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科普教育与教学实践创新团队》2020 年年度自评报告 

团队负责人：韩晓乐 

基于国家对于民族教育工作的战略部署，秉承“面向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办学宗旨，针对民

族高校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的特点，坚持“尊重差异、因材施教、

精准帮扶、个性发展”的改革理念，探索民族高校人才培养的新

方法。本团队是中南民族大学第一支具有跨学科优势的科普教育

与教学实践创新团队。团队聚力聚智，发挥专业融合的特色，研

究科普教育在民族院校的本科教育中的民族性和如何与思政教

育相结合，探索科普教育在民族高校的教育新模式，建立适应且

有利于民族高校学生的多举措育人体系。本教学团队成员共 12

人，分别来自于中南民族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民族学与社

会学学院、教育学院、药学院、生科院、资源与环境学院、计算

机科学学院以及数统学院。根据团队建设目标，从科普教育的民

族特色-思政教育-科普教学课程改革-科普教学课堂改革-科普

课程的建设与推广-科普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科普教学成果转

化与推广-多层次育人体系方面发挥效能。 

《大学生科普教育与教学实践创新团队》自 2019 年 10月申

报并获批立项建设以来，团队成员以团队建设目标为导向，以开

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思想为原则，以“以本为本，立德树人”

为初心使命，协力推动各项工作，现将团队目前取得的成果进行 

汇报。 

（一）教学成果 

     2019 年 12 月获国家民委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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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永波）。科普教育在民族高校人才培养的作用与实践。（韩晓乐） 

（二）课程建设 

   课程是服务专业的基础，本团队致力于打造“一流科普课程”

特色服务“一流专业”。 

（1）科普防疫课程建设：团队负责人韩晓乐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结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的最新内容，针对群众关心的“新冠肺炎疫苗”“复工

复产”“无症状感染者”等热点问题，完成了系科普防疫课程，共

10 集，上线“学习强国”、“人民网”、“央视频”、“中国科普网”

等权威媒体平台，回应关切，消除谬误，及时将国家有关疫情防

控工作精神传达给社会大众，累计点击量超过 500 万次。其中，

《我们距离拥有新冠肺炎疫苗究竟还有多远？》收录在“学习强

国”疫苗专题，《科学认识“无症状感染”，坚定复工复产信心》、

《瘟疫历史照进现实》等作品先后收录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全国防疫防控科普作品荟萃》封面视频。其先进事迹被《人民

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课程目录如下：《科学家如何应对新冠病毒》，《我们距离拥

有新冠肺炎疫苗究竟还有多远？》，《拥有良好的免疫力助力有序

复工复产》，《科学认识“无症状感染”，坚定复工复产信心》，《瘟

疫历史照进现实》，《瘟疫历史照进现实 》，《疾病：除了伤害，还

有启示》，《天花：疫苗消灭了它》，《梅毒：疫情中的相互指责》，

《伤寒玛丽：无症状感染者》，《H1N1流感病毒：病毒溯源是个很

难的科学问题》。 



（2）通识 MOOC 课程建设：项目组成员雷佳文制作在线课程

《食品安全控制学》，上线智慧树平台。 

（3）通识科普 MOOC 课程建设：项目组成员孟凡云利用《异

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韩晓乐利用《科普•神奇世界的解密者》课

程资源开设线上线下混合式课堂教学，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其中

《科普•神奇世界的解密者》课程在学习强国平台的学习访问量

超过 200 万人次。 

     （4）思政课程建设：《环境影响评价》、《科普•神奇世界的

解密者》分别在 2019年，2020年分别立项为校级思政示范课程。

（三）教学研究 

1. 项目组成员注重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不断凝练，针对民

族学院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促进个性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学研究项目获批 6 项，其中教育部 2 项，科技部 1

项，校级重点 1 项，校级思政课程项目 2 项，入围申报湖北省教

研项目资格 1 项，发表教研论文 6 篇。 

教学项目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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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项目负责人：雷佳文) 

（2）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教育部，2020.（项目负责人：

王立） 

（3）一流科普课程的建设与拔尖人才的培养，校级重点，

2020.(项目负责人：韩晓乐) 

（4）校级思政示范课程《科普•神奇世界的额解密者》， 2020



（项目负责人：韩晓乐） 

（5）《高校科普教育与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之关系研究》，科

技部，2019.(项目负责人：韩晓乐) 

（6）思政教育在《环境影响评价》课程中的实践路径探究,

校级教学研究项目（思政专项），2019.(项目负责人：陈柯) 

教学论文发表： 

（1）韩晓乐.关于教学方法与高校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思考，

山东化工，7，2020. 

（2）雷佳文.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以《食品安全控制学》课程为例，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0. 

（3）陈柯，《环境影响评价》与思政教育的教学路径探究，

江西化工,3:137-139, 2020. 

（4）陈柯，环境影响评价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探索，高

等教育,7：98-99,2020. 

（5）候睿,民族院校毕业生就业困境对策分析，高教学刊，

31，2020. 

（6）候睿,理工类大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一点思考，教育教

学论坛，30，2020. 

（7）候睿，新时代民族院校研究生就业现状分析，高教学

刊，29 期，29，2020. 

(四) 人才培养 

科普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与实践研究。营建创

新创业氛围，树立创新创业意识，形成内在的创新创业动力，培

养创新创业人才。指导学校 SCUECO 社团（跨学科学生团队）获



得科普项目 1 项，推荐 1 名硕士研究生在武汉大学读博，指导 1

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指导 1 名研究生获优秀研究生，指导

1 名本科生保研浙江大学，指导民委科普讲解参赛队、中南民族

大学科普讲解大赛参赛队，获得佳绩。 

（1）科普项目《以微笑之名，守护江豚家园》，中南民族大

学 SCUECO 社团（跨学科学生团队），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

2020，到账经费 5万。（项目负责人/指导老师：韩晓乐） 

（2）韩晓乐指导的研究生，推荐到武汉大学继续读博士，

2020. 

（3）付海燕指导的2名研究生，其中1名获2020年国家奖学

金、研究生标兵；1名获2020年度优秀研究生。 

（4）付海燕指导的本科生，1人保研到浙江大学，2020。 

（5）韩晓乐为 2020 年国家民委科普讲解参赛队、中南民族

大学科普讲解大赛参赛队师生多次培训，参赛教师、学生均获得

优异成绩。 

（五）社会服务 

（1）韩晓乐在 2020 年全国科技活动启动式上，以《科技战

疫》为主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央和国家机关等有关

部门领导、同志做了现场科普讲解，2020 

（2）韩晓乐被聘为科技部“十四五”科普规划专家，2020 

（3）韩晓乐担任 2020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评审 

（4）韩晓乐担任 2020 年海关总署系统科普讲解大赛评审 

（5）中国科学技术部、湖北省科技厅（科技活动周组委会）



分别致感谢信肯定韩晓乐在 2020 年科技活动周做出的突出贡献。 

（六）获奖情况 

韩晓乐被评为 2020 年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 

（七）媒体报道 

（1）韩晓乐：站好三尺讲台 勇担时代重任（建功立业

新时代）国家民委官微

https://mp.weixin.qq.com/s/RAYBgXggdlaZzjCw4VWORA 

（2）站好三尺讲台 勇担时代重任，中国民族报

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2011/03/content_1653

9.htm 

（3）韩晓乐作为中南民族大学教师专家志愿组队辅导乡村

学生 

 

（4）科普工作事迹的相关报道 



 

 

（八）其它 

（1）积极服务学院一流专业的建设。团队成员积极参与国

家一流专业的申报工作，2020 年，付海燕作为药物分析专业负责

人，申请国家一流本科专业，通过学校答辩，进入省评环节。 

（2）孟凡云教授参与编写的《中国民族史概要》预计年底

前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3）《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课程进行升级，在智慧树网络

教育平台上开展混合式教学，并将学分课由 2 个学分升级为 3 个



学分。同时，课程也对社会公众完全开放，两期共有 400 多社会

人士学习。《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课程视频补录的准备工作已

经部署，年底会陆续进行录制。 

（九）后续工作计划 

（1）抓好课程建设：积极申报一流科普课程，争取在“通

识课一流课程”的申报中取得突破；加强 MOOC 建设，形成特色，

突显亮点，打造精品；加强团队建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学生

学习效果。 

（2）做好教学研究：做好省级教研项目的申报工作，力争

在数量上取得突破；积极筹备国家民委教研项目等教研项目的申

报工作。 

（3）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切实履行高校教师社会职责。

在开展科普教育于教学创新实践的同时，抓好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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