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表 说 明 

 

 

1．申请编号由学会统一填写； 

2．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 个汉字； 

3．成果曾获奖情况不包含商业性奖励； 

4．成果起止时间指研究时间（教育研究类）、实践检验时间

（教育实践类）； 

5．申请书用 A4 双面打印，正文内容应不小于四号字。需签

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 



一、成果简介 

（一）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我国传统高等农业研究生教育普遍重科研轻教学。研究生课程的教学

理念落后，课程形态、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教学手段陈旧，培养的

“人”价值目标不够明确，亟待改革。 

项目组 2014 年起，遵照“协同共建、创新驱动、产出导向、价值塑造”

改革理念，围绕《生物信息学》课程和课堂教学开展了系列综合改革，构

筑了课程思政教育深度融入的“一体三协双核”生物信息学课程教学新范

式（图 1），主要解决了教学理念和新时代育人新要求不适应、课程资源

和学生学习需求衔接不到位、教学模式和教学目标达成对接不精准、课程

教育和创新思政教育耦合不紧密等研究生教学实践问题。 

 

（二）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基于学生为主体思想，强化教学目标提升，重塑课程育人大纲。基

于 OBE 理念，创新授课方式和教学方法等，凸出学生主体地位；将课程

教学大纲升级修订为课程育人大纲，重构“新四阶式”课程目标。 

2、基于课程建设共同体，强化教学资源建设，推动课程合建共享。联



合高校院所、行业企业等，建设课程“建设共同体”和“虚拟教研室”，

通过“四共建”，打造“新形态”课程，实现即时共联，打通学生碎片化

学习、团队跨域无碍交流、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间最后一公里。 

3、基于多维度教学改革，强化教学过程创新，激发课堂教学活力。实

施名师引领名课工程，通过数字赋能和机制创新，推进课程教学模式、教

学组织、教学方法、考核评价等深度改革，疏通师与生、教与学间的堵点。 

4、基于新农科教育要求，强化课程思政教育，促进学生价值追求。依

托省课程思政示范课育人载体，将课程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显著激

发学生的责任意识、家国担当和学术热爱。 

（三）创新点 
1、形成了“一体三协双核”课程教学新体系。多元主体联动推动课程

和课堂深度改革，构建起“价值引领、创新驱动、产出导向、协同育人”

的新型课程教学体系。 

2、打造了思政教育全程浸润“有温度”课堂。将课程育人贯穿课堂教

学和课后延伸教育各环节，推动课程思政教育“全覆盖、真渗透、见实效”，

使课程教学既有深度更有“温度”。 

（四）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1、教研建设成果丰硕。课程被认定为省优秀研究生课程、国家一流课

程等；获批教改项目 8 项（国家级 4 项）；获教学成果一等奖 3 项。 

2、育人实力不断增强。新增全国林草教学名师等省级人才（荣誉）6

人；建成作物学博士点和农学国家一流专业；主编的国家规划教材《生物

信息学》获省优秀教材等。 

3、培养质量大幅提升。直接受益学生 1114 人，100余名国内外深造，

涌现出徐洲更（以共一在《Science》发表论文）等大批优秀学子代表；学

生国际竞赛获奖 9 项（金奖 7 项）。 

4、成果辐射影响广泛。发表教改论文 6篇；辐射 69门课程获省一流

（优秀研究生）课程；成果吸引 40余所高校借鉴使用，受益超 37万人次。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刘庆坡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 年 04 月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浙江农林大学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8906513960 现任党政职务 

现代农学院党

委副书记、副

院长（主持工

作） 

邮    箱 liuqp@zafu.edu.cn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通讯地址 杭州市临安区武肃街 666 号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22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 1） 

2022 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 9） 

2021 浙江省生物信息学学会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1） 

2021 教育部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农学（排名第 1） 

2021 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生物信息学》（排名第 1） 

2021 浙江省第一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生物信息学》（排名第 1） 

2020 浙江农林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1） 

2020 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排名第 1） 

2020 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生物信息学》（排名第 1） 

2019 浙江省本科院校“互联网+教学”优秀案例一等奖（排名第 1） 

2018 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一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排名第 1） 

主 

要 

贡 

献 

2018 至 2021 年担任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分管研究生教育

副院长，2021 年至今任现代农学院主持行政工作副院长，主管学院研究生教

育工作，为国家一流课程、省优秀研究生课程、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生物

信息学》的课程负责人，全面负责本成果的研究与实施。 

1、系统提出作物学等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改革的理念与举措。明确提出

要培养知识、能力、素质、人格俱佳的高素质高级专门人才，并构建与之相

适应的“一体三协双核”课程教学体系；提出要数字赋能，改革传统课程和

课堂教学方式，建设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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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目录 

1.成果报告（不超过5000字）； 

2.其他相关支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