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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流课程培育案例分享

为提高教师申报国家一流课程的能力，借鉴高校优秀案例的经验，2023 年

12 月 12 日，我校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于理科南 322 举办了第 52 期教学午

餐会，本次午餐会主题是《地方高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与实践》，由河南大学教

授（二级）、河南大学教育历史文化与比较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

会常务理事、比较教育分会理事杨捷教授分享国家一流课程培育的优秀案例。来

自各学院的 80 多名老师齐聚一堂，共同学习、交流。

我校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的王筱虹主任，为这场教学午餐会揭开了序幕。

她向在座老师详细介绍了本次活动的深厚背景、目的以及主讲老师，最后热情欢

迎所有的参会老师。

王筱虹主任主持教学午餐会

在分享活动开始前，杨捷教授从河南大学与广州大学同为地方性高校、拥有

诸多共通之处谈起，展现了地方建设国家一流课程的重要性以及河南大学在培育

国家一流课程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我校的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他也向参加一



流课程培育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中肯建议。

杨捷教授首先以图表和视频的形式，向在座的各位老师生动地展示了河南大

学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证书、相关网站以及教学成果等重要内容。他特别强

调：“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必须在课程建设过程中紧紧围绕问题。这样的展示，

使老师们对主题有了基本的认识，也极大地激发了各位老师继续倾听的兴趣。

教学午餐会现场

接着，杨教授重点介绍了他们在实践过程中的四大成果，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课程要体现课程建设理念，真正做到以“课程思政”为纲，以“新文科”

“特色引领”“深度融合”为目，即“一纲三目”。做到真正清晰自己的课程建设

理念是什么。

二、划分一流本科课程模块，课程内容需要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

三、高度重视团队的建设，申报课程应该充分展现团队合作程度。

四、打造“四维融合”课程建设全过程育人模式。

杨捷教授在分享



然后，杨教授以河南大学在课程建设方面所做的深入努力得到了教育部的发

函、多家报纸的报道、推广证明等为例，点明了“课程要服务国家教育战略发展，

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与效果”，这样才能够被其他学校作为借鉴的依据，成为

展示自身实力的有力证明。

在上述内容介绍之后，杨教授用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的体会作为结尾，为在

场老师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与会老师们展现出了极高的参与度和积极性，纷纷踊跃

发言，提出了关于课程培养、线上线下课程以及团队等相关问题。杨教授以专业

的知识和详尽的解答，给予了每位提问者有针对性的建议和解答，使得全场的气

氛欢快而热烈，讨论也更加深入和广泛。

交流热烈

教学午餐会结束以后，一些老师仍然积极同杨教授交流学习，分享经验。老

师们普遍反馈，在本次活动中受益匪浅。

主讲嘉宾简介



杨捷，教育学博士，河南大学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教育历

史文化与比较研究院院长，2006 至 2018 年兼任教科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

外国教育史、比较教师教育。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等；国家一流课程《外国教育史》、（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学校教育发展》、教育部研究生教育优质在线课程《外国教育经典解读》负责

人；获得高等教育（本科）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

常务理事、比较教育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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