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课题类型

1 刘九庆 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实践方法与途径研究 机电学院 重点

2 王玉芳
研究生教育满意度及市场预警机制研究—

以农林经济管理类研究生为例
经管学院 重点

3 尹继辉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实

践基地的建设研究
交通学院 规划

4 武珊珊
新形势下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职业良性互

动模式研究
文法学院 青年

5 牛晓霆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新时代中

国古家具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材料学院 重点

6 刘晓光
基于“双一流”建设的黑龙江省会计本科

教育改革研究
经管院 重点

7 刘楠
OBE理念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

研究
机电学院 重点

8 程东辉
土木工程专业R.P.E实习体系的构建与关

键问题研究
土木学院 规划

9 朱秀芝 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敏感度实证研究 外语学院 规划

10 何永明
“双一流”背景下“非一流”学科发展模

式研究
交通学院 重点

11 徐永丽
工程专业课“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构

建的策略与实践的研究
土木学院 重点

12 李文
以中华优秀审美文化培育风景园林类大学

生的理论与实践
园林学院 规划

13 李丹丹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

中的运用研究
马院 备案

14 梁福生
黑龙江省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与思政教

育融合路径的实践研究
体育部 规划

15 刘伟杰 高校“微思政”教学模式研究 马院 重点

序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课题类型

1 张国财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林业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探索

林学院 重点

2021年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结题名单

2021年度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结题名单



6 邹莉
“双一流”背景下森林保护学专业本-硕-
博贯通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林学院 一般

9 张韫 土壤学野外实践课程立体式教学改革探索 林学院 一般

10 王金玲
《食品安全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与实

践
林学院 一般

2 齐红
以微信为自主学习平台的学生学习内驱力

及参与度的提升策略研究
信息学院 一般

22 李实
学科交叉背景下的大数据类专业建设研究

——以行业院校为例
信息学院 一般

3 韦双颖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专业持续改进的研究与实践
材料学院 一般

11 马艳丽
基于“双一流”建设背景下MOOC+SPOC混
合模式《林产化学工艺学》的教学设计与

实践
材料学院 一般

12 张彦华
“工程教学专业认证”背景下“虚拟仿真

”   在实验课程改革中的探究
材料学院 一般

4 赵永辉 人工智能知识体系与机器伦理研究 机电学院 一般

14 王金聪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OBE导向的三
相异步电机拆装课程设计实验项目教学改

革
机电学院 一般

15 管雪梅
新工科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双背景下具有

行业特色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机电学院 一般

5 王松庆
基于OBE视角的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达
成度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以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为例
土木学院 一般

16 张茹茹 数字化背景下城乡规划设计手绘教学研究 土木学院 一般

13 张群利
“互联网+高等教育”新形态下包装材料

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工程学院 一般

17 潘宁
《高等数学》课程基于MOOC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的研究
理学院 一般

18 谭畅
大数据视域下《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

与实践
理学院 一般

19 王红梅
新工科背景下《汽车构造》课程实践教学

改革研究
交通学院 一般

20 刘志明 高校关于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奥林学院 一般

21 杨青杰
支架式教学模式在本科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探索
园林学院 一般

23 周波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在高校混合教学中的研

究与实践
生命学院 一般



24 齐凤慧
基于“互联网+”的林业院校细胞生物学

实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生命学院 一般

25 韩立红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PBL教学方法在经济

学中的应用
经管院 一般

26 赵莉
服务区域经济理念下的英语“一流专业”

建设研究
外语学院 一般

27 王笑菊 英语专业实践类课程“金课”建设 外语学院 一般

28 张瑜
“互联网+高等级教育”新形态下东北林

业大学体育课程的改革研究和实践
体育部 一般

7 翟翔
终身体育视域下我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改

革现状与对策研究
体育部 一般

8 程红
基于大创项目构建林科大学生科研论文写

作指导体系研究
科学研究院 一般

29 吴晓红
一流本科教育视域下大学生核心素养研究

——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
学工部 一般

30 郑燕
新时代党建引领“三全育人”模式探索与

实践
学工部 一般

31 李梦阳 以文化自信为内核00后大学生理想信念 学工部 一般

32 张春雷
高校办学定位、办学特色的研究—以东北

林业大学为例
人事处 一般

33 乜晓燕
农林院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

究
教研质控中心 一般

序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课题类型

1 王占斌
建构《植物病理学》课程走向国际化的新

教学模式与实践探索
林学院 重点

2 曹颖
高等农林院校“卓越农林”人才培养与需

求特征比较研究——以东北三省为例
经管院 重点

3 王兰 基于他者语境的思政课体验式教学研究 马院 重点

4 孙海龙
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信息学院 重点

5 王孝健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校体育课程“课内外

一体化”建设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体育部 重点

6 朱海
“互联网+”环境下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改

革的研究与实践
机电学院 重点

2021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结题名单



7 李丹 面向人工智能+大数据新工科改革与实践 信息学院 重点

8 李德才
一流本科教育教育视角下教师教学发展核

心素养研究
教务处 重点

9 乜晓燕
"双一流"视阈下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价

值链构建研究
教研质控中心 重点

10 王连震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的专业建设研

究
交通学院 一般

11 阎春利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OBE理念的《汽车

性能》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交通学院 一般

12 刘兵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OBE理念的包装工程专

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
工程学院 一般

13 徐华东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森林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工程学院 一般

14 吴金卓
基于OBE理念的《国际物流（双语）》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与实践
工程学院 一般

15 赵佳宁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材料力学基础混

合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材料学院 一般

16 霍鹏飞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的聚合物反应原理

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材料学院 一般

17 战剑锋
基于“任务导向与项目教学”原理的《计
算机辅助设计》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材料学院 一般

18 房德威 空间规划类专业虚拟实验室的建设 土木学院 一般

19 田玉梅
基于“互联网+”移动端的基础力学课程

翻转课堂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土木学院 一般

20 韩春鹏
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本科导师制模式研究

——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
土木学院 一般

21 张军
基于在线课程的《中外建筑史》教学模式

研究与实践
土木学院 一般

22 刘男
基于虚拟现实体验的建筑设计课教学研究

与实践
园林学院 一般

23 李强
《园林植物栽培养护学》智慧学习环境的

构建研究
园林学院 一般

24 于兵
基于“互联网+”的《生物地理学》课程

改革研究与实践
动保学院 一般

25 吴庆明
道法自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野生动

物类兴趣拓展育人模式研究
动保学院 一般

26 朱美荣
高等农林院校社科类专业本科生元学习能

力培养策略研究
经管院 一般



27 田昕加
OBE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模

式构建
经管院 一般

28 陈先贵
“互联网+”时代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的

教学新模式研究
外语学院 一般

29 王慧平
“互联网+”时代大学英语生态课程研究

与实践
外语学院 一般

30 王晓燕
基于对分课堂模式下的大学英语通识听力

课程的改革探索
外语学院 一般

31 刘娈
支架式教学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英

语写作课程中的探索与应用
外语学院 一般

32 朱曼
基于认知语言学图示理论的大学英语听力

教学研究
外语学院 一般

33 陈昕
基于元认知理论的英语专业英语写作过程

教学模式研究
外语学院 一般

34 梅梅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

学模式优化探究
文法学院 一般

35 史瑞欣
基于OBE模式化工专业《化学工艺学》课

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理学院 一般

36 刘铭
Mooc时代林业院校高等数学系列在线课程

的建设与研究
理学院 一般

37 王丽丽
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化学专业综合实验教学

中的应用
理学院 一般

38 丁亮 《数学分析》中极限理论的教学研究 理学院 一般

39 王海英
“互联网+高等教育”新形态下的林下经

济资源利用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林学院 一般

40 全先奎 森林生态学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改革 林学院 一般

41 宋金凤
《土壤肥料学》开放式在线教学模式探索

及学生学习效果评价体系构建
林学院 一般

42 汪春蕾
“双一流”视阈下生物制药原理与技术课

程内容体系的改革与探索
生命学院 一般

43 史金铭
新型科研案例式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

探讨及其在生物化学课程中的实践
生命学院 国际专项/一般

44 彭涛
基于PBL的程序设计类课程自适应学习模

式研究
信息学院 一般

45   王铁滨
人工智能与新工科双背景下应用型工科专

业的教学改革研究
信息学院 一般

46 景维鹏
基于OBE 的计算机专业系统能力培养体系

研究
信息学院 一般



47 宋其江
基于OBE理念打造混合式“金课”的改革

与研究
机电学院 一般

48 李  阳
大学生参与冰雪体育课程的意愿及影响研

究--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
体育部 一般

49 刘超
以大学生体质健康数据为依据进行学生体
质干预的策略分析-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

体育部 一般

50 王少松
多媒体认知理论视阈下提升党校教学成效

的探索与实践
组织部 一般

51 梁江
新形势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构建研

究
学工部 一般

52 杨丽艳 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的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学工部 思政专项/重点

53 刘文彬
“课程思政”理念下《创新创业导论》课

程教学研究
学工部 思政专项一般

54  刘金升 提高文科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探索与实践 学工部 思政专项一般

55 李想
互联网环境下高校资助体系的德育功能研

究
学工部 思政专项/重点

56 王昕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和快速反应机制研究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
学工部 思政专项/一般

57 杨凤武
哈尔滨红色文化资源对高校的育人作用探

析
学工部 思政专项/一般

58 郭林
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研究—以东北
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志愿服务为例

学工部 思政专项/一般

59 杨尚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大学生诚信教

育研究
学工部 思政专项/一般

60 邓天开
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视野下辅导员专业素
养和职业能力提升研究——以东北林业大

学为例
学工部 思政专项/一般

61 龚露 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体系研究 学工部 思政专项/一般

序号 主持人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课题类型

1 李继红
“学党史，干实事”立足岗位助力乡村振

兴实践研究
林学院 重点

2 吴晓红
党史学习教育与东林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

用
园林学院 重点

3 张  静 高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育人实践路径研究 图书馆 重点

2021年校级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研究项目结题名单



4 骆  颖
党史教育在来华留学生国情教育中的应用

研究
国际学院 重点

5 张  音
“话、学、颂、绘、忆、践”党史学习教

育模式研究
信息学院 重点

6 李军刚
我校定点扶贫工作彰显的“东林精神”研

究
马院 重点

7 杨冰雨
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党史学习教育路径研

究
林学院 一般

8 邹红菲
基于党史教育背景下野生动物高等教育发

展历程、优势及路径研究
动保学院 一般

9 周洪辉
“强军梦”背景下大学生入伍前爱国主义

教育研究
材料学院 一般

10 张威鹏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
动——以黑龙江省地域红色文化融入为例

工程学院 一般

11 邓天开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辅导员队伍建设创新研

究
机电学院 一般

12 彭筱媛 黑龙江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机电学院 一般

13 孙维国
基于党史学习教育背景下学院文化建设对
提升教职工情感认同和干事创业的作用研

究
土木学院 一般

14 何永明 红色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研究 交通学院 一般

15 宋文忠
高校学生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路

径研究
——以东北林业大学为例

理学院 一般

16 李玉荣
新时代高校传承龙江红色基因的长效机制

研究
文法学院 一般

17 袁  野
高校辅导员参与指导大学生党史教育的路

径与方法探析
外语学院 一般

18 李晋旭
党史学习教育助推高校院系级党组织党建

工作品牌建设探究与实践
——以东北林业大学化资学院党委为例

化资学院 一般

19 曹  颖
党团协同育人视角下的大学生党史学习教

育常态化的实践路径
经管院 一般

20 吴翔宇
农林高校本科人才培养中党史教育的理念

构建与审视
经管院 一般

21 庄雯培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信息学院 一般

22 于  洋
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奥林学院 一般

23 杨丽艳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现状及优化

策略研究
马院 一般



24 张  纯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传承与发展

研究
马院 一般

25 刘伟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教育

思想发展历程研究
马院 一般

26 王越芬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价值研究 马院 一般

27 李德才
东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历程与路径

研究
教研质控中心 一般

28 潘忠文 黑龙江省红色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研究 后勤保障部 一般

29 屈红军
历史视域下党和国家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研究
图书馆 一般

30 侯利军
融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研

究
学工部 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