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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省 高 等 教 育

省 级 教 学 成 果 奖 申 请 书

成 果 名 称：崇德尚能，知行合一：“三化”实验教学

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邵艳秋 蔡雪 蒋舰 邢乐红 云观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名称：牡丹江师范学院

成 果 科 类：化学

类 别 代 码：0711

成 果 网 址：http://hgxy.mdjnu.cn/jxgz.jsp?urltype

=treeTree TempUrl&wbtreeid=10572

推荐单位名称： 牡丹江师范学院

推 荐 时 间： 2022 年 5 月 28 日



一、成果简介（可加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21-10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铜奖

（2项）
教育部

2021-10
iCAN 全国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

赛黑龙江省赛区选拔赛

一等奖（1

项） 二等奖

（1 项） 三等

奖（1 项）

iCAN 全国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

赛组委会

2021-08

“建行杯”黑龙江省第七届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金奖（2项）

银奖（2项）

铜奖（4项）

黑龙江省教育

厅

2021-08
“天正设计杯”第十五届全国

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

国家二等奖

（1项）

东北赛区一等

奖（1 项）

中国化工学会

中国化工教育

学会

2021-07
2021 年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

赛东北赛区

二等奖（1

项）

中国化工教育

协会

2020-09

第十二届工银融 e联“挑战

杯”黑龙江省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

银奖（1项）

共青团黑龙江

省委员会 黑

龙江省教育厅

2020-08
“建行杯”第六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1项）

铜奖（1项）

黑龙江省教育

厅

2019-08

“建行杯”第五届黑龙江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银奖（1项）
黑龙江省教育

厅

2019-07
“欧倍尔杯”黑龙江省第二届

大学生化工实验竞赛

二等奖（1

项）

黑龙江省化工

学会 黑龙江

省普通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

2018-08

“建行杯”第四届黑龙江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二等奖（1

项）

黑龙江省教育

厅

2018-05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第六

届创新创业竞赛

二等奖（1

项）

全国商贸协会

中国科技协会

2017-08
内地与港澳地区数字经济创新

创业竞赛

银质奖（1

项）

香港新兴科技

教育协会

2017-08

“建行杯”第三届黑龙江省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

三等奖（1

项）

黑龙江省教育

厅

2017-07
第十五届“挑战杯”黑龙江省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奖（1

项）

共青团黑龙江

省委员会 黑



龙江省教育厅

2021-12

基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

室管理体系建设与实验教学改

革

一等奖 （牡

丹江师范学院

教学成果奖）

牡丹江师范学

院

2020-01
基于课程-实验-项目-服务联动

的分析化学教学实践研究

二等奖 （牡

丹江师范学院

教学成果奖）

牡丹江师范学

院

2017-11

以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核

心的应用化学实践教学体系改

革与实践

一等奖 （牡

丹江师范学院

教学成果奖）

牡丹江师范学

院

2011-10
高师分析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

究

二等奖 （牡

丹江师范学院

教学成果奖）

牡丹江师范学

院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5 年 06 月 实践检验期:7年

完成：2022 年 06 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 字)

1.1 成果简介

针对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培养目标要求，团队深入分析实验管理和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思考和探索地方高校实验室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实践，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取得“以管促教”、“以德育人”的“三化”实验教学体系。

（1）资源管理“信息化”：①建立化学试剂电子信息库，根据化学试剂国家标准分类管

理，通过电子库能迅速查找到试剂存放位置、库存量、药品价格及生产厂家；危化品试剂电

子库平台能迅速查找和确认试剂是国家规定的八大危化品类别；②实验室安装门禁系统，搭

建大型仪器网上预约平台，学生通过网上预约自行进入实验室做项目研究，提高实验室利用

率；③实验室安全管理实行等级化、网格化机制，学生参与安全管理。

（2）培养过程“绿色化”：①优化开设项目，在完成课程目标前提下，尽量选择无毒无

害的实验项目；②教学设计“微量化”，实验操作做到取样少，操作规范，无浪费；③“三

废”处理有办法，将开设实验题目逐一分析，确定每个实验产生的废物及处理办法，解决实

验与环境污染之间矛盾。培养过程“绿色化”使实验室更好的服务教学科研，能培养学生树

立社会可持续发展意识，达到“崇德尚能，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

（3）实验教学“云端化”：针对无机、分析、有机、物化等四大实验教学中存在的对学



生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而目前还没有能力制作或者购买到相应的软件来解决实验教学存在

的问题，探索了基于问题体验的云班课“线上+线下”混合实验教学模式；学院工科办学时间

短，化工设备不足，学生工程技术培养缺失，通过化工仿真实验软件对实验模拟，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增强；设置小组合作学习，增强学生合作交流能力，达到师范院校培养具备教育能

力和技术工程能力的“双能型”目标。

1.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实验管理跟不上信息化发展要求，试剂存放管理混乱，实验室开放受制约，仪器使

用率低。化工设备陈旧，很多实验项目开不出，影响学生工程技术能力培养。

（2）反应产物、剩余药液残渣，常作废物简单处理，费用高、易污染、不安全，忽视了

其潜在的教育价值。如果据此让学生开展自主实验设计和微型实验研究，对于培养学生自主

创新的实验精神、严谨务实的专业素养、勤俭节约的良好品德、绿色环保的现代理念。

（3）实验教学方法陈旧，学生“照方抓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得不到锻炼。教师实验教学改革意识不强，不利于教科研促进自身的专业化成长。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 字)

（1）管理提升，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实验室资源管理“信息化”

实验室信息化建设是实验室管理的必然趋势，“互联网+”时代要求实验室管理信息化。

首先根据化学试剂的形态、挥发性、毒性、危险性将库存试剂分类管理，并建立化学试剂电

子信息库, 试剂存放地点、试剂库存、出入库时间等能迅速查到, 能避免重复购买, 做到账

物相符, 动态管理；完成门禁系统安装，建成实验室和大型仪器网上预约系统，实现实验室

开放，学生能够通过线上预约，自行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提高了实验室和大型仪器利

用率，提升学生的科研热情和工作效率，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实验保障。对实验室开放

出现的教师短缺问题，选拔品学兼优学生来管理实验室，即解决实验室人员不足，又提高学

生的自主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深入推进，实现实验教学“绿色化”人才培养过程

“以管促建”，实验室安全管理采用等级化和网格化机制，将实验室按危险源划分为

轻、中、较高和高四个风险等级，对较高和高风险实验室重点监控；日常安全管理中，把实

验室按楼层划分网格单元，组建网格长和巡查员，巡查员由学生担任，排查安全隐患同时提

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实验教学中实验室“三废”处理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缺乏系统的实验

室废液处理办法。课题更新实验教学理念，建设“绿色化”动态调整教学体系，对废液产生

量比较大的四大化学实验项目从开设项目设置“源头”抓起，在保证课程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设置无毒无害实验并对实验内容逐一分析，研究相应的废物产生及处理办法；开展“微型

化”实验教学，避免产生过量废物；严格要求学生操作过程不出现跑冒滴漏等现象，使学生

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培养学生“绿色化”、“安全化”实验理念和道德理念。

（3）实验改革，实验教学“云端化”，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推动新技术支持下教育的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成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有益补充。改

变传统学生“照方抓药”的实验教学方法和模式，创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探索混合式教

学模式有十分重要作用。本项目在四大化学实验教学中以云班课为平台课前将制作的动感

Flash 或 PPT 上传到“云端”，实现学生线上体验的预习目的，与线下指导有机结合，实验

课教学质量较大提升。



搭建仿真实验室，线上虚拟仿真实验起预习辅助作用，线下传统实验为核心，对教学起

到巩固强化的作用，仿真实验也使在真实环境难以实现的实验借助虚拟实验完成，“虚-实”

结合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虚拟实验平台。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 字)

（1）自建“化学试剂电子信息库”，提升信息化管理效率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实验室信息化管理，项目建立了两套有效的试剂电子信息库，将化学

试剂按无机、有机、危化品等进行分类，每类再进行次级分类，如无机试剂又按酸、碱、盐

等分类，在信息库中能迅速查到每种试剂存放位置、库存量等，档案资料精准，根据库存制

定采购计划能满足教学科研需求又不浪费。危化品试剂电子信息库可通过互联网确认某种试

剂是国家规定的“危化品”类别，并可从互联网平台下载 MSDS，了解各种危化品试剂的使用

要求，以保证试剂使用安全。

（2）创新“三废”处理方法，提升学生“绿色化”意识和能力

“三废”处理一直是实验教学、管理中的难题。课题深入研究并成功制定了一套学院开

设的四大化学实验课的“三废”处理办法并展开教学实践，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在教学过程

中要求学生自主管理实验产生的废物，培养学生节约、环保、安全理念，促进学生自我管理

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研究设计能力的发展。结合第二课堂指导学生自主研究三废的无害处

理、再生、再利用方法，改变了过去实验教学中的两大问题，一是“三废”处理不及时，造

成对环境污染；二是在实验教学中对学生绿色环保意识培养缺失。成果的使用提升了学生社

会责任感，贯彻“崇德尚能，知行合一”的宗旨。

（3）开展“基于问题体验”的翻转实验教学模式，提升实验课教学质量

根据 OBE 教育理念，推进实验课程改革创新，创立“基于问题体验”的翻转实验教学模

式：①教学资源：把实验常见问题按操作技巧、药品性质、成败关键、危险事项、应用价值

五类制作实验教学视频课前上传“云端”，体现建构主义“随机通达”教学理念；②教学目

标：学生通过观看教师录制的实验操作等方面的视频实验操作过程，完成教学动感体验，调

动学习积极性；③教学组织：采用“云端”自学，分小组讨论，开展线上学习交流，完成预

习环节,线下实际操作时成功率大大提升。以问题为导向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收到非常好的教

学效果。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 字)

（1）成果受益面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和实践能力提高显著

项目实施以来，学生受益面显著扩大。该成果实施以来，累计受益学生两千余人。学生完

成 66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发表论文 42篇，参加“天正杯”、“挑战杯”、“互联网+”

等各类学科竞赛 50余场次，近 5年获得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 26项。2021 年在中国国际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 2项国家铜奖，省赛“金奖”。

实验室管理效率提升，学生实验研究得到充分保障，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近五年毕业生考研率在 30%左右。国内很多初高中、企业对化学专业毕业生满意度提

高，近五年平均就业率为 97.79%。涌现出一批扎根龙江、振兴地方的优秀毕业生人才，如荣

获“林甸县青年教师技能大赛特等奖”的 17级毕业生曹润雨，荣获珍宝岛药业有限公司劳动

模范的 15级毕业生曹春生。

（2）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升教师教学科研水平

团队在实验改革研究中取得较大成绩，获得校教学成果奖 4项。完成 10项教学改革项

目，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10多篇。以科研促教学，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发挥重要作用。近几年发表科研论文 32篇，出版教材 2部，专著 5部，专利授权 3项。2018

年学校第一篇高被引文章发表、2019 年学校第一篇 1区文章发表带动科研水平，2021 年发表

SCI 文章比上一年增长 80%。学院基础化学教学团队、功能材料科研团队连续几年获校优秀团

队奖励。

教师发挥服务地方功能，走出实验室，跃上“生产线”，为企业、为社会开展技术指

导，为宁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开展培训 20多次，为社会做食品分析检测等服务平均每

年 30多次。蒋舰老师利用寒暑假到“长春市三化实业化学有限公司”开展技术指导，为企业

做市场策划。

（3）同行充分肯定，社会广泛关注

牡丹江大学、四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等单位对学院建立的化学试剂电子库很认可，认为



这种办法经济适用能解决实际问题；宁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用“三废“”处理办法解决实

验产生的废物。科研创新成果市场化，“互联网+”大赛中获奖项目研发成果已与地方企业签

订产品意向合同;研究生联合培养提升教师科研前言把握能力，研究生学术能力显着提升，与

大连化物所、黑龙江省科学院高技术研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等研究

单位联合培养，学生得到联合培养单位高度认可。

4、开展校企合作，推进研究成果市场化

蒋舰博士指导学生用五年时间研发的“耐湿热耐高温水性汽车门护板内饰胶粘剂”已经

获批专利并在企业小试，已经建立校企合作意向，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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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持

单位名称
牡丹江师范学院 主管部门 黑龙江省教育厅

联 系 人 邵艳秋 联系电话 0453-6511522

传 真 邮政编码 157011

通讯地址 牡丹江市爱民区文化街 191 号

电子信箱 Shaoyanqiu1969@163.com

主

要

贡

献

1、负责对《崇德尚能，知行合一：“三化”实验教学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进行组织和审核。

2、对项目理念、工作、成果进行指导和审核。

3、推进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大力支持研究团队在实验室信

息化管理和实验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研究。

4、组织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组织参加各级各类学科

竞赛。

5、为项目实施提供实践机会和拓宽成果的推广。

单 位 盖 章

202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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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黑龙江省教育厅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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