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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优秀教师光荣榜
宋冬冬，男，工学博士，副教

授，电气工程专业教学部主任、机

械工程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河

北省学位信息注册优秀个人、校

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近

5 年来，获得教学质量评价优秀 4

次，线上教学竞赛一等奖 1 次，自

制教仪一等奖 1 次，课程思政优

秀案例一等奖 1 次。主讲的《电力

系统分析》课程被评为校级一流

本科课程、线上精品课程、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负责的电气自动化

教学团队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学团队。指导本硕学生参加各类比

赛，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项，挑战杯大赛和

“互联网+”大赛 4项。以第一作者累计发表科技论文 16篇，

SCI检索 1篇，EI检索 5篇，核心期刊 6篇，授权发明专利 5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 3项。

孙成振，男，博士研究生，副教

授，九三学社社员，现任蔬菜教学部

主任、河北省特色园艺种质挖掘与

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

讲授《蔬菜育种》《园艺植物育种与

良种繁育学》等课程，荣获第十届、

第十一届教学骨干，先后主持全国

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研究生教育管理项目、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等

项目，作为第一完成人建成《园艺植

物育种与良种繁育学》省级研究生

课程思政示范课 1 门。主要从事黄瓜遗传育种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先后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等项目，发表论文 30 余篇。先后获得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

次、燕赵英才 A 卡人才、河北省“冀青之星”、河北省蔬菜领域青年学术

英才、国家级科技特派员等荣誉称号。

王晶，女，硕士研究生导

师，副教授，教育学院教育心

理教学部主任。担任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秦皇岛市心理卫

生协会副理事长、秦皇岛市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中心青

少年心理健康专家、秦皇岛市

健康影响评估专家委员会成

员、秦皇岛市检察院检察官助

理。荣获首届中国职业技术师

范院校教学技能大赛 （教师

组）一等奖；河北省高校青年

教师教学竞赛（决赛）一等奖；秦皇岛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

等奖；秦皇岛市“三八红旗手”以及学校“教学名师”“教学十星”

“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获得河北省第十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三等奖；河北省一流课程主持人；河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第

二名）；出版专著 3 部，教材 1 部；主持国家级、省级课题 10 余

项；获得省级领导批示 1项，市级领导批示 1项；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 10 余篇。

韩璐，女，博士，副教授，应用化

学教学部主任，博士毕业于哈尔滨工

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美国杜

克大学访问学者。多年来一直从事纳

米能源材料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先后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3项、省级项目 3项，在国内外学

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

中 SCI索引 10篇，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9项。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获得国

家级三等奖，省级特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各 1 次，获得 22 年挑战杯省级

优秀指导教师，指导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获得省一等奖二等奖各

1 次，获得 22和 23 年学创杯省级优秀指导教师，指导双创项目国家级

1项，省级 2项，获得 22 年创新教育工作优秀指导教师。

邢妍，女，中共党员，副教

授，现担任工程管理教学部主

任、工程管理专业带头人，校

级一流工程管理专业负责人，

校级《工程项目管理》线下一

流本科课程主持人。先后获评

巾帼建功标兵、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担

任《工程项目管理》等 3 门课

程，连续 6 年教学质量评价优

秀；曾获教师教学竞赛三等

奖、首届线上教学竞赛一等

奖；连续多年被评为教学骨干、教学十星。近三年发表 SSCI

学术论文两篇，主持省社科联课题 1项，出版本专业学术专

著两部，参研省科技厅项目 1项、河北省教学研究与改革项

目 1项。

任海，男，博士，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三

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

选，国家水生动物类兽医师。

2014 年博士毕业于上海海洋

大学和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联合培养水产养

殖学专业，毕业至今在海洋资

源与环境学院从事教学和科

研工作，并担任水产养殖学专

业专业带头人和实验室主任。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水产动

物疾病防治及分子营养学。工作期间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河北省人才工程项目各 1

项，主研市厅级以上项目 2项，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目前主要讲授《水产动物疾病学》、《水产动物营养与饲

料学》等课程，多次获得校级教学质量优秀和教学骨干称号。

陈丽娜，女，生态学博士，2012

年 7 月入职以来一直躬耕于教学一

线。近三年主持省级、校级教改项目

3项；荣获中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1项、首届高

校教师教学创新省级优秀奖 1项、

校级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青年

基本功竞赛一等奖 1项；主持校级

一流课程建设 1项，参与精品课程

建设、线上精品课程建设、课程思政

示范课建设多项；获批校级优秀教

学团队一个。秉持终身学习理念，不

断提升个人素质，不忘立德树人初

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自觉践行“四有”好老师标准，将努

力成为“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

付蕊，女，硕士，副教

授，第二外语教学部主任。

连续多年教学质量评价优

秀、获得多届教学骨干、

“优秀教学奖”荣誉称号。

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 英语

（综合）主持人；2021 年入

选省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和教学团队；2023 年在高

等教育出版社举办的外语

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活

动大赛获得特等奖；2022

年在校级课程思政优秀案例评选中获得一等奖；2022 年入选

校级思政示范课程（考研英语）。任职期间曾获得“优秀教师”

“师德标兵”“巾帼建功标兵”、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工作者等

称号。

蔡宁，女，讲师，外国语学院教

师，从教 14 年。全心全意立足于教

师本职工作，致力于教学改革和教

学创新的不断探索中。主讲了《英

国文学》、《当代英国小说选读》、《英

美作品选读与赏析》等专业主干课

和《英语（综合）》、《英语（视听说）》

等公共基础课，主讲课程多年评教

优秀。努力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积

极参加教师技能大赛，荣获课程思

政教学竞赛省级二等奖、全国外语

微课大赛省级二等奖、教师教学创

新大赛省级三等奖、“外教社杯”教学大赛省级三等奖，指导学生获得

省部级以上英语竞赛一、二、三等奖多次。同时，积极参与人才培养模

式、混合式教学、课程思政等方面的教学改革，主持并参研河北省省社

科联项目 4项、社科基金 1项、市社科联项目 9项、校级教改项目 4

项、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10 余篇。

安静，女，博士，文法学院讲师。

2013 年入职以来始终以校训精神

践行教师使命、展现科师风貌。抱敏

学之心强化本职能力。多次获校级

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年

度教学质量优秀、优秀研究生导师

等荣誉。2023 年获第五届全球华人

国学大典优秀传习作品奖。以修身

之本涵养个人品格。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间，应邀在韩国庆星大

学汉字研究所客座教授，深度参与

世界汉字图书馆建设项目。2019 年

11 月以域外汉字组主持人身份参

加第二届跨文化汉字国际研讨会。将乐业之技融进工作细节。积极组

织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大赛，并获多项二、三等奖，

代表学校获优秀组织奖。用创新之路思考工作效能。近五年海内外发

表一作论文 14篇，独著《隋唐墓志婉辞研究》获河北省重要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主持完成省级课题两项，第一组员身份参与国家社科

青年项目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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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主题教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

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

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和

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既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又在世

界共同发展中推进自身发展，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选择。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推动中国与世界携手并进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党和人民实践经

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

坚持并不断发展。新时代 10年伟大变革，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拼出

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党

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

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

设和局︱色主社义思︱和势︱时流不代︱和终
会局︱时势代︱和终
色思有育社想育︱色义︱主︱和局︱时于代︱和终
会、有国义︱世社社想育︱色义︱主︱和局︱时于︱色义教社感题︱和局︱时开代︱和终
主︱和势︱时展代︱感︱主︱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主︱和局︱时心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义题︱主︱和局︱时不代︱和终
会有︱和局︱时心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义题︱和局︱色主社义思︱和势︱时流不代︱弱
会、有国想︱世义题︱主︱和局︱时不代︱和终
会有︱和局
会、有国义︱世社义习年和定
世社义思︱主︱和局︱时和局︱色主社义思，代︱和终
会、有未和终
会局︱︱主︱和局︱主︱和定
主︱和势︱时特代︱和终
色、有国思︱世社义思︱和定
题社育感︱主︱和局︱教主社有和势︱时流不代社思题︱色义教社世育︱和局︱时历代︱和终
会代︱和终
会、有国前主︱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时一代︱和终
会、有、有国义︱世社义思︱和定
义感社想育︱主︱和局︱时和势︱时流不代国思︱世社义思︱和定
题社感︱主︱和局︱时类色代︱和终
会、有了主︱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主教社感题︱和局︱时阻主︱和局︱时历代︱和终
会、有国义︱世社义思︱和定
世社思题︱主弱
会、有国想︱世义题︱主︱和局︱时不代︱教社感题︱和局︱时中前︱和局︱时历代︱和终
会、有国义︱世社义合作共赢代︱和终
会、类途︱世社义思︱和定
世社义思︱主︱和局︱时的思共赢代︱和终
会、强︱和局︱时历代︱和终
会、有国义︱世社色思感主社感︱和定
想育︱主︱和局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社义思︱和定
世︱主终和局︱时心代︱和终
会、有国想史了归前主︱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时世时强代︱和终
会、有︱世社义思︱和定
感社感感︱主︱和局︱色主社义思︱和势︱时流�︱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主︱和局︱时心代︱和定世社义思︱和定
感社感感︱主︱和局︱色主社终
会、有国义︱世、终想︱世社义思︱和定
世社义思︱主︱和局︱育社题感︱主︱和局︱时时前︱和局︱时历代︱和终
会、有国义︱世社和局︱时合代︱和终
会、有光前主︱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义思︱强代︱和终
会、有︱世社义思︱和定
感社感感︱主︱和局︱色主社义思︱和势︱时流代︱和终
会、有国想明和终
会局︱︱主义思︱、有国想另和局︱时心代︱和终
会、有国想、国想︱世社义思︱和定
世社义思︱主︱和局︱︱色义︱和势︱时展代︱感流主社义思︱和势︱时习近平代︱和终
主︱和势
主︱和势︱时习代︱和终前主︱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时一题︱和终
会、有国义︱世社义思︱和定
义感社想育︱主︱和局︱时强代︱和终
会、有恃主︱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主︱和局︱时心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义题︱主︱和局︱时不代︱和终
会有︱和局︱时所代︱和终
会、有国义︱世社义思︱和定
世社义思︱主︱和局主会、有国想︱世社义思︱和定
世︱主︱和局︱主︱和势︱时取中代︱和终
会、有国强世社义思︱和定
义感︱主︱和局︱时，代︱时的思想代︱和终
会、有︱世社义思︱和定
世︱主︱和局︱时类代︱和终
主︱和势︱时展代︱强主︱和局︱时国代︱和终
会、有国想︱世︱主︱和局︱时心代︱和行
会、有国想︱世义题︱主︱和局︱时不代︱和终
会有︱和局︱挡︱和局︱时历代︱和终
会、有国义︱世社色思势代︱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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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既矛临环危同治战杂对多际危列并危治矛既同对多际危列创
境对带来危杂危列性危治
杂危列并危治推理危盾经环危同对多际危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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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危杂重环危同对多际危列创
同对多际危杂危列性危治实加理危列马
复既矛临环杂危列性危治临理危境
复既矛临多危同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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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既矛临环危同危杂来危战多危杂危列性危治党危战多带对盾境环带来危杂危列性危治
杂危列并危治推理危盾验杂危列性危治临理危境
复既矛临多危同对列
杂危列并危治推理危重
复既矛临环危同多境危杂危列性危治护理危理危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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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既经环危同对多际危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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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既对多际理危列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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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危列并危治推理危盾实理危列马
复既矛临多危同对多际危列创
列加理危列马
复既矛临矛既矛临环危同对多际危列创
盾对盾盾危杂列
理危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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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既矛临际危同对多际危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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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列创
同危杂促同对多际危际环列性危战杂对多际际环多际杂杂来危战多危杂危列性动危列性危治在理危列马
复既矛临多危同对列
临际环临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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