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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德师风、师资队伍建设 

1-1 师德师风建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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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

一”“六要”等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做融合养成行动自觉。 

将师德师风学习纳入学院领导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教

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将重要论述作

为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和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必学内容，增

强教师党支部政治功能。通过广泛学习，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责任单位：

学院领导班子、各教工党支部） 

2． 强化教师“四史”学习教育。将“四史”学习作为

全院教职工思想政治“必修课”，结合建党百年系列庆祝活

动，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线，强化“四史”学习教育。认真

落实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关于在全校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工作方案》《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研讨工作方案》要

求，按照《北京化工大学基层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

生活指南》的要求，组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专题组

织生活会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生动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引导全院党员教职工、领导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积极为师生排忧

解难。（责任单位：学院领导班子、各教工党支部） 

以多种形式组织教职工观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

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百年风华》《红船》、电视剧《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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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鸭绿江》《山海情》及《光荣与梦想》《觉醒年代》《大决

战》《功勋》等“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点剧目，

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

育，使全院教职工深入学习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

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 学习党的光荣传统、

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责任单位：学院党委、各教工党支

部） 

3．推动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突破。 聚焦青年教

师，开展专项调研，把握思想特点、行为特征及发展需求，

动态了解思想状况，加强思想引领，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

实际问题相结合，强化对青年教师的人文关怀。组织优秀青

年教师参加国情教育培训和高层次人才理想信念教育培训，

建设青年教师思想交流平台，拓展学习渠道、创新学习形式，

充分激发青年教师学习内生动力，做到不忘历史、不忘初心，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校、知史爱院。（责任单位：

学院领导班子、各教工党支部、系所中心室） 

4．开展师德优秀典型先进事迹宣传学习。利用“中国

教育发布”APP、“学习强国”等重要学习平台，深入开展

学习黄大年、李保国、卢永根、沧南等“人民教育家”“时

代楷模”、教书育人楷模、最美教师、优秀教师、模范教师

的先进事迹活动。表彰学院教师先进典型、教学名师、德育

导师和课程思政建设效果突出的代表人物，结合学校校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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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深入挖掘我院教师教书育人，乐于奉献的高尚师德典型，

面向广大青年教师生动讲好师德故事，用身边的榜样传递师

德的力量。组织教师观看优秀典型事迹纪录片和以优秀教师

为原型创作的影视剧，结合“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

工作，激励广大教师见贤思齐，引导广大教师从“被感动”

到“见行动”，在学院掀起争做“四有”好老师的热潮。（责

任单位：学院领导班子、各教工党支部、系所中心室） 

5． 引导教师学习践行新时代师德规范。 结合教育部

党组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专项检查反馈意见要求，进一步强化

学习《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北京化工大学

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学院书记和

院长要在学院全体教师中进一步宣传解读准则，帮助广大教

师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准则内容，做到全员全覆盖、应知应

会、必会必做，确保每位教师知准则、守底线。（责任单位：

学院院长书记、各教工党支部、系所中心室） 

6．集中开展师德警示教育。 每学期学院开展师德师风

研判，完善学院师德师风举报平台，加强师德师风预警。严

肃查处违反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师德失范

行为，及时通报查处情况，加强警示教育。每学期由院长或

书记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一次师德警示教育，以教育部网站公

开曝光的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为反面教材，

详细介绍师德违规问题和处理结果，引导教师以案为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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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师德违规问题对照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强

调课堂教学、关爱学生、师生关系、学术研究、社会活动等

方面的正面规范和负面清单，引导教师以案明纪；学院出现

师德违规问题的，要在处理后 2 周内召开全院大会开展警示

教育，在会上详细通报师德违规问题及处理结果，组织教师

讨论剖析原因、对照查摆自省，做到警钟长鸣。（责任单位：

学院院长书记、各教工党支部、系所中心室） 

三、组织领导 

化学学院师德建设与监督小组统筹学院贯彻落实师德

专题教育相关工作。 

组 长：罗兵 何静 

副组长：舒心 

成 员：崔玉、冯拥军、王涛、杨文胜、赵莹莹 

化学学院师德师风举报 邮箱： 

chemistry_shide@mail.buct.edu.cn 

                     电话：64434898 64438789 

四、工作安排及要求 

师德教育贯穿全年，突出明师德要求、强“四史”教育、

学师德楷模、遵师德规范、守师德底线，注重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系统组织、分类指导。定期研究，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做到广泛动员、积极宣传、深入人心、全员参与。 

1．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统筹推进。学院院长、书



北京化工大学                        2021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支撑材料 

6 

 

记是学院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要

将开展师德专题教育列入学院年度重点工作之中。学院要做

好总体计划安排，突出工作重点，覆盖全体教师，使师德教

育形成有形式创新、有学时要求、有时间节点、有督促检查、

有效果总结的系统化学习。各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是落实本单

位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要

认真落实学院的计划安排，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富有

成效的师德专题教育学习，力戒形式主义。 

2． 教育引导协同推进。 把师德专题教育与教师思想

政治工作有机结合，切实提升广大教师政治素养和师德涵

养。广泛组织教师特别是“75 后”等中青年教师、新进教师、

海外留学归国教师，在教研室、系（所）、基层党支部等范

围内开展专题座谈研讨，交流体会、深化认识。同时，与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学生学做融合、知行合

一、立足教书育人一线践行弘扬高尚师德，为学生讲“四

史”，与学生一起学“四史”、把“四史”内容作为课程思

政的重要素材有机融入教学。 

3． 强化宣传有力推进。把牢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通过校园网络、橱窗板报、微信公众号等校内外媒体平

台，广泛宣传和及时报道师德专题教育开展情况和实效。加

强组织宣传，充分发动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充分展现新时代

高校教师围绕立德树人强化师德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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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奋进风貌。 

 

附件： 

师德专题教育学习资料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摘编 

2．“四史”学习教育资料汇编 

3． 师德优秀典型先进事迹 

4． 新时代师德规范 

5． 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 

相关资料可通过教育部门户网站和“中国教育发

布”APP 学习、下载。同时，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教

育—教师—“师德师风教育”专区有相关学习资料，供大家

学习。 

 

 

化学学院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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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师参加师德师风建设学习照片 

 
实验中心教师学习 

 
有机化学系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研讨 

 
物理化学系教师学习 

 
院办教师学习 

 
鄢红老师与近代所老师交流课程思政建设 

 
分析化学系教师学习 

 
物理化学系与化学生物学系联合交流课程思政 

 
化学生物学系教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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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师获奖（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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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教师被媒体报道 

杨屹老师： 

https://news.buct.edu.cn/2019/1024/c2123a3134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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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静老师 

 



北京化工大学                        2021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支撑材料 

16 

 

王志华老师 

https://news.buct.edu.cn/2019/1024/c2123a3134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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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敏老师 

https://news.buct.edu.cn/2017/1213/c2111a134191/page.htm 

 
 

 

https://news.buct.edu.cn/2017/1213/c2111a134191/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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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教学团队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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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思政建设 

2-1 省部级以上课程思政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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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校级课程思政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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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大纲修订 

对 92 门专业课程大纲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了课程目标及课程思政案例切

入点。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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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 

 

结构化学 

 

计算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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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 

 

 

有机化学实验 

 

 

物理化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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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 

 

分析化学实验 

 

专业基础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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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培养计划修订 

对应用化学、化学专业、化学优培、能源化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中

增强思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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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研究性学习（物理化学课程）中自发的思考，反映出课程

思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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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建设 

3-1 应用化学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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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宏德化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国家级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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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能源化学”专业获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于

2021 年开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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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化学基础人才培养各专业课程地图 

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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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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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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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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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建设 

4-1 国家级一流课程 4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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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6 门 

化学类精品资源共享课在爱课程网上线情况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课程网址 选课人数* 

大学化学

实验 
张丽丹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3339.html 534543 

物理化学 白守礼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3338.html 95503 

仪器分析 杨  屹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6064.html 73433 

有机化学 杜洪光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6065.html 51652 

计算化学 
张常群 

鄢  红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3340.html 43422 

复杂物质

剖析 
王志华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6072.html 21829 

*数据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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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大学 MOOC 课程 9 门 

化学类课程在中国大学慕课上线情况 

慕课 负责人 开课期数 选课人数* 

物理化学（上） 白守礼 9 55639 

物理化学（下） 白守礼 7 22965 

有机化学 杜洪光 6 36254 

仪器分析 杨  屹 8 64541 

计算化学 鄢  红 6 11188 

大学化学实验 张丽丹 6 50704 

复杂物质剖析 王志华 5 5275 

中级有机化学 许家喜 7 20722 

有机化学分子建模 庄俊鹏 3 14510 

结构化学 雷鸣 4 10397 

* 数据为截止 2021 年 12 月选课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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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化学类专业专业核心课程和主干课程建设情况 

课程 课程建设 带头人 名师 

无机化学 校级一流课程 周云山 校级教学名师 

仪器分析 
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 

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 
杨屹 国家级教学名师 

有机化学 
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杜洪光 

许家喜 
北京市教学名师 

物理化学 

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校级优质本科课程 

白守礼 北京市教学名师 

结构化学 

校级虚拟仿真项目 

校级一流课程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雷鸣 校级青年教学名师 

计算化学 

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

一流课程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鄢红 校级教学名师 

化工原理 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 刘伟 北京市教学名师 

大学化学实验 校级一流课程 
陈咏梅 

张丽丹 

校级教学名师 

北京市教学名师 

复杂物质剖析 
校级一流课程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王志华 北京市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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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北化在线”建设情况 

化学类专业所有专业课程均在“北化在线”上传了学习资源。 

北化在线网址：https://course-proxy2.buct.edu.cn/meol/index.do 

 

除 4-4 中所涉及的专业核心课和主干课程建设以外，所有专业选修课均在北

化在线设有课程学习模块。涉及的课程如下： 

课程名称 教师 

催化化学 金劭、安哲、朱彦儒 

仪器分析 杨屹、吕超等 

中级有机化学 许家喜 

计算化学 鄢红等 

杂环与药物化学 谭嘉靖 

材料化学 金鑫 

分析测试质量保证 李增和 

环境化学 冯俊婷 

中级无机化学 韩冬梅 

助剂化学 左胜利 

绿色化学 左胜利 

仪器分析实验 杜振霞等 

有机波谱解析 陈宁 

功能材料进展 冯拥军 

计量学基础 李增和 

产品工程学 冯拥军 

应用界面化学 何静 

能源材料化学 邵明飞 

能源化学 孙晓明 

生物化学基础 生命学院 

高分子合成化学 材料学院 

https://course-proxy2.buct.edu.cn/meol/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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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导论 材料学院 

化学实验设计 张普敦 

环境分析 李增和 

电化学应用技术构创与研发 万平玉 

复杂物质剖析 王志华 

无机合成 杨文胜 

近代仪器分析进展 杜振霞 

纳米技术与生物医药 许苏英 

分离科学与技术 杨屹 

精细化工工艺学 贺宇飞 

专业英语 徐赛龙 

商品检验基础 魏芸 

配位化学 张立娟 

金属有机化学 郝海军 

精细化学品合成方法 左胜利 

应用电化学 潘军青 

生化分析 苏萍 

有机合成 王智谦 

固体材料表征方法 项顼 

科技论文写作 相国磊 

表面活性剂与界面化学 祁波 

插层化学与功能材料 韩景宾 

化学文献检索 刘建军 

综合化学实验 李顺来 

应用软件实践 杨作银 

研究型综合实验 金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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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课程在北化在线上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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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材建设 

近十年教材编写情况 

教材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

年 
入选规划或获奖情况 

复杂物质剖析

技术》（第二版） 

董慧茹 王志

华主编 

化学工业 

出版社 
2015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

物奖·教材奖一等奖(2017) 

仪器分析 

（第三版） 

董慧茹主编

王志华参编 

化学工业 

出版社 
2016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 

中级有机化学 

数字课程 
许家喜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8 校级立项教材 

仪器分析 

数字课程 
杨屹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8 校级立项教材 

计算化学 

数字课程 
鄢红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8 

校级立项教材 

校级优质本科教材（2019） 

物理化学 

数字课程 
白守礼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8 校级立项教材 

复杂物质剖析 

数字课程 
王志华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21 校级立项教材 

物理化学 

简明教程 
张丽丹主编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1  

物理化学 

电子教案 
张丽丹主编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2  

物理化学简明 

教程学习指南 
张丽丹主编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4  

基础化学 
周云山， 

张立娟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14  

现代中学综合

化学实验 

张丽丹、靳

兰、李顺来等 

化学工业 

出版社 
2018  

复杂物质剖析

技术（第三版） 

董慧茹、王志

华主编 

化学工业 

出版社 
2020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

物奖·教材奖一等奖(2017)；

北京市优质本科教材（2020） 

新编大学化学

实验 
张丽丹等 

化学工业 

出版社 
2020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

教材 

有机-无机复合

材料化学 
徐庆红 

天津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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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研转化教学案例及科研转化实验情况 

6-1 科研转化为教学内容案例 

（1）无机化学课程 

 

1）将电化学合成氨课题中有关氮气活化的研究思想带入无机化学课堂，将

“氮气的分子结构与性质”课堂讲解内容进行拓展，鼓励学生参与课题讨论。

为此在《大学化学》期刊上发表教改论文 1 篇，在无机化学教学研讨会上进行

教学示范。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纳米多孔钼氧基多金属氧酸盐的表面化学及其衍生

物的设计、合成与性质研究 ”（项目编号 20771012）相关的一个问题转化为了

化学学院大学生（廖耀发  2018060108，黄艳慧  2018060106，麦可帅 

2018060088）的北京市化学实验竞赛项目“Keplerate 型金属钼-氧簇形成过程

的紫外可见光谱法监控及其单晶生长”。 

3）双电层涂料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对应教学内容“双电层吸附”； 

4）卤水脱碘技术成果，对应氧化还原反应； 

5）单晶硅的制备方法成果，对应热力学函数； 

6）硫酸生产催化剂的制备技术成果，对应酸碱反应问题等 

 

（2）有机化学课程 

 

1）对现有教材中结论不清楚的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如对非对称环氧乙烷开环的区域选择性、Claisen 重排中形式 1,3-重

排机理，以及联苯胺重排反应中的半联胺重排机理等开展深入研究，结果已应

用于课堂教学，并在全国教学会议上交流。 

2）2015，在 Tetrahedron 上发表论文，做了下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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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反应的特点是：反应可以在 10秒内结束但是得到的是 cis-物，延长反应

时间到 1个小时后，得到的全是 trans-产物。 

 

教师详细研究了反应过程，发现其影响因素是立体电子效应。 

将这一内容在有机化学课程中进行了详细讲解。讲解了反键轨道理论和立体

电子效应及这两个异构体如何解析。 

 

（3）分析化学及仪器分析 

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新型多孔金属氧化物的增强型气敏传感器设

计”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学生实验课题“甲醛分析用氧化铟纳米材料的研究”，指

导学生参加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 

 

（4）物理化学课程 

 

1）物理化学上册的热力学，结合一些实验室中的实例进行了相应的热力学

计算，验证过程的可能性。 

2）实验室开发了大比表面积大孔体积大孔径的氧化铝材料，可用作催化剂

载体和吸附材料等。相关研究成果与物理化学下册的化学反应动力学和表面化

学的教材知识密切相关，在此处进行了针对性的教学。 

 

（5）计算化学课程 

 

教师科研中，建立了适用于非均匀固-液界面固体吸附量与溶质浓度关系的

数学模型，不仅适用于极限吸附，也适用于无限吸附系统的吸附等温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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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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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 An c = +  

该论文在“计算机与应用化学”（2002，19（3）：367-370）上发表后，受

到同行的高度重视。此科研成果，能用于五种不同类型的吸附等温线，具有理

论意义，同时也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将此科研成果应用于计算化学教学，使学

生深入理解模型参数确定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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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科研转化为专业实验内容情况 

序号 实验题目 

1 铁掺杂纳米氧化锌气敏材料的制备及对 NO2 敏感性能研究 

2 1,1＇-联-2-萘酚的合成与拆分 

3 Au25(SR)18 金纳米团簇的制备及其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测定 

4 CH3Cl+F-反应（SN2）机理的量子化学计算 

5 HZSM-5 分子筛的制备及性能测定 

6 In2O3 基异质结纳米片的制备及其气敏性能研究 

7 L-氨基酸插层水滑石的制备及旋光性测试 

8 TiO2 纳米粒子的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9 ZnO-In2O3 异质结的制备及其气敏性能研究 

10 苯乙烯基吡啶鎓盐的合成及水溶性感光聚合物的制备 

11 扁桃酸的合成和结构鉴定 

12 草酸二芳基酯和红外发光染料的合成及其化学发光性能测定 

13 草酸亚铁的合成、铁含量的测定及其对甲基橙的催化氧化性质 

14 层状复合氢氧化物的制备过程 

15 电化学测量体系与方法基础实验 

16 多色 CdTe 半导体量子点的制备及其荧光性能测定 

17 负载型固体酸催化合成油酸乙酯的工艺研究 

18 钴掺杂纳米氧化锌气敏材料的制备及对乙醇敏感性能研究 

19 活性炭负载钯催化剂的制备及活性测定 

20 活性碳负载 Pt 催化剂的制备及性能测定 

21 介孔 SO42-/ZrO2 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的研究 

22 类水滑石功能材料的结构设计、合成及表征虚拟仿真实验 

23 镁铝复合氧化物催化糠醛和丙酮的羟醛缩合反应 

24 泡沫镍原位生长 NiFe-LDH 用于光伏电解水 

25 七元杂环化合物 2,4-二苯基-2,3-二氢-1H-1,5-苯并二氮杂卓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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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生物柴油的制备 

27 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的合成与性能测定 

28 水滑石用于氨硼烷水解制氢 

29 水滑石用于水中镉离子的吸附与光电解水 

30 水滑石用于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吸附 

31 稀土配合物的制备和光致发光性能测定 

32 新型阳离子光引发剂的合成、性质和表征 

33 银杏叶有效成分提取及产物液相色谱测定 

34 荧光分子/层状氢氧化物合成、薄膜制备及荧光传感性能研究 

35 玉米秸秆及碳的燃烧热测定及生物质固体燃料热值研究 

36 MgAl-层状复合氢氧化物的合成及其结构记忆效应 

37 染料插层 MgAl-层状复合氢氧化物的合成、结构表征和荧光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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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生个性化培养方式 

7-1 学科交叉班 

序号 学科交叉班 所在学院 人才培养团队 负责人 

1 绿色生物制造 生命学院 北京市生物加工过程重点实验室 谭天伟 

2 高分子材料先进制造 机电学院 高分子材料先进制造创新团队 杨卫民 

3 插层化学与功能材料 化学学院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代化学所 
卫敏 

4 药物先进制造 生命学院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生物资源的高效转化与利用 
袁其朋 

5 
可控聚合与大分子工

程 
材料学院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阳离子聚合实验室 

吴一弦 

6 
聚合物多层次结构与

结构调控 
材料学院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形态结构研究实验室 

闫寿科 

7 
无机纳米材料及其高

分子复合材料 
材料学院 纳米材料和纳米复合材料研究中心 于中振 

8 层状材料与资源能源 化学学院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代化学所 
李峰 

9 生物医用材料 生命学院 生物医用材料科研团队 甘志华 

10 
功能聚合物材料多层
级结构设计与合成 

材料学院 可控聚合与功能聚合物材料集成制备 杨万泰 

11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 化学学院 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何静 

12 
绿色生物材料与生物

能源 
生命学院 北京市生物加工过程重点实验室 苏海佳 

13 
能源转换与存储的纳

米系统 
化学学院 能源转换与存储研究团队 孙晓明 

14 分子与材料模拟 化工学院 分子与材料模拟团队 曹达鹏 

15 
先进弹性体材料科学

与工程 
材料学院 先进弹性体材料科学与工程团队 张立群 

16 
高端动力装置健康监

控智能化 
机电学院 高端动力装置健康监控智能化团队 高金吉 

17 
智能传感（MST）与系

统 
信息学院 

微系统与可穿戴医疗设备及生物传
感技术创新研究团队 

俞度立 

18 纳米生物医药与能源 化学学院 纳米生物医药与能源团队 汪乐余 

19 天然高分子医用材料 材料学院 天然高分子医用材料 徐福建 

20 材料电化学 材料学院 材料电化学 王峰 

21 绿色合成化学 化学学院 绿色合成化学 宋宇飞 

22 纳米生物制造 化工学院 教育部超重力工程研究中心 陈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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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类专业学生参加学科交叉班学习情况 

时间 交叉班名称 学生专业 学生人数 

2016 

层状材料与资源能源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4 

插层化学与功能材料班 应用化学 10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9 
功能聚合物材料多层级结构设计与合成学科交

叉班 
应用化学 1 

可控聚合与大分子工程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绿色生物材料与生物能源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纳米生物制造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能源转换与存储的纳米系统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6 

生物医用材料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无机纳米材料及其高分子复合材料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药物先进制造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3 

2017 

层状材料与资源能源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7 

插层化学与功能材料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1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7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7 

聚合物多层次结构与结构调控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可控聚合与大分子工程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生物医用材料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生物制造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2018 

插层化学与功能材料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7 

层状材料与资源能源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6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4 
功能聚合物材料多层级结构设计与合成学科交

叉班 
应用化学 1 

聚合物多层次结构与结构调控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可控聚合与大分子工程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绿色生物材料与生物能源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纳米生物医药与能源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化学 1 

能源转换与存储的纳米系统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3 

无机纳米材料及其高分子复合材料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先进弹性体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药物先进制造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3 

2019 

材料电化学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层状材料与资源能源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2 

化学 3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化学 2 

绿色合成化学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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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物材料与生物能源学科交叉班 化学 2 

绿色生物制造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纳米生物医药与能源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2 

化学 3 

能源转化与存储的纳米系统学科交叉班 化学 3 

生物医用材料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天然高分子医用材料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无机纳米材料及其高分子复合材料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先进弹性体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药物先进制造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2020 

材料电化学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层状材料与资源能源学科交叉班 化学 4 

插层化学与功能材料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2 

化学 7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化学 7 

高分子材料先进制造（英蓝）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功能聚合物材料多层次结构设计与合成学科交

叉班 
化学 1 

聚合物多层次结构与结构调控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可控聚合与大分子工程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绿色合成化学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3 

绿色生物材料与生物能源学科交叉班 化学 2 

纳米生物医药与能源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2 

化学 5 

能源转化与存储的纳米系统学科交叉班 化学 2 

生物医用材料学科交叉班 化学 2 

天然高分子医用材料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无机纳米材料及其高分子复合材料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先进弹性体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交叉班 应用化学 1 

药物先进制造学科交叉班 化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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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学科交叉班开设情况 

序

号 
名 称 建立时间 学习人数 保研人数 直博人数 

出国深造

人数 

1 插层化学与功能材料 2013 120 51 7 2 

2 层状材料与资源能源 2014 93 56 3 0 

3 能源新材料与器件 2015 75 15 1 2 

4 插层化学与绿色催化 2016 72 37 5 2 

5 纳米生物医药与能源 2018 45 15 4 0 

6 绿色合成化学 2019 30 8 0 0 

 

 

  

  

 

学科交叉班同学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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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国际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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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类专业学生参加国际合作项目学习情况 

序号 时间 参与项目名称 

1 2016 北化-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3.5+0.5+1 本硕项目 

2 2016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3 2016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4 2016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5 2016 北化-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3+1+1 联合培养项目 

6 2017 北化-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3+1+1 联合培养项目 

7 2017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8 2017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9 2017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10 2017 北化-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3+1+1 联合培养项目 

11 2017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12 2017 北化-英国格拉斯哥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13 2017 北化-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3+1+1 联合培养项目 

14 2017 北化-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3+1+1 联合培养项目 

15 2018 北化-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3+1+1 联合培养项目 

16 2018 北化-英国女王大学 3+1+1 本硕联合培养项目 

17 2018 北化-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3+1+1 联合培养项目 

18 2018 北化-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3.5+0.5+1 本硕项目 

19 2018 北化-英国女王大学（贝尔法斯特）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20 2018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21 2019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22 2019 北化-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3+1+1 联合培养项目 

23 2019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24 2020 北化-英国伯明翰大学 2+2 本科双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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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优培导师制 

2019 级导师制活动总结 

为了落实导师制，学院学院着力探索精英化和导师制育人模式，现就 2019 级化学优培

班导师制活动落实情况及成效总结如下： 

沟通概况：该班人数为 31人，共有 26学生提交导师制活动表，落实率达 84%，且部分

师生沟通保持每周 1次，说明绝大部分师生能切实参与到导师制活动中，同时保持较高沟通

频率。 

交流方式：由于北京化工大学属于多校区办学，师生沟通模式也比较多样化，线下方式

有学生来东区交流以及老师去新校区，同时线上方式有参加视频会议以及电话沟通等方式，

体现师生在增强沟通方面，充分利用多种工具和模式。 

交流内容：从沟通内容来看，主要分为近期学习情况、学业规划、学院新开专业介绍、

实验操作注意事项、出国交换项目、本科萌芽及大创课题申请及进展方面的情况，也有部分

学生会与导师讨论生活上的问题，比如个人遇到的感情问题及其他思想上的问题。交流内容

主要为学习方面，同时也注重学生人格发展，价值观引导以及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 

交流成效：学生方面普遍赞同导师制活动，从导师制活动中收益颇多。大部分学生对自

己的导师都比较认可，经导师制活动后，学生反映对大学课程会更加重视，通过与导师沟通，

了解到了目前考研的形势，使学生的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也有学生经过与导师沟通，对本专

业前沿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部分学生深入参与到导师的科研课题中，通过参观导师实验

室，在导师课题组做实验以及参与到大创课题等项目进一步加深了对导师研究方向的了解。

导师端普遍对学生评价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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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学成果奖励、教改项目、教改论文 

8-1 近十年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省部级以上奖励） 

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 奖励级别 时间 

走理工融合之路 培养应用化学专

业高素质创新人才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014 

工程教育的“人格塑造”与“能力

建设” 

北京市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017 

走理工融合之路培养应用化学专

业高素质创新人才 

北京市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2013 

深化校企科教协同机制 培养应用

化学创新人才 

北京市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017 

工科少学时立体《物理化学简明教

程》系列教材 

第三届中国石油和化工

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 
三等奖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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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近十年教改项目 

教学改革项目（省部级以上教改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基于化学的新工科专业设置和建设方

案研究 
教育部 2017 

理学优培班拔尖人才培养 教育部 2016-2017 

面向大化工类专业的仪器分析课程案

例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4-2017 

分析化学在线开放课程群建设的创新

与实践 

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 
2017 

理学优培班拔尖人才培养 教育部 2016-2017 

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化学教学基地建设 教育部 2008-2014 

工科化学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建

设 
教育部 2008-2011 

国家级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

设 
教育部 2008-2011 

应用化学国家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 教育部 2017-2022 

“物理化学”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教育部 2012-2017 

“大学化学实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教育部 2012-2017 

“有机化学”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教育部 2013-2018 

“复杂物质剖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教育部 2013-2018 

“仪器分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教育部 2013-2018 

“计算化学”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教育部 2013-2018 

“大学化学实验”国家精品课程 教育部 2006-2011 

“有机化学”国家精品课程 教育部 2006-2011 

“复杂物质剖析”国家精品课程 教育部 20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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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国家精品课程 教育部 2006-2011 

“计算化学”国家精品课程 教育部 2006-2011 

面向大化工类专业的仪器分析课程案

例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北京市教委 2014-2016 

实现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化学人才培

养体系 
北京市教委 2013-2016 

工科化学系列课程北京市级教学团队

建设 
北京市教委 2008-2011 

“物理化学”系列微课建设 2 北京市教育共建项目 2017-2019 

“复杂物质剖析”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北京市教育共建项目 2017-2019 

“大学化学实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北京市教育共建项目 2017-2019 

“有机化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北京市教育共建项目 2017-2019 

“仪器分析”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北京市教育共建项目 2017-2019 

“计算化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北京市教育共建项目 2017-2019 

“大学化学实验”课程慕课制作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 
2018-2019 

“有机化学”课程慕课制作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 
2018-2019 

“仪器分析”课程慕课制作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 
2018-2019 

“计算化学”课程慕课制作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 
2018-2019 

“物理化学”课程慕课制作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 
2018-2019 

“复杂物质剖析”课程慕课制作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 
2018-2019 

“结构化学”课程慕课制作 
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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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近十年代表性教学研究论文 

论  文  题  目 期刊 作者 

分析化学在线开放课程群建设的

创新与实践 
大学化学，2019，34（4）：39-44. 杨屹等 

案例教学法在仪器分析教学中的

应用 
化学教育，2017，38（20）：14-16. 杜振霞等 

顺反异构的转化与应用 化学教育，2018，39（6）： 12-14. 郭秀平等 

走理工融合之路，培养应用化学

专业高素质创新人才 
中国大学教学，2013，7：15-17. 杨屹等 

以“N2 分子的结构与性质”为例谈

元素化学课堂教学的设计 
大学化学，2019，34（5）：15-18. 陈咏梅等 

一种通过剪断最短桥确定复杂桥

环化合物主环的方法介绍 
大学化学，2018，33（4）：66-68. 吴宏宇等 

几种经典有机反应的分子轨道描

述 
大学化学，2016，31（8）：61-65. 许薇等 

联苯胺重排的反应机理 大学化学，2013，28（5）：34-39. 许家喜 

芳基离子和芳基自由基与环己二

烯离子和环己二烯自由基的区别 
大学化学，2013，28（3）：77-81. 许家喜 

对三氧化硫分子结构与存在形式

的理论解释辨析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18（1）：6-8. 
苏周钰等 

含邻手性碳原子双键亲电加成反

应的立体选择性模型 
化学进展，2016，28（6）：784–800. 王建东等 

多种形式的化学第二课堂实践推

进大学生创新教育 

实验技术与管理，2012，29（2）：

11-13. 
李蕾等 

《基础化学实验》慕课建设在化

学化工人才实验能力培养中的质

量提升作用 

第十三届大学化学化工课程论坛

2018 论文集 
张丽丹等 

在实验室安全课程中的采用微课

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探

第十三届大学化学化工课程报告论

坛，2018 
张春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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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开展开放设计性化学实验教学，

强化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 

第十二届大学化学化工课程报告论

坛，2017 
张春婷等 

浅谈结构化学教学中的几点体会

与思考 

高校化学化工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

论文集，2016 
雷鸣等 

《物理化学》课程教学的技巧心

得 

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化学（含

实验）课程教学研讨会论文集，2016 
白守礼等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纵向双向衔

接，横向三层次多模块交叉创新

能力培养平台的建设 

高校化学化工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

论文集，2015 
张丽丹等 

以举办化学实验竞赛为契机,推动

化学实验教学发展 
大学化学，2020，35（3）：57-60. 张瑶 

重叠式乙烷构象是过渡态吗 化学教育，2021，42（2）：80-83 雷鸣 

基于化学的“化学测量学与技术”

新工科专业建设建议 
大学化学，2020，35（10）：11-16. 杨屹等 

基于企业微信平台和在线教育综

合平台的线上教学实践 
大学化学，2020，35（5）：104-108. 杨屹等 

基于“1+2”模式的结构化学课程在

线教学实践 
大学化学，2020，35（5）：98-103. 雷鸣等 

结构化学课程中基于网络的点群

演示教学平台 PGLite 的开发与实

践 

大学化学，2021，32（2）：222-226 雷鸣等 

半联胺重排机理 大学化学，2020，35（7）：1-7. 许家喜 

环氧乙烷亲核开环的区域选择性

规则在有机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大学化学，2020，35（7）：166-170. 许家喜等 

有机化学课程中的绿色发展理念 大学化学，2020，35（7）：99-103. 杨占会等 

关于区分有机分子对称性中文表

述的建议 
大学化学，2020，35（7）：181-184. 杨占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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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糖与苯硼酸的酯化反应及生物

应用简介 
大学化学，2020，35（7）：95-98. 杨占会等 

夯实基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化

学实验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 

2019 新时代高校化学化工教学改

革与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20 
靳兰等 

线上教学的“学”与“教” 当代化工研究，2020,(21)，113-115 朱红等 

短学时下《有机化学》课程教学

思考 
教育教学论坛，2017（48）：214-215. 朱红等 

化工专业有机化学理论课多元化

教学方式探索 
教育教学论坛，2020（37）：238-239. 朱红等 

应用化学专业综合实验设计:光电

子转移可行性判断 
化学教育，2020，41，（22）：54-57 王涛等 

对单原子催化术语的讨论 大学化学，2020，35（7）：179-180. 李平凡 

核磁共振氢谱中卫星峰在教学科

研中的应用 
化学教育，2020，41（18）：121-128. 陈宁 

中外合作办学中创新人才培养的

化学实验教学探索与实践 
大学化学，2020，35（12）：187-191 楚进锋等 

笑傲江湖之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大学化学，2021，36（10）：2107086. 杨祥等 

双取代苯的亲电取代反应区域选

择性规则的理论解释和实验依据 
大学化学，2021,36（6）：2007019. 王佳怡等 

环加成反应、环合反应、电环化

反应和环化反应的区别 
化学教育，2021，已接收 许家喜等 

气球结合球棍模型在化学结构理

论教学中的应用 
化学教育，2021，42（4）：46-50. 陈宁等 

浅谈物理化学中过渡态的搜索方

法 
大学化学，2021,36（8）：2012018. 张欣等 

教材中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的问

题探讨 
大学化学，2021,36（8）：2009044. 李保山 

杜瓦苯与苯的共振结构 大学化学，2021,36（6）：2008014. 杨占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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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安全防范机制”模式在

本科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大学化学，2021，DOI: 

10.3866/PKU.DXHX202109004  
徐庆红等 

应用化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探

索与实践——以北京化工大学为

例 

大学化学，2021，36（5）：2008088. 杨屹等 

着力优化育人要素，全面促进应

用化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大学化学，2021，36（11）：2107085. 鄢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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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科学生竞赛获奖情况 

序号 时间 学生姓名 获奖名次 级别 

1 2021 年 万通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际赛道

国赛铜奖 

国家级 

2 2017 年 段晓蓉 
第三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国家级 

3 2020 年以来 朱平等 9 人次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北京市三等奖 
省部级 

4 2018 年 黄聪颖等 4 人 
2018 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

大赛 
国家级 

5 2018 年 杨帆等 4 人 
2018 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创新

大赛 
省部级 

6 2020 年 
俞林峰、戚兴

怡 

北京市卓越联盟工业智能竞赛

最佳设计奖 
省部级 

7 2019 年 贾素敏 
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优秀创业

团队评选二等奖 
省部级 

8 2017 年 
禹泽琴 、李佳

骏、 朱佳琳 

第六届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与

专利成果展示推介会 
省部级 

9 2018 年以来 
黄晓燕、王思

达、王郁瑾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国

家级三等奖 
国家级 

10 2021 年 
李安、余浩然、

马浩然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

竞赛一等奖 
国家级 

11 2016 年以来 
李子睿等 42

人次 

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二

等奖及以上（特等奖 6 项） 
省部级 

12 2016 年以来 
代梦露等 31

人次 

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团

体二等奖及以上 
省部级 

13 2017 年以来 
汪振等 27 人

次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及

以上 
国家级 

14 2016 年以来 
陈奕明等 42

人次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

奖及以上（一等奖 5 项） 
国家级 

15 2018 年 顾伟嵩 

2018 年第十一届“认证杯”数学

中国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全国

比赛第一阶段优秀奖 

国家级 

16 2018 年以来 
刘涵等 21 人

次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

奖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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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9 年 朱紫欣 全国大学生物理竞赛二等奖 国家级 

18 2017 年以来 
韩新茹等 11

人次 

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三等奖及以上 
省部级 

19 2016 年以来 
姜溪瑶等 42

人次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及

以上 
国家级 

20 2019 年 周逸凡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

赛特等奖 
国家级 

21 2017 年 刘佳乐 
外研社杯英语阅读初赛全国二

等奖 
国家级 

22 2021 年 姜溪瑶 
2021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

读大赛省部级一等奖 
省部级 

23 2020 年 李佳馨 
华梦杯国际交流英语知识竞赛

市级二等奖 
省部级 

24 2020 年 孙瑞一 外研社杯英语竞赛复赛二等奖 省部级 

25 2020 年 
吴昭辉等 5 人

次 

2019 年华北五省（市、自治区）

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二等奖 
省部级 

26 2019 年 吴昭辉 
2019 年“青年杯”北京市大学生

人文知识竞赛团队赛一等奖 
省部级 

27 2018 年 
宋冠邦 奚经

豪 陈泽涛 

第六届“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

赛三等奖 
国家级 

28 2021 李安 

“感受辽沈战役，传承革命精

神”——中国高校党史知识竞

答大会国家级一等奖 

国家级 

29 2021 
许轲彬、王志

智 

“感受辽沈战役，传承革命精

神”——中国高校党史知识竞

答大会国家级二等奖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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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科学生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题 目 发表期刊 
学生姓名及排

序 

指导 

教师 
时间 

1 
Methanesulfinylation of benzyl halides 

with dimethyl sulfoxide. 
J. Org. Chem 付铎，第一 许家喜 2020 

2 

A Web-Based Point Group Teaching 

Platform (PGLite) in Structural 

Chemistry Course 

大学化学 刘晓亮，第一 雷 鸣 2020 

3 

Theoretical Study on Nitrogenous 

Heterocyclic Assisted Aldimine 

Condensation. 

Acta Chimica 

Sinica 
李哲伟，第一 雷 鸣 2020 

4 
Is the Eclipsed Conformation of Ethane 

a Transition State? 
化学教育 

李哲伟、邹寅星 

第一 
雷 鸣 2020 

5 

Ternary NiCoFe-layered double 

hydroxide hollow polyhedrons as 

highly efficient electrocatalysts for 

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 

J. Energy Chem. 
王平凡，共同第

一 
刘军枫 2020 

6 

Synergistic Chemo-Photothermal 

Antibacterial Effect of Polyelectrolyte 

Functionalized Gold Nanomaterials 

ACS Appl. Bio 

Mater. 

张若浩，于杰，
共同第一 

王 卓 2020 

7 
萘酰亚胺基硫醚型光引发剂的合成

与性能研究 
粘接 

李雪纯,于佳第
一 

孙 芳 2020 

8 

A Tandem Sulfonylation and 

Knoevenagel Condensation for the 

Preparation of 

Sulfocoumarin-3-carboxylates 

Synthesis 董子阳，第一 杨占会 2019 

9 
A strategy of rapidly screening out 

herbicidal chemicals 

Pest 

Management 

Sci. 

侯爱娇，第五 魏 芸 2019 

10 

Interface engineering of 

(Ni,Fe)S2@MoS2 heterostructures for 

synergetic electrochemical water 

splitting 

Appl. Catal. B: 

Environ. 
刘允轲，第一 邵明飞 2019 

11 
不同来源金槐槐米的红外光谱及芦

丁含量的比较研究 
广西植物 韦源林，第一 邹 蓉 2019 

12 

One-Step Synthesis of Co-Doped 

In2O3 Nanorods for High Response of 

Formaldehyde Sensor at Low 

Temperature 

ACS Sens. 侯常靓，第二 王志华 2018 

13 
红枣中 4 种链格孢菌毒素的检测及风

险评估 
分析测试学报 黎明阳，第二 杜振霞 2018 

14 MIL-53(Fe)@聚多巴胺@Fe3O4 磁性 色 谱 李傲天，第二 杨 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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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用于环境水样
中磺酰脲类除草剂的磁固相萃取 

 

15 

Indacenodithiophene-Based D-A 

Conjugated Polymers for Application 

in Polymer Solar Cells 

Org. Electron. 
梁策，第一 

 
王海桥 2017 

16 

Investigation on 

polyvinyl-alcohol-based rapidly gelling 

hydrogels for contain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RSC Adv. 魏司晨，第六 王志华 2016 

17 
Highly efficient PdCu3 nanocatalysts 

for Suzuki-Miyaura reaction 
Nano Res. 石威巍，第一 汪乐余 2016 

18 

Strong metal–support interaction in 

novel  core–shell Au–CeO2 

nanostructures induced by difffferent 

pretreatment atmospheres and its 

inflfluence on CO oxidation 

Nanoscale 田紫微，第三 王志华 2016 

19 

Covalent cross-linked anion exchange 

membrane based on poly(biphenyl 

piperidine) and 

poly(styrene-b-(ethylene-co-butylene)-

b-styrene):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Polymer-Plastic

s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王刘姣，第一 孙芳 2021 

20 重叠式乙烷构象是过渡态吗 化学教育 邹寅星，第一 王芳辉 2021 

21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Base-Catalyzed Aldimine/Ketoamine 

Condensations: An Old Story and A 

New Model 

Asian J. Org. 

Chem. 
李哲伟，第一 雷鸣 2021 

22 

Ni-based Catalyst for Phenol and its 

Derivative Selective 

Hydrodeoxygenation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何世琦，第一 雷鸣 2021 

23 

Super-stable Mineralization of Ni2+ 

ions from wastewater using CaFe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 

Adv.Funct.Mater

. 
李绍泉，第一 无 2021 

24 
MoS2 光电催化剂活性位点的优化和

效能研究进展 
化工进展 李抗，第一 

赵宇飞，
宋宇飞 

2021 

25 镍伯爵的生日派对 大学化学 冯清，第一 刘军枫 2021 

26 BiVO4 电催化水氧化制备过氧化氢 化学研究 刘志奇，第一 
陈咏梅、
白智群 

2021 

27 
二苯丙氨酸二肽组装体电化学生物

传感应用 
广州化工 朱航天，第一 陈旭 2021 

28 寻找消失的血迹-揭开隐藏的真相 大学化学 杨佳仪，第一 刘军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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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科学生参与国家级大创项目情况 

时间 项目名称 指导教师 项目负责人 

2021 

复合金属氧化物的制备及其对生物质
甘油催化氧化性能研究 

卫敏 李喆 

NiFe-N-C 中活性位点最佳分布的计算
研究 

张欣 王子怡 

新型嘌呤核苷类似物类抗新冠病毒药
物的研究 

李顺来 王铭显 

聚阴离子加速生物矿化法用于酶固定
化的研究 

杨屹 雷伊阳 

新型铂基合金负载于改性碳纳米管催
化剂的制备与研究 

王芳辉 霍浩男 

膦催化环氧开环一步合成氮杂环丙烷 许家喜 孔泽华 

氮、磷修饰的阴极碳材料制备及其 2 电
子氧还原性能研究 

陈咏梅 孙泽涵 

2020 

茶包中溶出寡聚物的安全性分析 杜振霞 刘玉莹 

氯离子电池固态电解质的制备及性能
研究 

韩景宾 武韵家 

氧化物负载 Au 单原子催化水煤气转化
反应水解离过程的理论探究 

鄢红 沈天耀 

钒酸铋电极制备及其催化水氧化制备

过氧化氢性能的研究 
陈咏梅 刘志奇 

结构可调的金属氧化物负载铜基催化
剂的设计及其二氧化碳催化转化性能

研究 

范国利 钟玲雨 

Co-Mo-Se 纳米笼的可控制备及催化还

原 I3-性能研究 
汪乐余 凌雨轩 

2019 

LDH 缺陷位调控单原子催化剂的制备
与性能研究 

刘军枫 张瑞宸 

超小粒径羟基磷灰石对水溶液中氟离
子的吸附研究 

徐庆红 陈培虎 

三氟化硼乙醚催化芳胺对环氧开环反
应性研究 

许家喜 鲁杨 

聚电解质功能化纳米金光热抗菌研究 王卓 于杰 

镍铋金属间化合物对糠醛选择性加氢
的研究 

卫敏 周石杰 

牛奶高温过程中形成有害物的含量测
定与形成机制的研究 

杜振霞 章航 

离子液体体系电活性物种的扩散对木
质素解聚的研究 

陈咏梅 詹鹏 

纳米铜基催化剂制备及对 5 羟甲基糠醛
加氢制生物质液体燃料的研究 

卫敏 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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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1,8-二取代萘衍生的醚胺[N,O]配
体及其铝配合物的合成、表征及其催化

活性研究 

郝海军 王佳怡 

钛基复合电极高效催化水氧化两电子
途径制备 H2O2 

陈咏梅 赵振华 

2018 

肿瘤源外泌体的电致化学发光检测 陈旭 韩庆怡 

光响应石墨烯气凝胶的制备及对油类
物质的吸附性能研究 

刘军枫 张泽栋 

不同基底上镍钴水滑石的生长及其电
化学性能研究 

宋宇飞 柳俊衍 

氮掺杂碳基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二氧
化碳电化学还原性能研究 

杨文胜 王文丽 

功能化磁性 MOFs 复合材料在阿德福韦
药物检测中的应用 

苏萍 徐坤 

酒精检测气敏材料的研究 韩冬梅 冯琳铄 

果品中链格孢毒素污染与风险评估研
究 

杜振霞 黎明阳 

2017 

多级核壳型铬基水滑石双金属簇催化
剂的制备及醇氧化性能研究 

张慧 文爽 

聚多巴胺修饰的磁性纳米粒子用于固
定化酶的研究 

杨屹 王婷延 

非贵金属双功能氧电极催化剂的制备
和性能研究 

冯拥军 李琳 

温和条件下 Wolff-Kishner 反应的改进

探索 
许家喜 莫依天 

核壳式 LDHs 电极材料的制备及其超级
电容器性能研究 

邵明飞 刘倩倩 

铜催化卤代咪唑的碳硫偶联反应 谭嘉靖 金超超 

V6O13 纳米材料作为模拟酶在谷胱甘

肽检测方面的应用 
苏萍 金煜豪 

2016 

碳纳米管负载铂基燃料电池催化剂的
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朱红 陈炳达 

薇甘菊中黄酮类物质的提取分离检测 魏芸 蒋梦琪 

共插层选择性红外吸收功能材料的制
备与应用研究 

李殿卿, 

冯拥军 
刘莎 

基于中药数据库的抗白血病新药虚拟
筛选和结构修饰合成研究 

李顺来 刘家羽 

苯乙烯基吡啶及二聚体的卟啉类化合
物的合成 

庄俊鹏 江锋 

杂原子掺杂非金属生物质材料的制备
及其氧还原性能研究 

万平玉 张帅 

过氧化氢与羟基自由基对 α-O-4 醚键断
键能力的比较 

陈咏梅 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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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二课堂活动 

12-1 教授第一堂课 

 

序号 时间 讲座题目 主讲人 

1 

2016-2021 

化学知识的融合与发展 宋宇飞 

2 化学—国家战略发展实施的基石 李殿卿 

3 化学是什么 陆 军 

4 魅力化学 何 静 

5 无处不在的化学 聂 俊 

 

12-2 本科生学术讲座及科研在云端活动 

 
序号 时间 讲座题目 主讲人 

1 2017.3.28 气体传感器研究 顾福博 

2 2017.3.30 插层化学及插层结构材料研究 卫 敏 

3 2017.4.6 多级结构纳米催化剂的设计组装与应用 张 慧 

4 2017.4.10 
光固化材料简介与含硅光敏有机功能分子的设计与

合成 
孙 芳 

5 2017.4.10 能源、材料、催化研究 项 顼 

6 2017.4.11 新型聚苯并咪唑质子交换膜制备与性能研究 汪中明 

7 2017.4.12 原子经济法回收电池资源循环技术 潘军青 

8 2017.4.10 分离介质与色谱分离分析 魏 芸 

9 2017.4.17 有机光化学及光敏材料的原理和应用 庄俊鹏 

10 2017.4.18 分子探针在化学和生物分析中的应用 王 卓 

11 2017.4.19 有机化学与药物合成 许家喜 

12 2017.4.20 纳米新型材料制备及应用 王志华 

13 2017.4.25 新型固定化技术在生命与环境分析中的应用 杨 屹 

14 2017.4.26 新型功能材料、光功能材料及痕量分析 李 蕾 

15 2017.4.27 反马尔科夫尼科夫重排 李平凡 

16 2017.11.16 名师励志大讲堂——我的化大十年与思考 闫东鹏 

17 2017.12.14 黑洞探测与人工智能——慧眼卫星 李惕碚 

18 2018.5.14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研究 朱 红 

19 2018.5.20 金属有机化学——永远的‘时髦 张文雄 

20 2018.5.21 应化专业方向介绍 陈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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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8.5.23 新型固定化技术在生命与环境分析中的应用 杨 屹 

22 2018.5.24 分离分析方法学研究 魏 芸 

23 2018.5.25 多相催化与催化新材料 李殿卿 

24 2018.5.27 物质结构与原子团簇 郑兰荪 

25 2018.5.27 应用化学分专业讲座 李保山 

26 2018.5.27 药物与有机合成方向介绍 许家喜 

27 2018.11.21 科研零距离 
宋宇飞、聂

俊、汪乐余 

28 2019.5.27 
有机化学的几个新反应——从碳氢键官能化到‘毒

药’的创制 
李平凡 

29 2019.6.17 化学与生物传感器 陈 旭 

30 2019.7.12 
Development of an 

Innovative   & Greener Manufacturing Process 
齐 绩 

31 2019.7.12 
The Discovery Story of Zepatier for the Treatment of 

HCV Infection 
俞文胜 

32 2019.11.28 
名师励志大讲堂——顶天立地—科学史话与技术应

用 
陆 军 

33 2019.12.3 石墨烯的电分析化学和生物分析化学 李景虹 

34 2019.12.2 
名师励志大讲堂—“三明治”材料之突出重围我的

2003-2019 
赵宇飞 

35 2019.12.10 名师励志大讲堂—光电化学与能源转化 邵明飞 

36 2020.5.11 新冠肺炎潜在药物和有机合成化学 谭嘉靖 

37 2020.5.11 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热、电、光之三驾马车 赵宇飞 

38 2020.5.15 LDH 基无机/有机杂化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韩景宾 

39 2020.5.15 CHON 绿色电化学转化过程与电极材料研究 唐 阳 

40 2020.5.15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介绍 王文龙 

41 2020.5.17 计算化学：从微观的角度看世界 张 欣 

42 2020.5.17 
纳米材料表面化学电子结构层次作用机理表征方法

论构建 
相国磊 

43 2020.5.17 选择性加氢用负载型双金属催化剂的设计与探索 贺宇飞 

44 2020.5.22 能源转化和存储中的界面化学和电极设计 刘 文 

45 2020.5.22 
水滑石基纳米能源材料的可控制备及表界面调控研

究 
栗振华 

46 2020.5.24 靶向生物大分子的金属药物设计与应用 何 蕾 

47 2020.5.24 功能化荧光贵金属纳米簇制备及其分析应用 袁智勤 

48 2020.5.24 纳米尺寸效应与界面限域催化 杨宇森 

49 2020.5.29 多相催化与催化新材料 冯俊婷 

50 2020.5.29 海水电解制氢中的化学问题 邝 允 

51 2020.5.29 有机化学发展与世界历史改变 杨占会 

52 2020.5.31 插层化学与能源转换 邵明飞 

53 2020.5.31 层状结构与高性能催化材料 安 哲 

54 2020.5.31 纳米时代渐远，原子时代来袭-单原子催化剂的合成 韩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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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用 

55 2020.6.5 化大十年：学习，生活和科研分享交流 闫东鹏 

56 2020.6.12 水滑石纳米诊疗体系的构筑及其性能研究 梅旭安 

57 2020.6.12 不迷路的唯一方式——脚踏实地 高 瑞 

58 2020.6.19 化茧成蝶：十年磨剑，绽放青春之光 胡 君 

59 2020.6.19 从北三环东路 15 号出发的科研旅途 骆明川 

60 2020.6.26 化大护航：坚实的科研素养培养助你展翅翱翔 李 蓓 

61 2020.7.3 从科研到工程，你还有多远？ 杜逸云 

62 2020.7.10 漫步职场：博士毕业去央企做工程师 邹 亢 

63 2020.7.17 拼四个春夏秋冬，无怨无悔 崔嘉斌 

64 2020.7.24 一位普通科研工作者的初心 张瑞康 

65 2020.9.18 
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水滑石（LDHs)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赵宇飞 

66 2020.9.18 百年多酸：结构与应用的魅力绽放 祁 波 

67 2020.9.25 从宏观到微观：如何用计算模拟解决化学问题 张 欣 

68 2020.10.9 金属-载体协同调控 徐 明 

69 2021.1.3 光催化 CO2 与我 谭玲 

70 2021.3.26 
层状复合金属氢氧化物光催化 CO2 还原反应机理

的理论研究 
徐思民 

71 2021.4.9 
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用于电催化有机合成耦合产氢

研究 
马丽娜 

72 2021.4.23 生物质转化催化 张健 

73 2021.4.23 具有周期性有序结构的热电材料 徐琪 

74 2021.5.7 Mo 基纳米管阵列在电化学储能中应用研究 靳博文 

75 2021.5.19 一铱带水，绿色之道 杨占会 

76 2021.6.18 锂电子电池负极材料研究 孙洁 

77 2021.11.4 单原子团簇催化 田书博 

78 2021.11.26 化大经历分享：如何从本科学习过渡到博士？ 豆义波 

79 2021.12.17 用化学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从水处理到土壤修复 王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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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第二课堂活动剪影 

 



北京化工大学                        2021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支撑材料 

82 

 

13.化学科普活动 

13-1 北京化工大学科普实验中心 

 

13-2 学生积极投身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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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学生参与科普工作后见闻和感悟(应化 1706 刘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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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学生毕业就业情况 

本科生毕业、升学与就业情况 

时间 
毕业人

数 

境内升学人

数 

境外升学

人数 
就业人数 深造率 

2021 267 161 11 58 64.4% 

2020 332 170 28 97 59.6% 

2019 299 138 27 128 55.2% 

2018 324 143 20 157 50.3% 

2017 302 121 19 156 46.4% 

2016 298 118 27 146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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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级优培班升学去向： 

深造学校 人数 

中国科学院大学 3 

浙江大学 1 

英国女王大学 1 

西安交通大学 1 

同济大学 1 

天津大学 1 

厦门大学 1 

清华大学 2 

南开大学 1 

南京大学 4 

佛罗里达大学 1 

帝国理工学院 1 

北京师范大学 1 

北京化工大学 17 

北京大学 1 

巴斯大学 1 

2016 级优培班升学去向： 

深造学校 人数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 1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1 

浙江大学 1 

四川大学 1 

石河子大学 1 

上海科技大学 1 

上海大学 1 

厦门大学 2 

中国人民大学 1 

清华大学 2 

南开大学 2 

南京理工大学 1 

南方科技大学 2 

兰州大学 1 

华南理工大学 2 

湖南大学 1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 

复旦大学 4 

北京化工大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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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优培班升学去向： 

深造学校 人数 

中南大学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2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西安交通大学 1 

天津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1 

厦门大学 2 

清华大学 2 

南京工业大学 2 

华中科技大学 1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 

电子科技大学 1 

大连理工大学 1 

北京化工大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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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培 1501班风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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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培 1601班风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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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被媒体报道 

 

 

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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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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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姿钧 

 

 

孙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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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文江 

 

 

赵紫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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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教师参加教学会议、公益活动情况 

近六年教师作教学会议报告情况 

会议主题 地点 时间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 年高等学校应用化学专业教学研讨会” 
青海西宁 2019 年 7月 

2019年第三届世界一流化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暨

全国著名高校化学院长论坛 
山西临汾 2019 年 9月 

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化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培训研讨会” 
贵州兴义 2019 年 8月 

2019年高等学校应用化学专业教学研讨会 青海 2019 年 7月 

2018年高等学校应用化学专业教学研讨会 广西桂林 2018 年 12月 

2018无机化学教学研讨会 云南昆明 2018 年 8月 

中国化学会第 31届年会 浙江杭州 2018 年 5月 

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系列活

动暨第 50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览会-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大讲堂 

江苏南京 2017 年 11月 

高等化学化工青年教师大讲堂 山东威海 2017年 8月 

高校化学化工青年教师大讲堂 山东威海 2017 年 8月 

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分析化学教学研讨会 湖北武汉 2017 年 7月 

第四届《化学教育》读者、作者、编者学术交流

会暨中国化学会第七届关注中国西部中学化学

教育发展论坛 

甘肃合作 2017 年 7月 

物理化学教学研究会第五次会议 江苏苏州 2017 年 7月 

第一届全国高等分析化学教学研讨会 湖北武汉 2017 年 7月 

第四届《化学教育》读者作者编者学术交流会  2017 年 7月 

山东大学邀请报告 山东济南 2017 年 3月 

无机化学在线开放课程群建设研讨会 天津市 2017年 1月 

第 11届大学化学化工课程报告论坛 福建福州 2016 年 11月 

华中地区高等学校分析化学（含仪器分析）课程

教学研讨会 
湖南长沙 2016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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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加教学会议、公益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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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科左中旗中学长期开展教育帮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