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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才培养工作和成效

202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下简

称示范中心）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贯彻“以学生为中

心、以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为驱动”的教学理念，打造“思政引领、科教融合、赛

创同行”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着重培养学生科学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助

力哈尔滨工业大学“双一流”和“新工科”建设，培养新时代杰出人才。

（一）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2021年示范中心为全校 13个专业或集群的本科生开设实验课程 39门，其

中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31门（基础实验课程 9门，专业实验课程 11门，创新实

验课程 7门及全英文实验课程 4门），涉及实验项目 185项，服务 2000多人次。

疫情期间，部分实验无法正常开展线下教学，示范中心利用线上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和教学视频，圆满完成了实验教学任务。

本年度，示范中心获得学校实验教学日常运行经费和实验室建设项目资助共

计 379万元，主要用于仪器设备更新、实验室环境和安全设施改造及实验耗材购

买等，为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实验教学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化学基础实验教学均已实现学生独立操作实验设备，在大型仪器设备相

关实验中，可满足 3~6人/台套。示范中心组织举办了第九届“聚合杯”化学实验

技能竞赛暨第一届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学知识及实验创新竞赛，为我校学子提供了

展示化学理论与实验技能的平台，也为培养学生实验创新能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人才培养成效

本年度本科生参与发表 SCI论文 13篇，学生参与授权发明专利 3件，在国

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获奖 4项，获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 1

名。在示范中心师生共同努力下，本科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较好成绩，国家

级及省级奖励 8项，如下所示：

 国际创意顶点设计大赛第一名；

 黑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化工实验竞赛省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

 第十七届“挑战杯”创意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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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微瑞杯”东北赛区一等奖 1项、二

等奖 2项。

二、人才队伍建设

示范中心本年度固定教职工 27人，其中有正高级职称 19人，副高级职称 5

人，中级职称 3人。示范中心现有国家级人才 10人，博士生导师 18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为 91.4%。队伍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年龄

结构均较为合理。2021年，韩晓军教授、于淼教授和卢松涛教授被评为国家级

人才，在职称评定中，王宇副教授和李扬副教授晋升为教授，马玉林高级工程师

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娄帅锋和高国林老师晋升为副教授，张红霞老师晋升

为高级工程师。

（二）队伍建设的举措

2021年，示范中心通过与执委会成员研讨，确定了疫情期间实验教学的工

作重点，鼓励教师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定期组织教学培训，深入交

流教学经验，推进实验项目改革，提升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水平。

示范中心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始终把师德建设和人才建设作为学科建设

以及实验教学与科研水平提升的关键，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培训和学习，开拓

教师视野，拓展教改思路，不断提高教师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王宇老师获全国

高等学校化工类专业优秀课程思政案例一等奖，李宣东老师获得校级实验教学优

秀奖，李中华老师获校级课程思政教学竞赛特等奖。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

示范中心实验课程建设始终贯彻以“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

为驱动”的教学理念，深化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依托信息化技术，完善教

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励学生自主学习。2021年《仪器分析实

验 B》、《无机化学（2）》、《有机化学 B》、《物理化学 B》和《大型晶体

硅太阳能电池设计与生产模拟虚拟仿真实验》五门课程获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出

版专著 2本。另外，“仪器分析实验”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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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示范中心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进行优化和改进，提升示范中心

实验教学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21年示范中心承担的省级以上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共计 16项，教改经费共计 21万元。在教学改革中，将 9项成

果转化为实验项目，提升了实验内容的高阶性和创新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助力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虚拟仿真实验在实验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示范中心坚持发展虚拟仿真实验

的持续建设。2021年获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7项。通过互联网与实验

教学改革相结合，构建完善的实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优化实验教学管理，提高

实验教学质量。

2021年度示范中心获得各类教学支持经费 379万，对实验设备进行更新、

扩组和维修，实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保障了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中心教师利

用现有资源，对实验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获批校级自制设备项目 4项，通过

自制设备项目拓展了实验内容、提升了实验的效果，打造具有高分子专业特色的

实验项目。为了更好地总结教学经验，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示范中心教师全年

发表教学论文 11篇。

（二）科学研究

2021年，示范中心固定人员获批科研项目 19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9项，省

部级项目 5项，横向课题 3项，项目总经费 1700余万元。发表 SCI论文 64篇，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软著 20件。吴晓宏教授团队获国防技术发明一等奖，徐平教

授团队获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黄玉东教授团队获黑龙江省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此外，王家钧教授团队获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示范中心马玉林高级工

程师、范瑞清教授和王平高级工程师作为骨干成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

委科技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

（一）信息化资源

示范中心多年来坚持信息化建设，一方面鼓励教师录制实验视频，对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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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难点进行详细讲解，方便学生反复观看，理解并掌握实验要点；另一方面

积极推进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利用虚拟实验完成一些危险系数较高的实验操

作，同时也能利用虚拟实验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规范实验的标准化操作。本年

度共建成《大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设计与生产模拟》、《核磁共振波谱分析虚拟

仿真实验》、《理离子电池安全性测试及关键因素虚拟仿真实验》和《TATB炸

药合成虚拟仿真实验》四个虚拟仿真实验。疫情期间，凭借教师录制的实验视频

和虚拟仿真实验，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圆满地完成了实验教学任务。基

于教学过程中的点滴积累，“仪器分析实验”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

新大赛一等奖。

（二）示范辐射

2021年示范中心承办了“欧倍尔-西仪服杯”黑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化工实

验竞赛，参赛人数达到 110人，促进了省内高校及化学化工专业师生的交流，对

提高省内各高校实验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面向校内学生，示范中心组织举办了“聚合杯”竞赛、创新论坛、明德讲堂、教

学经验交流会等多种活动，积极发挥中心的示范作用。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1) 2021年 7月 10日至 11日，示范中心组织承办了“欧倍尔-西仪服杯”黑龙江省

第三届大学生化工实验竞赛，共吸引省内 14所高校的 24支代表队共 110名师生

参赛。比赛分为化工原理笔试、化工仿真操作及化工原理实验三部分，72名参

赛同学分别决出了特等奖及一、二等奖，我院学生获特等奖和一等奖各 1项。作

为赛事竞赛组委会的主要参与单位，示范中心的领导和教师对参赛实验操作题库

及考试流程做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工程技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搭建了平台，促进了省内高校化工专业师生

间的交流，对于提高省内化工院校教学质量、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化工类

应用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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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 10月 24日至 10月 31日，实验中心组织举办了第九届“聚合杯”化

学实验技能竞赛暨第一届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学知识及实验创新竞赛。本届竞赛分

为实验技能竞赛和实验创新竞赛两个赛道，共有来自 13个学院或专业集群、48

支队伍、144名学生参与。本次竞赛为我校学子提供了化工学科理论与实验的竞

技以及化学化工实验创新能力展示的平台，不仅仅拓展了学生的理论知识视野、

检验了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水平，也为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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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年 7月 1日，在党的百年华诞到来之际，风云四号 B星成功获取首批高

精度高时效可见光观测图像，这是人们第一次可以肉眼清晰地看到分钟级的“风

起云涌”变化过程。此次 B星最新装载的“杀手锏”静止轨道快速成像仪是实现这

一功能的关键载荷。示范中心吴晓宏教授团队承担了快速成像仪箱体和遮阳罩的

研制任务。吴晓宏教授团队经过刻苦攻关，开发了一系列导电、导热、消杂光功

能材料，研制出我国首个超低污染、高稳定的导电导热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

箱体，以及首套高效杂散光抑制、超低污染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用蜂窝夹层结构

复合材料遮阳罩，为快速成像仪获得更高清晰像质提供了有力保障。

(4) 2021年 6 月 22 日，黑龙江省教育厅发布关于第二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

暨遴选推荐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结果中，李宣东教授级高工负责的《仪器

分析实验 B》，果崇申教授负责的《物理化学 B》，王宇副教授负责的《无机化

学（2）》，孙净雪副教授负责的《有机化学 B》和李春香高工负责的《大型晶

体硅太阳能电池设计与生产模拟虚拟仿真实验》被认定为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5) 中心选派三组选手参加由中国化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联席会主办的“微瑞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东北赛

区竞赛，获得一等奖 1项和二等奖 2项。由肖鑫礼、李欣为指导教师，杜淏霖、

朱文慧和黄海同学组成的代表队随后参加了在青岛科技大学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并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的答辩表现赢得了评委的肯定，最终以优异成绩荣获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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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王宇副教授荣获全国石油和化工教育青年教学名师

称号。王宇副教授还获得全国首届高等院校化工类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大赛一

等奖、全国高等学校化工类优秀课程思政案例一等奖，同时获得校教学贡献奖励

（教学突出奖）。李宣东老师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一等奖。

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示范中心实验教学教改立项项目偏少。实验教师平时实验教学任务繁重，

外出交流和培训的机会少，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不高。

(2) 示范中心数字化建设进展缓慢，且过分依赖软件开发公司，缺少具有鲜

明特色的虚拟实验。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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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学校共投入 379 万元，其中近 320万元用于实验室改造、增添

较大型的仪器设备和一些常规的小型实验仪器设备，改善了示范中心实验教学条

件，为化学化工类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另有 25万元用于建设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以及仪器设备的自制和改装；其余经费一方面用于购置实验开

设过程中的所必需的试剂和耗材，另一方面用于支持相关的教学研究和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