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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1.推荐表中所填写材料均真实、有效，无虚假信息。 

2.充分尊重并维护评审全过程的公平公正，遵守评审纪律。绝不以任何

形式干扰评审过程、评审结果。 

3.若查实有任何失实、失信行为，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影响，自愿承担一

切后果。 

 

 

承诺人（签名）： 

      202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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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届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名师奖推荐表 

（2024 年） 

基本情况 

学院（部）：理学院 

姓名:张莉 性别:女     1977 年 7 月生 

   

职称: 副教授 最后学历：博士研究生 

   2004 年 6 月参加工作   2004 年 6 月到本校工作 

手机号:13693295175 

 

Email:151000002@qq.com 

 

学习及培训经历（从读

本科写起） 

（包括起止时间、学习单位、专业、全日制或在职） 

1994—1998 山东师范大学 化学系          理学学士  

1998—2001 青岛海洋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理学硕士 

2001—2004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理学博士 

2004 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 合格 

2005 全国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协作委员会 教育技术一级 考核合格 

2012 北京语言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  

工作经历 

（包括起止时间、工作单位、岗位职责、技术及行政职务） 

2004—2010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讲师     教学科研 

2011—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副教授   教学科研 

2012—2013 斯坦福大学化学系 访问学者 

2020—     中国农业大学 理学院 化学系 无机分析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 

2021—     中国农业大学 理学院 教工化学二支部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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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兼职情况 
《农药学学报》兼职编辑 

 

1、本次评审教学观摩课程： 

课程名称 无机及分析化学 

备选观摩内容：请列出 20 个观摩内容（覆盖各章节，每个 20 分钟），评审当场抽取一个试讲。 

1、多重平衡 

2、酸碱滴定应用 

3、配位化合物及其应用 

4、滴定分析法 

5、高锰酸钾法 

6、缓冲溶液 

7、溶度积原理 

8、沉淀的溶解  

9、吉布斯-亥姆霍兹方程 

10、溶液依数性 

11、误差与数据处理 

12、胶体 

13、氧化还原反应 

14、催化剂 

15、配位滴定 

16、氧化还原滴定  

17、吸光光度法 

18、电势分析法 

19、酸碱质子理论 

20、分子间作用力 

2、师德师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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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本人在教学中体现师德师风的具体事例（500 字左右） 

本人爱党爱国、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甘于奉献。自 2004年入校工作以来，工作兢兢业业，认

真备课，刻苦钻研，严谨治学；尊重关爱学生，深受学生喜爱和好评；秉持学术良知，师德师风优良。 

主讲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环境分析化学、环境分析化学实验等。 

 

多年来坚持学习和提高自己，努力做学生积极学习和生活的榜样。经常在第二节课开始之前，和

学生分享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趣事和感悟。每学期结束时请学生写课程总结，并强调写邮件时一定

要有抬头和落款，培养良好的交流习惯。每年都有很多同学会在邮件里提到在化学课堂上曾听过的趣

事，觉得老师很接地气和亲切。 

    陈劲宏同学是园艺专业 2021 级本科生，高考时未选考化学，化学基础极其薄弱，但经过本人的

不断鼓励和他自身的不断努力，在期中考试拿到 86 分，期末总评优秀。目前已保送中科院微生物所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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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龙同学是动医专业 2018 级本科生，参加专业科研训练时遇到与数学相关难题，本人帮助其

联系数学系同事协助解决，该同学本科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2 篇高水平论文。2023 年保送西安

交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另外还有一位 2021 级园艺专业的少数民族学生，高中阶段在新疆当地成绩拔尖，但入校后发现

和其他省市生源的同学基础差异显著，失去自信，且由于语言障碍和同学交流较少，情绪低落。本人

在结课后专门回信勉励了她，并在之后的多次偶遇中交谈并开导，发现她开朗和积极了许多，目前正

在备考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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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教学情况 

内容 是否利用 内容 是否利用 

课程介绍 
是 

课前预习 
是 

教学大纲 
是 

布置作业 
是 

教学日历 
是 

在线测试 
是 

教学课件 
是 

教学邮箱 
是 

视频资料 
是 

答疑讨论 
受学科限制，采用网络教学

平台与现场答疑、微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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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邮箱答疑等方式相结合 

拓展资料 
是 

  

4、近五年承担其他教学工作（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填写要求：此处仅填写“其他教学工作”，例如按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校级 URP、北京市大创项目、国

家大创项目，培养研究生（硕士、博士分别填写）等。课堂教学（本科生、研究生）单独填写附件 4、附件 5。） 

起止时间 工作内容* 累计学生数 

2019.1-2019.6 指导 2015 级学生北京市大创项目 

2020 年被评为优秀项目 

3 

2019.2-2019．6 指导 2015 级学生毕业设计 4 

2019.7 指导 2018 级学生校外教学实习  

农业认知实习 

120 

2019.7 指导 2018 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河

北省浆水镇支教调研”  

5 

2019.1-2019.12 指导 2016 级学生校级 URP 项目 3 

2020.1-2020.12 指导 2018 级学生校级 URP 项目 1 

2021.1-2021.12 指导 2018 级学生校级 URP 项目 1 

2023.5 指导中国农业大学“强理兴农”魅力

化学科技创新竞赛暨“第四届全国

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华

北赛区校内选拔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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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 5 年主要教学研究论文、著作及编写教材情况（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内容 

（论文/著作/教材） 
名称 期刊名称、卷次/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教学研究论文 
农科普通化学稀溶液依数性的情

景教学实践与教学难点思考 
大学化学 2022, 37(8) 通讯作者 

教学研究论文 
新农科背景下提升新生化学实验

课教学质量的探索研究 
大学化学 2022, 37(8) 

教学研究论文 

中美涉农高校普通化学课程比较

与新农科背景下纯英文授课的初

步探索和实践——以中国农业大

学与康奈尔大学合作办学为例 

大学化学 2022, 37(8) 

教学研究论文 
创建交互式校本云教材 提高化学

实验课教学质量 
中国农业大学《视导通讯》2022 

教材 定量分析简明教程（第 3 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9 主编 

教材 普通化学（第 4 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9 副主编 

教材 普通化学学习指导（第 2 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9 副主编 

教材 普通化学实验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9 副主编 

教材 定量分析化学实验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9 副主编 

   

   

6. 近 5 年承担教学改革项目情况（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起止日期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经费 

（万元） 
主持/参加 

2019.1-2019.12 
将环保理念融入《环境分析化学》

教学实践中 
中国农业大学  主持 

2020.1-2020.12 
优化《环境分析化学》教学，培养

新时代高素质人才 
中国农业大学  主持 

2021.1-2021.12 无机分析基层组织建设探索与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  主持 

http://www.dxhx.pku.edu.cn/CN/10.3866/PKU.DXHX202207006
http://www.dxhx.pku.edu.cn/CN/10.3866/PKU.DXHX202207006
http://www.dxhx.pku.edu.cn/CN/10.3866/PKU.DXHX202207006
http://www.dxhx.pku.edu.cn/CN/10.3866/PKU.DXHX20220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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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21.12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深化《无机及分

析化学》教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主持 

2022.1-2022.12 
无机分析基层教学组织课程思政建

设与探索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  主持 

2022.1-2022.12 
普通化学实验Ⅱ全英文教学的 

实践与探索 
中国农业大学  主持 

2023.1-2023.12 

基于跟踪学科发展前沿，培养学生

综合能力的《环境分析化学》教学

探索与实践 

理学院  主持 

2022.1-2022.1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混合教学

能力师资培训 
教育部产学研  参加 

2021.1-2021.12 
大学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数字化教学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教育部产学研  参加 

2023.1-2023.12 化学实验思政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  参加 

2022.1-2022.12 
重思政、促融合、拓应用-无机及分

析化学教学改革探索 
中国农业大学  参加 

2022.1-2022.12 
理论与应用融合式教学法在全英文

化学授课中的探索 
中国农业大学  参加 

2022.1-2022.12 

全方位、立体式《无机及分析化学

实验》教学思政育人体系的构建与

探索 

中国农业大学  参加 

2020.1-2020.12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混合式教学

实践与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参加 

2023.1-2013.12 
基于专业交叉融合和课程育人的大

一化学类课程建设与实践 
理学院  参加 

2023.1-2013.12 
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导向的《基础

化学实验》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理学院  参加 

2023.1-2013.12 
“雨课堂”联用“腾讯会议”改善

《基础化学》线上教学 
理学院  参加 

7、近 10 年个人综合及教学方面获奖情况（2013 年 8 月—2024 年 7 月） 

时间 获奖名称 等级 颁奖部门 
本人 

排名 

2017 
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一

等奖 
省部级 北京市教委 1/2 

2016 优秀教师 校级 中国农业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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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优秀共产党员 校级 中国农业大学 1 

2022 
第三届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教学

创新大赛副高组 优秀奖 
校级 中国农业大学 2/4 

2024 
第四届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教学

创新大赛副高组 三等奖 
校级 中国农业大学 1/4 

2023 
中国农业大学“魅力化学” 

科技创新竞赛 二等奖 
校级 中国农业大学 2/2 

2023 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校级 中国农业大学 2/5 

2022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优秀党员 院级 理学院 1 

2023 
“双百计划”优秀教学案例

——“理育@农”课程思政 
院级 理学院 1 

2023 
“双百计划”优秀教学案例

——“理育@农”课程思政 
院级 理学院 1 

 

8、本人开展教学改革特色工作简述 

作为理学院化学系无机分析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负责无机及分析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基础化学、基础化学实验等课程教学，课程覆盖强基、生科、食品、农学、植保、园艺、动医、动科、

环境、草业、水产、设施、葡萄酒、草坪、机械、农工、土科、园林、水利等专业，年授课对象 2200

人左右，约占全校大一新生总数的 2/3。定期组织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和培训新教师，促进新教师快

速成长（以 2022年秋季学期为例，组织线上线下教研近 20次）；推动全面启用电子阅卷；积极推动

线上课程建设，作为主要参与人建设了《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云教材；开展学情调查（5次），了

解大一新生的化学实验基础和在校学习情况，并针对其意见和建议及时进行调整。 

1.重视思政教育 

教学过程中，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并加强思政教育，带领教学团队共同探讨，认真推敲，深

挖思政教育元素，找出了教学内容蕴含的立德树人案例，形成较为系统的课程思政案例库。 

 

教授的大部分课程面向大一新生，每年开学第一课，分享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并就学生关心

    

理想信念 
爱国主义 
传统文化 
 

辩证唯物主义 
诚信 严谨 
实事求是 
合作精神 

化学与相
关专业融
合意识 
知农爱农 

利用所学
化学知识
减少污染 
治理污染 

  

发现美 
欣赏美 
创造美 
传播美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价值观
教育 

科学
素养
教育 

专业
素质
教育 

环保
教育 

美育
教育 

健康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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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开展全方位指导，使学生能够真正能够感受到老师的关怀、期望和满满的正能量，更加明确学

习和生活的目标，信心十足地开始大学生活。 

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1） 组织学生对其所在专业的教师进行访谈，集农大教师集体经验和智慧托举学生，提高学生综

合能力。 

 

A B 

D 

C 

E F 

了解化学在其专业中

的实际应用，更加重

视化学学习 

加深对本专业和科学

研究的了解，更加热

爱专业 

受教师严谨治学、爱岗敬业、

奉献精神的熏陶，从而树立更

加远大目标 

学习遇到困难时应

保持的心态和坚持

的意义 激发内驱力，从“要我

学”变成“我要学” 

提高交流、合作、语言

组织能力。 

访谈 

目的 

 

 

学生采访专业教师的过程既是一项教师的育人活动，也是一项以学生问题为导向的自我实践育人

活动。2−4人一组，分工合作，共同讨论题目、联系老师、敲定采访时间、采访方式、和老师交流、

整理资料，并写出采访感悟，因此这是一次“润物细无声”的自主教育。 

（2）组织学生进行化学及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科普论文写作。 

为培养学生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意识和责任感，引导学生开展科普文章写作，包括： 

⚫ 科学辟谣：鉴于农民精神文明和科学知识相对欠缺，请学生针对网络上的一些伪科学论调，

用化学知识进行科学辟谣。 

⚫ 社会痛点问题：通过查阅资料，找到解决痛点问题的思路或办法，关注点有智慧农业、环境、

健康、农药的正确使用、塑料的危害及使用注意事项、农村垃圾处理、食品安全、环境保护、

审美等与化学相关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专业融合：将化学在其专业某领域中的应用撰写成课程论文，加深对自己专业的理解。 

通过撰写科普文章，培养了学生查阅科技文献、组织语言、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学生的分工、

团结合作精神。通过此项活动，学生们更加关心民生问题，增强了新农科学生知农爱农、科普惠农的

意识和能力。 

成果：论文+图片/视频，择优发布到课程公众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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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06 
02 

01 

学生 
自主选题 

教师指导 
查阅 

文献方法 学生合作 
查阅文献 

学生合作 
撰写文章 

教师给出 
修改建议 

学生修改 
定稿 

 

 

3. 重视开发和运用线上资源，推进教学方式“多元化” 

传统教学的主场是课堂教学，通过精心教学设计，将教学知识点、思政元素系统贯穿于课堂讲解、

师生互动、实验报告的撰写等各个环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水到渠成”式的融入。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课程依托新形态教材和教育部产学研项目，建立了融入思政元素的云教材和

云班课，方便学生进行课程的预习和复习，且实现了随时随地的掌上思政。 

同时，借助网络教学平台、雨课堂、微信等平台发布相关资料供学生课下自学和提高。 

如：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团队在传统的线下教学（板书+PPT）的基础上，增加了雨课堂、微信群、

慕课和“中农化语”微信公众号推送等形式进行补充。 

“中农化语”微信公众号，主要推送三部分内容：教师访谈、科普文章、创新能力培养等，从而

实现思政教育和专业融合教育最大化。“中农化语”微信公众号 LOGO理念如下： 

 

禾苗在阳光照射下，茁壮成长，硕果累累！ 

元素周期表代表化学对农业学科的支撑！ 

绿色代表农业、农大。 

新农科学生的成才 

离不开党的光辉的照耀， 

离不开农大广大教师的托举， 

离不开化学对各农业学科的支撑。 

①教师访谈录推送 

征得受访教师同意，教师访谈录发布在课程公众号上，这使得每个同学不仅在本组的访谈过程中

培养能力、接受教育，并且可以看到其他很多位老师的科研收获、经验、教训、人生感悟等，也许某

位老师的一句话能改变某个学生的一生。 

所以，通过同学共享访谈录，集农大教师集体智慧和经验、共同托举，实现了思政教育和专业融

合教育的最大化，使新农科学子少走弯路，踏实、奋进、努力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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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科普文章推送 

通过撰写科普文章，培养学生查阅科技文献、组织语言、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学生的分工、团

结合作精神。通过此项活动，使学生们更加关心民生问题，知农爱农，增强新农科学生强农兴农、科

普惠农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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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创新能力培养 

创新能力培养栏目旨在通过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分析问题、综合知识点解决问

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其创新能力。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Sharpless教授曾在天津大学发表演讲，

其演讲内容能够对同学们的创新思维有所启发。 

4. 教材建设方面：传统教材、新形态教材和云享数字化教材相结合 

近 5年来，团队教师主编教材 3部，副主编教材 6部，其中 2部为新形态教材。数字化教材充分

发挥信息技术优势，融合了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元素，表达更加生动形象，有利于互动

交流和分层施教，也更便于修订和完善，能实现对教学内容、教与学活动的立体化重构。2023 年获

得中国农业大学“大国三农”系列规划教材立项，正在建设《无机及分析化学》云享数字化教材。 

 

9、推荐、评审意见 

学院推荐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202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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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评审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2024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