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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 单 位 名 称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申 报 人 姓 名 刘立军 

申 报 年 度 2020年度 

申 报 岗 位 教学能手 B2 

填 表 时 间 2020 年 11 月 26日 

 

 

 

 

华中农业大学人力资源部制 

  



 

姓  名 刘立军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来校时间 2009.03 教  龄 11 

所属一级学科/二级学科 作物学/作物栽培与耕作 

教育经历（从

大学填起、请

勿间断） 

起止时间 毕业学校、专业及学位 导师 

1999.09-2003.07 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 学士  

2003.09-2008.12 
华中农业大学 栽培与耕作  

博士 
彭定祥 

   

工作经历（含

博士后，请勿

间断）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09.03-至今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师 

2018.11-2019.11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访问学者 

2016.03-至今 校团委 副书记 

上一轮支持情况：教学能手 B2岗[]   未受支持[   ] 

本轮申请：教学能手 B2 岗[] 

下列所有栏目填写的起始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其中首轮支持过人选，需单列出首轮

支持期内的工作成绩 

立德树人成绩概述（限 500 字以内） 
本人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和使命，勤勉工作。主讲《作物栽培学》、《饲料与牧草学》等课程。2016-2018

年工作量 1337.3 学时（375.4、553.6、408.3），平均工作量 445 学时。教学工作量达 973 学时（319.1、
432.3、221.6），平均 324 学时。2019 年到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一年，承担研究生教学任务。 

担任农学 1301 班主任（2013-2016），培养硕士毕业生 4 人，本科毕业生 22 人。2017 年指导 “麻

你一夏”获得全国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全国精准扶贫优秀实践团队”称号。 
2018 年首轮支持期以来的工作成绩： 
教学：主持学院教学改革项目 1 项，参与《作物栽培学》课程思政示范课和 MOOC 课程建设，副

主编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作物栽培学》（获评 2020 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参编《农

学实验教程》。2018 年校级教学质量三等奖。 
科研：国家麻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研究室主任，到账经费 183.5 万元；省级科研项目 1 项

（30 万元），新增横向课题 1 项（35 万元）。申报专利 3 项，获批 1 项。通讯或共同通讯作者发表 IF5.0
以上文章 3 篇，其他论文 9 篇。 

其他：第六届中国作物学会麻类专业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2020 年湖北省“三区”人才、2019
年福建农科院客座研究员，参与国家认定品种 2 个（华苎 6 号和 7 号），植物科技学院第五届教指委委

员（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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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情况 

（一）主讲课程：（《课程名称》，学时数，面向本科生/研究生，XXXX年-XXXX年，总次数） 
1.《牧草栽培学》，32 学时，面向本科生，2016年-2020年，4次 

2.《作物栽培学》，32 学时，面向本科生，2016-2020年，4次 

3.《作物学实验》，70-100 学时，面向本科生，2016年-2018年，3次 

4.《作物高产理论与实践》，4-6学时，面向研究生，2016-2020年，4次 

（二）指导本科生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大学生科技创新、学科竞赛等情

况 
担任农学 1301班主任（2013-2016），指导本科毕业论文 22人，在读 7人。 

2017年指导“麻你一夏”获得全国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全国精准扶贫优秀实践团队”称号。 

2020年指导“麻而不凡”创业团队入驻华中农业大学孵化器。 

（三）指导博/硕士研究生数量及获校/省/国家优秀论文情况： 

 

指导硕士生：11 人(毕业 4 人/在读 7 人) 
指导博士生：  0  人(毕业 0  人/在读 0  人) 
协助指导博士生： 7 人(毕业 5 人/在读 2 人) 
获校/省/国家优秀论文情况： 

（四）教学工作量和教学综合评分排名情况（逐年列出）： 

2016年：本科工作量/总工作量（319.1/375.4）,综合排名全院 51/142 

2017年：本科工作量/总工作量（432.3/553.6）,综合排名全院 9/145 

2018年：本科工作量/总工作量（221.6/408.3）综合排名全院 38/147 

2019年：国外访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2020年： 

 

二、教学研究与改革 

（一）教学理念 

在教学中不断反思，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在教学理念上：牢牢抓住塑造正确的价值观这一根本，坚守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为党和国家事业造

就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合格人才，为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输送源源不断的生力军。立德树人、以文

化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教学方法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关心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注重启发式和案例教学，结合科学研究热点，向同学们传递学科最新进展，引导学生“学农、爱农、

护农”，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时代“三农”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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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研究 

类型 序号 名称 来源/期刊 时间 排序 

教研

项目 

1 
国际合作与农科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借鉴西澳大学 
植物科技学院 2019-2021 1 

2 作物栽培学--课程思政建设 华中农业大学 2018-2019 4 

…     

教研

论文 

1 
农业高校农学专业“三田实习”的

实践与思考-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教育教学论坛 

2016,3
（9）:83-84 

2 

2     

…     

…      

（三）教学改革（国家级、省级项目） 

类型 序号 名称 级别 时间 

专业 

1    

2    

…    

课程 

1 作物栽培学-MOOC 国家级 2020 

2    

…    

教学

团队 

1    

2    

…    

教材 

1 作物栽培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5 

2    

…    

（四）教学获奖（教学成果奖，校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和省级及以上各类教学竞赛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指导学生获国际国内竞赛二等奖及以上奖励，教学名师等荣誉；同一项目填写最高奖）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 

等级 

奖励 

年度 
授奖单位 排名 

1 教学质量奖 3 2018 华中农业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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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支撑教学情况概述（限 500字以内） 

苎麻高产高效栽培及逆境调控研究：主要解决苎麻让地于粮，非耕地“上山”和下湖（区）面临的

水分胁迫及种植效益不高的问题，提出纤维主用、嫩茎叶饲料化、麻骨基质化利用的综合提质增效技术。

构建了从播种、新麻园建设、养分管理（肥料减施）、水分管理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的技术体系。麻类作

物对重金属铜尾砂库修复潜力及应答铜胁迫机理：主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解决湖北含重金属铜尾砂库

地表覆盖植物少、主要养分需求不明，寻求减缓重金属铜对麻类作物胁迫的农艺措施和应答胁迫的可能

机理。探讨了麻类作物对铜污染土壤的修复潜力，开展了试验示范，为铜尾砂矿修复和治理提供新途径。

苎麻蛋白质组学技术建立及应用：主要解决基础研究薄弱，多年生作物蛋白质提取和相应组学研究困难，

开展了以现代生物技术提升传统作物苎麻的相关研究。 

在科研项目的推动下，将科研进展引入课堂。讲授肥料利用、无人机防控、节水栽培、智能机械化

等科技前沿进展，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前沿学科知识，提振学生学农兴趣与信心，厚植“知农爱农”情怀，

培养具有“强农兴农”责任担当的新时代农业人才。 
 

本人慎重承诺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内容真实客观，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意承担相关

责任。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评议推荐意见 

候选人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考核情况： 

 

 

综合意见： 

 

 

行政主要负责人（签章）：              党组织书记（签章）： 

             单位公章                     单位党组织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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