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自评报告 

民族药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2020 年度本教学基层组织取得的教学改革成绩和亮

点。 

自民族药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作为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立项以来，

不断完善组织机制的制度，加强实验实践教学队伍的建设，在 2020

年取得了以下成绩。 

（1）组织机制建设方面 

针对疫情常态化控制环境下，制定了药学院复学后的本科生实验教学、

实习工作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专门设立了疫情防控期间，大型实

践实习课程的工作委员会，组织和研究线上、线上实验教学方案。 

（2）队伍建设方面 

本教学基层组织加大对教学型师资人才的引进和培养，2020年引

进了刘庆培、赵倩茹、尹荣华、赵淑颖、王文静等多位教师，并定期

举行助教试讲比赛，其中刘庆培老师在中南民族大学2020年助教试讲

竞赛决赛中获得三等奖。同时仍十分注重在岗教师的培养，推荐了徐

婧、熊慧、孙焕等三位骨干教师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英语培训，鼓

励教师利用各种渠道赴国外知名大学进行研修。陈贺平、赵海燕、陈

旅翼、冯涛等教师前往日本东京大学、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圣路易

斯的华盛顿大学、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进行学习。 

本教学基层组织向梅先教授荣获“湖北省百名优秀女性科技创新人才”

称号，黄先菊教授荣获“湖北省女性科技创新人才”称号。黄蓉博士



获中南民族大学 2019-2020 年度“优秀女教工”，潘新博士获 2020

年学校“优秀实验技术人员”；赵丹副教授获 2020 年学校“优秀实

验指导老师”，涌现了一批争优创先，敬业爱岗老师。 

（3）教学规范方面 

2020年初的疫情隔绝了学生与课堂，面对挑战和考验，民族药学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层教学组织的教师们，多措并举，因地制

宜，通过视频直播授课、开展专题研讨、网上辅导答疑、在线指导毕

业论文、MOOC平台自主学习等方式，维持了正常的本科教学秩序，

共开展线上课程80余门，在线时长超2000小时。在线课堂上，教师们

结合疫情防控，在授课内容上从原来的课本知识拓展到“抗病毒药物

的研制”“突发疫情的认知”等方面。 

为满足实验教学要求，本基层教学组织组织了任课老师在实验室

中录制实验过程，并剪辑成多段短视频，供学生学习。在实习实践教

学中，结合在线虚拟仿真平台和校友邦实习过程监测平台，借助线上

学习平台，设置线上签到打卡、预习、学习、答疑解惑、小结考核等

环节，学生可随时随地将实践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获在线

记录下来，教师也可不受时间和环境限制，及时批阅并答疑解惑，提

高学生的参与度与学习效率的同时，教师可掌控实践活动开展的全过

程，实现实习实践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2020年各项实习实践实验课

程均按要求完成教学。同时提升了教师们线上教学的意识和技能，丰

富了教学方式，提高了教学效率。 

（4）教学研究方面 



在“疫情之下人类与病毒的博弈”的特殊环境下，为面向高校学

生及普通大众群体，专业的解读包括新冠状病毒在内的相关疫情知识，

传播科学理性的突发事件认知观点，王德彬老师参加了智慧树公益科

普类通识课《突发性疫情认知、防护与思考》的设计和研发。本基层

教学组织重视本科课程内涵性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鼓励教师们加强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2020年有两门课程被教育部

认定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金课，分别为黄先菊老师的《药理学》

入选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舒广文老师的《医药数理统计方法》入选

线下金课。王献教授负责的《走近诺贝尔化学奖（双语课程）》《有机

波谱分析（国际课程）》上线教育部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学堂在

线”国际版，成为我校首批上线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的慕课。赵丹

老师也自主建立了《药物分析》和《药物仪器分析实验》两项在线课

程。因教学、科研工作突出，化学生物学教研室获得中南民族大学第

三届“巾帼标兵岗”创建单位。孙焕老师的《走进神奇的真菌王国》

在第三届国家民委系统科普讲解大赛中获二等奖。 

 

图1王德彬老师参与的《突发性疫情认知、防护与思考》的设计和研发 



 

图2王献老师的慕课 

 

图3赵丹老师的两项在线课程 



 

图4孙焕老师在第三届国家民委系统科普讲解大赛中获二等奖 

（5）教学改革方面 

在教学中，中心十分注重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教师指导

学生获得2020年大学生创新训练国家级项目1项，省级项目2项，校级

项目5项；在2020年举办的2019届“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中，指

导学生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且王德彬、徐婧、

兰薇、艾洪莲等4人获评优秀指导老师。尹世金老师指导的学生石书

娟同学，其项目“基于筛选Kv1.3靶向阻断剂创新应用于自身免疫疾

病防治的产业化”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获得铜奖。郑永胜、王强等老师指导校级优秀本科论文6篇。 

 

图52019届“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奖 



 

图6校级优秀本科论文6篇 

教师们也十分注重教学方法改革研究，2020年申报了多项教研项

目，其中有2项校级重点项目，4项一般项目得到立项，4项课程思政

项目得到立项。2020年本教学基础组织教师发表了教改方面论文6篇，

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篇。 

2.尚存的问题。 

（1）面对突入起来的疫情，在防控条件下的线上实践教学资源

储备不足，线上教学的经验和意识有待提高。教学的方式及教学效果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提升。 

（2）迎接十四五，面对新时期，新阶段，创新性的实验项目设

计，谋划有待于提高和提前介入。 

（3）在民族药学特色实验教学和研究方面有待于凝练。 

 

3.2021 年本教学基层组织建设规划。 

（1）在前期工作的积累上，凝练和孵育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学成果，

专门召开教学研讨会，凝练教学问题。打造民族医药特色课程，增加

民族医药实践环节，进一步整合学校的学科和民族高校校内外资源，



孵育和提炼教学成果。 

（2）加强教学成果的推广和示范作用，完善中心的建设，进一步

发挥其开放和引领作用，推动民族高校“教、产、研”全面发展；鼓

励教师结合优势学科编写出版特色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