内容涉及专业建设方案，课程建设，新生教育、学科竞赛，考研辅导，导师制实

施等问题，充分展开研讨。进行教师互相听课的活动，开展本科课程内容及实验

课程探讨，18,19 级全面实行导师制，根据学生的特点做好培养与规划，做到因材

施教。保证学生学习质量，使学生学业有归属感和成就感。 

着眼于民族地区农产品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了解民族地区农产品企业及

行业发展的新模式，最新需求，优化组合学校各学院的特色优势，基于教学研讨

的内容，积极申报教学项目，本专业获得了 5 项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目。 

1 王海英，孙杰，孟博等，多学科融合的民族地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的创新实践，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0.09-2024.12. 

2 谭艳平，王海英，徐鑫等，新农科视域下民族高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创新

创业体系的优化与实践，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0.09-

2024.12. 

3 雷佳文，王海英，张丽等，基于“互联网+”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智慧”教

学模式研究，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0.09-2024.12. 

4 张丽，王海英，谭艳平等，面向新农科的民族高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创

新型+应用型”实践教育体系构建，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2020.09-2024.12. 

5 阎春兰，何冬兰，王海英等，新农科建设背景下食品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的培养，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0.09-2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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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发表教改论文 3 篇，其中核心期刊 2 篇： 

1 阎春兰，程国军，文田，陈思礼，司晓棠，何冬兰. 将素质教育融入野外植

物实习的实践探索. 安徽农业科学，2020，48(15):275-276, 280. 

2 阎春兰, 程国军, 裴国凤, 李晓华, 何冬兰. 项目实训在微生物学课程中的

应用, 微生物学杂志，2020.（核心期刊） 

3 方莹*，杨海瑞，张丽，张芬. 酸奶慕斯配方优化及其在营养学实践中的应

用,食品工业，2020， 41（8）：144-148（核心期刊） 

3 课程建设和创新创业活动 

根据课程归属、教师知识背景和研究领域，以及授课能力建立相应的课程群，

定期进行集体备课、教学观摩和教学研讨。制定课程群的教学和实施方案，在疫

情期间，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加强教学效果的评估和考核。拥有“微生物学系列

课程”的教师团队，开设了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微生物与资源环境》，建设有

线上课程《微生物学》，《食品安全与控制》，《生物化学实验》3 门。多家媒体采

访并报道了食品工艺学实验课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民族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动

中来，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树立创业意识，培养基础扎实、实践能力

强、综合素质高的专业人才，2020 年获批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 1 项，省级创新创

业项目 3 项。学科竞赛硕果累累，2020 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获奖情

况如下： 

项目名称 队

长 

队员 指导教

师 

获得奖

项 ( 省

级) 

获得奖

项(国家

级) 

甲基红脱色菌株的分离、鉴定及降

解特性的研究 

赵

薇 

王祖英，韦嘉

妮，章小蝶，潘

嘉维 

阎春兰 一等奖 一等奖 

小胶质细胞来源的 HMGB1 通过 

TLR4 通路调控帕金森病神经炎症

的作用及机制 

吴

慧

琴 

段芷颖，向森，

滕力，刘懿琛

孙燕 一等奖 二等奖 

青海八眉猪脂肪酸的组成及相关基

因的初步筛选 

莫

娇 

杨庆金，张芊，

白宇程 

刘娇 二等奖 三等奖 

牛油果的酶促褐变及其影响因素的

研究 

刘

金

晶 

牟黠，吴莉莎，

潘婷婷， 周其

高华 

方莹 二等奖 三等奖 

果胶酶产生菌的筛选及酶学性质研 罗 顾玥颖，王世 林 爱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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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教学组织活动 

 

导师制见面会 

 

                              考研辅导 

究 羽

行 

宇，汪立弢，王

怡 

华，张

鹏 

番泻叶提取物对变形链球菌抑制作

用的研究 

 

白

旭

红 

倪云梅，伍正

友，王倩，刘红

叶 

陈微微 二等奖  

关于基质金属蛋白酶 3（MMP3）的

蛋白结构分析及功能预测 

白

宇

宁 

王金瑶 李劲 三等奖  

白刺果纤维饮料发酵菌的筛选及工

艺研究 

韦

金

婷 

陶心语，许悦，

杨佳儒，曹汝

桐 

王海英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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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讨午餐会 

 

校外专家线上课程 

 

 

2 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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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