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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永平奖教金候选人推荐表（2024 年版） 

姓  名 傅春玲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5.7 

所在单位 化学系 政治面貌 党员 进校年月 1989.8 

现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研究方向 有机化学 手 机 15356167396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35   年，其中，在浙大工作  35   年 

工 

作 

简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从事工作 

1989.8—1998.8 原浙江农业大学基础部 助教，讲师，副教授（1997） 

1998.9—2005.11 浙江大学化学系 副教授 

2005.12—至今 浙江大学化学系 教授、博导 

一、主要教育教学情况 

（一）学生培养情况 

1.指导本科生情况（指导毕业设计/论文、SRTP 等科研训练、实习、社会实践情况，以及指导学

生参赛获重要奖项等） 

指导化学系学生完成本科生毕业论文，其中有 13 人在浙大化学系、上海有机所、美国 Scrips 研究所（何

健）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指导 SRTP（邓友前，陈国飞，柴国璧，徐明果，张小兵，曾荣，李鹏斌，何健，吴尚泽，李均钊等）和

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吴尚泽）。 

指导精细化学专业大二学生 1997 年暑期生产实习。 

指导的学生多人次参加浙江省、上海地区、全国大学生化学竞赛（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获奖。 

何健（2007 级）本科毕业后获美国 Scrips 研究所院长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2019 年加入香港大学担任助

理教授。 

2.培养研究生情况（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人数，研究生代表性成果，优秀学生代表简况等） 

指导及合作指导博士生 42 名，指导及合作指导硕士生 8 名，其中多人被评为浙江省和浙江大学优秀毕业

研究生。优秀学生代表： 

（1） 仇友爱，2015 年 6 月博士毕业后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博士后，2020 年 9 月加盟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1 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

项目。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以第 1 作者在国际主流期刊发表高质量 SCI 论文 6 篇，第 2 作者

论文 2 篇，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研究生等荣誉。 

（2） 曾荣，2013年博士毕业后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做博士后，2018 年 6 月加盟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 年入选海外高层次人才青年项目。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他以第 1 作者在国际著名期刊 J. Am. Chem. Soc. 和 Angew. Chem. Int. Ed.发表 2篇论文，第 2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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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 篇。获浙江大学竺可桢奖，国家奖学金，浙江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等荣誉。 

（3） 孔望清，2011年博士毕业后赴瑞士苏黎世大学做博士后，2017年加盟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2017 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项目。在校期间，他以第 1 作者在国际主流期刊发

表高质量 SCI 论文 5 篇，第 2 作者论文 3 篇，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研究生，宝钢优秀学生奖等荣誉。 

3.担任班主任、德育导师或兼职辅导员等情况 

（1）1995-1998 年 担任精细化学专业班主任。 

（2）2020 年被聘为浙江大学卓越教学 A 岗。 

 

（二）课堂教学 

1.主讲课程情况： 

每年主讲 2-3 门本科生课程，从教以来年均课堂教学约 220 学时，学生数约 7821 人；2014 年以来平均

每年课堂教学 253 学时，学生数 3035 人。具体如下： 

（1）有机化学；1991 年至今；每年 1-2 个教学班，课堂教学 64 学时，年均约 96 学时，累计约 3168 学时；

大一、大二本科生；6435 人；2022 年有机化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排名 1/5；2006 年入选国家精品

课程，排名 3/15；2020 年入选浙江大学一流本科课程，排名 3/5。 

（2）基础化学实验 II；2002 年至今；每年 1-2 个教学班，课堂教学 96-128 学时，年均约 112 学时，累计

约 2464 学时；化学系大二本科生；396 人；2007 年入选浙江省精品课程，排名 1/30。 

（3）大学化学实验(O)（2002 年之前的课程名称：有机化学实验）；1990 年至今；每年 0-2 个教学班，课

堂教学 48 学时，年均约 48 学时，累计约 1584 学时；化工、医学、农学、生科、医学、药学等专业大一、

大二本科生；990 人；2022 年入选浙江省线上线下一流本科课程，排名 2/5。 

 

2.其他课程情况（参与课程情况、慕课等网络课程建设情况） 

2020 年完成 MOOC《基础有机化学实验》已在智慧树平台和中国大学 MOOC 上使用了 8 个学期，选课

人数 1.80 万，选课学校 28 所。2021 年秋冬学期-2023 年秋冬学期 3 次获得智慧树网“一流高校精品课程（专

业课）”，排名 3/7。 

 

（三）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育教学理念 

秉持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响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精神，依据浙大“德才兼备、全面发

展、求实创新、追求卓越”的人才培养定位和 KAQ 2.0“人格塑造，素质提升，能力培养，知识传授”融合

一体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立德树人，只有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带领学生去感受知识的魅力，才

能帮助学生提升综合能力，树立正确的“三观”。坚持因材施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

理念。 

在讲授有机化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讲授知识发现的过程，渗透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让学生体会

有机化学的基本研究思路，培养科学创新的意识；适时引入学科前沿动态、有机化学最新研究成果及在

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让学生感受有机化学的魅力，创新性，应用性和社会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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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持之以恒的学习内驱力。利用“浙大钉”和“学在浙大”教学平台，创建有机化学课程教学资源，

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学会分享和互助学习，提升自主学习和知识拓展的能力，培养终身自觉学习的意识。

用心教学，以情育人，全面开展课程思政，传递“求是创新”精神，润物无声地促进学生在学会学习、健康

生活、实践创新、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2.教学改革情况（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更新等） 

教学中改革的重点问题：有机化学学科体系庞大，知识内容多且复杂；浙江大学非化学专业选课人数年

均约 1600人次（每个教学班平均 130人左右），是量大面广的公共专业基础课程，课程组实行统一大纲、统

一教材、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等“五统一”。由于有机化学基础知识在中学化学教学中涉及较少，

又高考改革中，部分学生高考时没有选考化学，这样造成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基础薄弱的学生学习困难

重重，有的学生甚至失去学习有机化学的信心。为此，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依托学在浙大教学平台，

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线上辅助教学。在线下课堂教学活动中，重构教学内容，面向全体学生，以智能目标为

核心，以情感为动力，集中讲授精简凝练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重原理，强逻辑，拓思维，以理服人。将

教学重心放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课后学生在“学在浙大”教学

平台按需索取，自主选择个性化、多层次的系列线上课程学习资源开展学习，延伸阅读，加强必要的习题练

习，加深理解和巩固所学知识，拓展知识。通过即时的线上自测数据的反馈，精准发现学生教学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查漏补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改进教学方法： 

创新教学方式，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其重要环节：（1）精准分析学生情况：学生的化学知识水平，

学习能力，学习状态，学生对课程存在的困惑等，真正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2）梳理并全面分析教学内容，

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教学内容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3）重构教学内容：将传统的有机官能团知识

体系重构为“结构原理-化合物性质-反应机理”三阶段知识体系。新的有机化学教学体系提高了课程的逻辑

性和科学性，引导学生根据所学原理进行推理、演绎和创新，有利于发展学生的高级思维，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引导学生线上自主并高效预习，及时反馈和互动，在课程讨论区或钉群解答学

生学习的困惑。（5）线下有效的课堂教学活动，集中讲授精简凝练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适时引入学术

前沿动态、有机化学最新研究成果和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拓展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提升知识的高阶

性、创新性，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变讲授知识的过程为引导学生探究知识发现的过程，使学生

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适时融入课程思政，深度挖掘和提炼有机化学知

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6）课后学生按需索取、自主选择丰富的线上课程资源开展线上学

习，加深理解和巩固所学知识，延伸阅读，拓展知识。（7）过程性、多元化的课程考核方式，培养学生的过

程性学习，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创建教学资源： 

（1）教材富有前沿性和时代性 

有机化学学科发展迅速，科研成果日新月异。在本课程教学中紧跟学科发展，将有机化学前沿知识适时

融入教学中，教学内容动态更新。围绕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修订出版

了《有机化学》第 4 版教材（王彦广，吕萍，傅春玲，马成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 年 10 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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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获得全国首届教材建设先进个人）。新教材增加了系列含有农、医药、环境、生物等专业背景的新颖习

题，供学生课后学习，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新教材配备了可

扫码阅读的电子资源，将教材、课堂、教学资源三者有机融合，形成立体化教材，方便学生线上线下使用。 

（2）线上课程教学资源丰富 

有机化学知识点多，教学内容有深度和广度，具有“高阶性”和“创新性”，学好有机化学具有“挑战

度”。从学生实际出发，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设计和建设了系列多层次、差异化的线上教学资源： 

依托“学在浙大”平台，结合课程组编写的教材《有机化学》第四版，建设了系列课程线上学习资源供

学生课后学习。为学生提供真正需要的课程学习资料，学生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学习资料，有效提高

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巩固等环节的学习效率，高效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高效率的学习，让优秀学生更优更

强，让基础薄弱的学生达到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 

学在浙大课程资源如下： 

① 参考资料：学法指导；每一章课件 PPT（共 15章）；每一章作业参考答案等（共 15章）； 

② 线上自测练习卷：按教材内容，每一章建立了 1-3套自测练习卷，每套 20-50 题，共 30套合计约 800

小题； 

③ 习题等解析音视频：每一套自测练习卷讲评（30套）；每一章作业讲评（共 15 章）；课外习题课；阶

段性小测讲评，期中、期末考卷讲评；重点、难点等知识点讲解，合计时长 1251分钟； 

④ 课前练习和随堂测试； 

⑤ 线上开展阶段性小测（2-4次，计入总评成绩，20%）；期中考试（20%）。 

教学方法实施： 

重构教学内容：将传统的有机官能团知识体系重组为“结构原理-化合物性质-反应机理”三阶段知识体

系：（1）从结构理论出发，通过“结构决定性质”这一原理将学生领入有机化学的大门；（2）运用结构理

论讨论各类化合物的性质与转化；（3）将结构理论与动态化学过程相结合，深入讨论有机反应的本质及其合

成应用。适时融入课程思政，促进学生在“科学精神、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国家情怀和实践创新”等方面

得到发展。教学实践表明，重构教学内容有利于学生对有机物结构、性质、反应机理的系统性理解和掌握。 

在注重“教得好”的同时更重视“学得好”，加强教学过程中师生交互，利用便捷的钉钉和学在浙大互

动渠道，教会学生如何高质量地学习，及时诊断，及时反馈，及时采取针对性帮扶学困生，让那些慢热型学

生尽快进入学习状态，让学生更加自主地、持久地深度学好有机化学。引导学生从考前突击学习转变为持续

的全过程学习，实现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将学习到的知识进行加工、迁移，应用，形成深度学习，

实现知识的系统化。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 

创建全方位考核体系：考核方式采用阶段性小测和期中、期末考试（闭卷，课程组统一命题）、考勤、随

堂测试、作业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学在浙大”教学平台的课程线上学习情况分析和测试数据，实现多元化

和动态化的考核体系，构建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的课程成绩评价方法，有效引导学生由突击学习转变为自主的

全过程学习，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在学习过程中享受快乐和成就感！ 

教学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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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学在浙大”平台、钉钉直播答疑、即时的钉钉短信及上传照片答疑，自测练习、阶段性小测、学

生互帮互助为辅的教学方法，即时交流思想和学习方法，解答困惑，不仅切实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提高

了优质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也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率，显著提高课程平均绩

点，全面提高有机化学教学质量。下图为近几年有机化学期末考试卷面成绩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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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有机化学课程期末卷面成绩平均分比较 

 

经过多年持续的教学改革，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果，学生收获了满满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学生们由衷地以钉钉短信，学生论坛上发帖，教务评价系统等各种形式表达对我的尊重、感恩，

并喜称为“傅妈”。每当看到被学生认可，我的付出和努力对学生学习和成长有帮助是我最开心的，都感到

无比幸福，真正体会到当老师的快乐。 

 

（四）教材 

1.有机化学（第四版），化工出版社，2020 年 10 月；3/4；共 115.3 万字，本人 18.3 万字。 

2.有机化学（第三版），化工出版社，2015 年 3 月；3/4；共 90.8 万字，本人 18.1 万字。 

3.大学化学基础实验（第三版），科学出版社，2023 年 8 月；8/19；共 56.3 万字，3 万字。 

4.大学化学基础实验（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2/11，共 49.2 万字，4.5 万字。 

5.大学化学基础实验（第一版），科学出版社，2005 年 7 月；2/9，共 45.6 万字，本人 5 万字。 

6.有机化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8 年 6 月；2/5；共 49.9 万字，本人 13.6 万字。 

7.有机化学（第一版），科学出版社，2002 年 9 月；2/5；共 48.3 万字，本人 13.4 万字。 

8.有机化学实验，浙大出版社，2000 年 8 月；1/2；共 20.1 万字，主编。 

9.实验化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0 月；共 38 万字，参编者之一。 

10.实验化学（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共 26 万字，参编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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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研究或奖励（按重要程度由高到低排序） 

1.教改项目（不超过 3 项）： 

（1）有机化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浙江大学本科生院，1 万元， 2022 年 9 月-2023 年 9 月，排名

1/5。 

（2）线上线下融合 精准辅助有机化学教学，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改项目， 1 万元，2020 年 10 月-2021 年 9

月，排名 1/3。 

（3）浙江省精品课程《基础化学实验》建设项目，2007-2011年，5万元，排名 1/30。 

 

2.教改论文（不超过 5 项）： 

坚持以人为本搞好基础化学实验教学；大学化学；26(2): 32-34；2011 年 4 月；排名 5/5。 

 

3.教学成果奖（不超过 3 项）：      

（1）结构理论引导的三阶段模块化有机化学课程改革与实践，浙江省教学成果高等教育奖一等奖，2014，浙

江省教育厅，排名 4/5。 

（2）农林类有机化学试题库建设，浙江省教学成果高等教育奖一等奖，2001，浙江省教育厅，排名 5/5。 

（3）浙江大学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浙江大学本科生院，2021年，排名 4/5。 

 

4.主要教学类荣誉（不超过 5 项）： 

（1）化学系首届刘廷炜夫人奖教金（2023） 

（2）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二等奖（2017，2014），浙江大学优秀教师（2004） 

（3）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2009），浙江大学院级先进工作者（2020，2012，2010） 

（4）指导的博士生李乾坤获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16 年） 

（5）高伟梁基金青年优秀教学奖（1996，原浙江农业大学） 

 

5.其他： 

 

二、本人承诺 

本人坚持立德树人，遵守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符合学术道德规范；

对所填报内容及所附材料的客观真实性负责。 

 

 

 

          本人签名： 

2024 年 3 月 31 日 



7 

 

三、党支部推荐意见 

对推荐人选的师德师风、教风学风等方面的意见。 

傅春玲同志从教 35 年，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使命，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主动做好学生的“铺路石”和“领路人”，年均本科课堂教学约 220 学

时，学生数约 7800 人，其中 2014 年以来年均授课 253 学时，学生数 3035 人，课堂到课率极高；指导和合作

指导博士生 42 名，硕士生 8 名。傅春玲同志探索全方位育人方法，深度挖掘提炼有机化学知识体系中所蕴含

的思政元素和精神内涵，从品德修养、家国情怀、全球关切和浙大精神等不同维度提炼育人元素，找准结合

点，推动教学改革，把有机化学教学与学生的健康成长、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教育有机融合，

促进学生在深度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深受学生爱戴，被学生称为“傅

妈”。曾获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化学系首届刘廷炜夫人奖教金等荣誉。 

 

 

支部书记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四、学院（系）、单位推荐意见 

推荐人选教书育人工作中的写实性突出表现、推荐依据（不少于 300 字）。 

傅春玲教授长期从事一线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育工作，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爱岗敬业，勤奋踏实，教学效果卓越，深受学生爱戴。长期耕耘在本科教学第一线，甘当人梯，乐于奉献，

本科课堂教学时数饱满；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逻辑性强，教学效果好，教学评价优良率 100%。严慈相济，用

心教学，以爱育人，将素质教育融入课程培养，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信心，助力学生人格塑形与全面发

展，像妈妈一样关爱着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温暖与重视，深受学生爱戴并被称为“傅妈”。 

傅春玲教授教学风格独特，讲课充满激情，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教务评价系统中得到督导和

学生的高度认可与好评。积极开展有机化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并积极推广至整个有机化学教学课

程组，有效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积极优化有机化学课程过程化管理，搭建了学生、助教、任课老师互动平台，

并率先开展有机化学课程线上期中考试。以科研促教学，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8 项，负责或作为主要完成人

建成国家/省级精品课程 2 门，作为主要完成人获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次，主编和参编教材 5 部，不断

推进有机化学教学高质量发展。曾获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化学系首届刘廷炜夫人奖

教金等荣誉。 

化学系积极推荐傅春玲教授为永平奖教金候选人。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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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部或学工部门综合推荐意见 

推荐人选立德树人成效、推荐依据（不少于 300 字） 

 

 

 

 

 

 

 

 

 

评委会主任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