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教学组织自评报告

-----信息与计算科学教研室

自批准立项以来，信息与计算科学教研室除了保证完成本专业及其他专业的

各项教学任务外，重点开展了专业及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师资队伍

建设和学生工作等方面的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业及课程建设

1. 积极申报国家级的一流专业。自 2019 年信息与计算科学获批省级一流专

业以来，教研室成员积极开展专业建设的相关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策划，分

工协作进行资料整理和申报书撰写等等，共同努力参与本专业的国家级的一流专

业的申报。申报书初稿完成后，特别邀请了几位教指委专家对申报书进行修改，

之后结合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反复打磨，直至完成，最终入围申报国家级一流专

业的申报资格。

2. 申报《走进密码学》的一流课程建设。该课程是校级的在线课程，在近

几年建设的基础上，已在学银在线上线。教研室成员分工协作，目前完成了其一

流课程的申报。

3. 申报《线性代数》的一流课程建设。在该课程的在线课程建设的基础上，

教研室成员认真筹备，分工协作。目前完成了其一流课程的申报。

4. 专业实训的相关课程有序开展。依据新培养方案，在 2020 年暑假期间，

对于 2019 级的社会实践课程《软件能力培养》和 2017 级毕业生的《专业实习》，

首次尝试了线上运行模式，训练了学生的编程技能和动手能力，同时培养了学生

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日后择业打下基础。

5. 积极开展 MOOC 建设。教研室成员积极参加《线性代数》的建设，该课程

目前已在学堂在线上线；还积极参加《数学建模》与《高等数学》两门课程的建

设，并获批为校级在线开放课程。目前《数学建模》课程的相关工作已基本完毕，

《高等数学》的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

6.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教研室成员罗艾花老师等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建

设，并获批 2020 年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数学建模》示范课程).在课

程的整个教学中，该课程团队成员采用合适的教学方式，有方法有步骤的开展教



学，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团队成员充分把握

机会,以教学内容为载体,适时融入德育元素,浑然天成,给学生传播正能量,使学

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三观，努力做到育人有温度,润物细无声。

7. 积极组织申报教材建设奖。教研室成员积极参与全国申报首届全国教材

建设奖的申报工作，并成功入围省级初评资格。

8. 助力新专业建设。2019 年，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获批，并于 2020

年正式开始招生。目前该专业的一些课程的师资不足，需要教研室部分教师自学

相关课程或参加相关培训，为新专业的后续课程的顺利开设做好准备。教研室部

分成员积极投入，主动学习，承担了课程相关任务，积极服务新专业建设。

二．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

1. 积极申报教研项目。本教研室成员获批 2019 年校级教研项目(重点项

目)2 项，并有一项入围申报湖北省教研项目资格；获批 2019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 2项；并组织申报 2020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项。

2. 积极探索《常微分方程》课程的教学改革。依据最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在现有课时内，对《常微分方程》的教学内容安排进行了微调，改革了部分内容

的讲授方式，探讨了课程教学中的难点，同时积极探索新颖的教学设计。在此基

础上，撰写并发表了教研论文《信息化背景下“常微分方程”课程的教学探讨》。

3. 积极开展《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教研室成员夏永波教授与同一课

程的其他授课教师，围绕新培养方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改变了部分内容

的授课顺序和讲授方式，以更好地适应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的需要。通过午餐

会的方式，探讨了课程教学中的问题，分享优秀的教学设计。

4. 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教研室成员夏永波教授于 2019 年 12 月获得国家

民委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题目为：民族院校数学类创新应用型人才“三维协

同”培养模式的探究与实践），还积极组织申报 2020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

三. 师资队伍建设

1. 积极参加邀请的教指委专家的报告，助力师资能力的提升。组织教研室

成员参加合肥工业大学朱士信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教指委专家）、国防科技

大学教授朱建民教授（全国优秀教师、教指委专家）和西安交通大学李继成教授



(陕西省教学名师、教指委专家)开展了线上的教学报告，并为学院教师提出的一

系列问题进行解答，并给于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2. 积极参加各种教学活动。2020 年 10 月，教研室成员夏永波教授等赴十

堰参加了湖北省高校数学学科发展论坛，并与其他高校的同行就课程建设与人才

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3. 积极申报各种人才计划。教研室成员夏永波教授获批了 2020 年国家民委

中青年英才培养计划。

4. 积极参加专业相关的课程培训。2020 年暑假期间，夏永波教授﹑张国东

副教授﹑佘纬老师和牛艳庆老师参加了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培训，为新工科背景

下信息专业和大数据专业的人才培养储备师资。

四. 学生工作

教研室成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具体情

况如下：

1. 在 2020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指导学生共获得特等奖提名奖 1

项，M奖 1项，H奖 13 项，指导教师包括教研室成员胡军浩教授﹑佘纬老师和罗

艾花老师等.

2. 在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赛中，指导学生共获国家特等奖 1 项，国家一等

奖 1项，国家二等奖 3项，国家三等奖 4项，指导教师包括夏永波教授﹑佘纬老

师和牛艳庆老师等。

3. 在 2020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指导学生获得省级一等奖 2项，

省级二等奖 1项，省级三等奖 6项，指导教师包括教研室成员罗艾花老师等.

4. 积极参与考研辅导工作。夏永波教授等参与学院面向全校开设的数学考

研辅导班。在近 3 个月间，他们在做好日常各项工作的同时，采用多种方式，

积极努力的开展考研专题课程教学，为考研率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5. 夏永波教授积极组织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工作，并在学校设立分考场，

确保本校 500 余名参赛学生顺利参加竞赛，相关工作受到组委会的高度赞扬。

五. 存在的不足

1. 疫情期间,教研室成员互帮互助，齐心协力开展在线教学工作以及本科毕



业论文答辩工作，并积极应对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线教学不能适时关注学生的动态，班级人数太多导

致互动受限等等，因此，在线教学需要进一步探讨更好的解决方案。

2. 教学研究方面，还存在不足。比如，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中，撰写的

教研论文质量还不够，进而影响省部级教研项目和教学成果奖的申报等等。

六．2021 年本教学基层组织的建设规划

1. 积极筹备国家级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的申报。扎实做好信息与科学技术

专业的各项工作，突出亮点，弥补不足。积极策划，加强 MOOC 建设，形成特色，

争取在一流课程的申报中取得好成绩。

2. 做好教学研究，积极探索教学改革。做好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

积极尝试教学改革。在此基础上撰写高质量的教研论文，进而积极开展省级教研

项目和国家民委教研项目的申报工作，期望在数量上取得突破。

3. 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在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以及各

级教学项目建设的基础上，争取申报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冲刺省部级和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

4. 积极筹备学生竞赛相关工作。对于数学建模竞赛、数学竞赛、数据挖掘

竞赛、蓝桥杯和互联网+等竞赛，积极策划并尝试多种途径，开展培训和指导工

作，不断提升师资能力，同时提高竞赛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