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交通大学优秀教学团队奖推荐表 

 

 

团  队  名  称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团队                

负    责    人      李 继 成                     

推荐单位（盖章）    数学与统计学院                  

   

填  表  时  间   2014 年 1 月 6 日 

 

 

教务处制 



 

 

 

填  表  说  明 

 

1. 本表用钢笔填写，也可直接打印，不要以剪贴代填。字迹要求清

楚、工整。 

2. 候选人填写的内容，所在单位负责审核。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可

靠。 

3. 优秀教学团队成员不超过 5 名。 

4. 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一、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李继成 出生年月 1967.11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    族 汉族 

最后学历 

（学位） 
博士 

授予 

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 

授予 

时间 
2000 

参加工作时间 1993.07 我校教龄 21年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固定电话 82663799 移动电话 13152076068 

传    真 82668551 电子信箱 jcli@mail.xjtu.edu.cn 

联系地址、邮编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710049 

主要学习、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学习/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所从事学科领域 

1986.09-1990.07 本科/陕西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1990.09-1993.07 硕士/陕西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1996.09-2000.04 博士/西安交通大学读 计算数学 

1993.07-至今 西安交通大学工作 教师 

2003.05-2004.01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访学 

二、负责人教学工作情况 

主讲本科生课程情况（近五年）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数学建模 2008.02-2013.07 144 
软件、信息、微电子、

医电等 17个小班 
333 

数学实验 2008.02-2013.07 220 
电子、电气、微电子、

电信硕等 91个小班 
2851 

线性代数与

解析几何 
2008.02-2013.07 236 

电信硕、医电、电气、

电信管硕等 18个小班 
531 

高等数学 2008.02-2013.07 532 
电气、电子、微电子、

电测控等 28个小班 
957 

长期承担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和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指导工作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三、团队成员情况 

成员人数     6      

姓  名 朱旭 年  龄 49 
参加工作

时间 
1986.7 

最终学历（学位） 博士 专  业 应用数学 高校教龄 27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分党委书记   

主讲本科生课程情况（近五年）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

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

数 

高等数学 2008.9-2009.6 128 建筑、英语日语 81-83、法语 153 

高等数学 2009.9-2010.6 128 建筑学 91-92、英语日语 91-93 128 

高等数学 2010.9-2011.1 96 建筑学 01-02、英语日语 01-03 125 

高等数学 2011.9-2012.1 64 建筑学 11-12、英语日语 11-13 128 

高等数学 2012.9-2013.1 64 建筑学 21-22、英语日语 21-23 121 

线性代数与几何 2009.9-2010.1 48 电气 91-94，社会学 91 142 

线性代数与几何 2012.9-2013.1 48 电测、机硕、机管、机自 21-22 145 

数学建模 2010.2-2011.5 32 医电 91-94 118 

数学建模 2010.2-2011.5 32 电子 91-93，自控 91－92 142 

数学建模 2012.2-2012.5 40 计算机 01-04 128 

数学试验(每年

1-2 个大班) 
2008.9-2013.5 

100(20/
年) 

钱学森班、少年班、力学硕、电

气、材料等 
700 

本人在团队中的贡献（不超过 200字） 

本人 1986年毕业留校后随即加入了我校大学数学教学团队，此后作为主要

成员先后参加了“国家工科数学试题库系统”研制项目，“国家工科数学课程教

学基地” 建设项目，“大学数学教学资源库—释疑解难库（高等数学）”建设项

目。2004年起负责我校大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织培训工作，

并积极承担《数学实验》、《数学建模》课程的教学，在此基础上构建我校“大

学数学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留校 20多年来一直担任数学基础课教学，教学效果优秀，在学校教师授课

竞赛中三次获得一等奖，2004年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参加 8项的教学改革

与研究项目，编写教材 4 部，获得优秀教学成果奖 6 项，发表教学论文 5 篇，

为我校高等数学教学团队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姓  名 李换琴 年  龄 49 
参加工作

时间 
1986.7 

最终学历（学位） 博士 专  业 计算数学 高校教龄 27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大学数学教学中心副主任 

主讲本科生课程情况（近五年）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高等数学 2012.9-2013.6 220 信息 21-26 149 

高等数学 2011.9-2012.7 220 信息 11-16 148 

高等数学 2010.9-2011.7     220 

宗廉 01，光信息

01，应物 01,02，

应化 01等 

152 

高等数学 2008.9-2009.7    110 
电子 81-83，微

电子 81-83 
150 

数学实验 2008-2013 240 

信息、电子、

机械、应物、

应化等专业 

1200 

本人在团队中的贡献（不超过 200字） 

1. 协助教学团队的建设工作； 

2. “一对一”培养青年教师； 

3. 设计并组织多种形式教学法活动；  

4. 负责制作电子教程、数字化课程，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5. 参与西部及全国教师培训并担任讲师； 

6. 参与编写高等数学课程教材及辅导教材； 

7. 承担多项国家级教改项目的子项目研究； 

8. 主持完成多项校级教改项目的研究； 

9. 发表多篇教学法论文； 

10. 多年从事大面积课程教学，教学效果优，多次获学校和学院中青年教师讲

课一等奖。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姓  名 武忠祥 年  龄 56 
参加工作

时间 
1975 年 

最终学历（学位） 学士 专  业 数学 高校教龄 31 年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主讲本科生课程情况（近五年）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高等数学(1) 2008-2009 192 钱学森 81-82 60 

高等数学(1) 2009-2010 192 理科物理 91 40 

高等数学(1) 2010-2011 192 
钱学森 01-02，

物理实验班 01 
105 

高等数学(1) 2011-2012 192 
钱学森 11-12，

物理实验班 11 
105 

高等数学(1) 2012-2013 192 钱学森 21-22 60 

本人在团队中的贡献（不超过 200字） 

1. 多年从事大面积课程教学。 

2. 作为主要成员先后参加了 “国家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 建设项目，“大学

数学教学资源库—释疑解难库（高等数学）” 建设等项目； 

3. 参与编写《工科分析基础》教材（高教出版社）； 

4. 参与编写《高等数学基础》教材（高教出版社）； 

5. 参与编写《高等数学简明教程》教材（高教出版社）； 

6. 主编《工科数学分析基础教学辅导书》（高教出版社）； 

7. 组织高等数学课程的日常教学工作; 

8. 协助主管院长修订教学大纲并制定教学进度表; 

9. 组织相关人员命题并主持改卷工作; 

10. 分析试卷,并做成绩统计工作。 

 

 

 

 

 

 



 

姓  名 常争鸣 年  龄 57 
参加工作

时间 
1975 年 3月 

最终学历（学位） 大学本科 专  业 数学 高校教龄 35 年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主讲本科生课程情况（近五年）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数学分析 2008.9-2009.7 172 应物 81，82 等 150 

高等数学（I） 2009.9-2010.7 192 电气硕等 86 

高等数学（I） 2009.9-2010.7 172 电气 96-910 181 

高等数学（特） 2010.9-2011.7 192 电气硕等 130 

线性代数与空间

解析几何 
2010.9-2011.7 48 能动 06-011 150 

高等数学（特） 2011.9-2012.7 192 电气硕等 71 

数学分析 2011.9-2012.7 128 少年班 91-94 74 

高等数学 2012.9-2013.7 192 电气硕等 110 

数学分析 2012.9-2013.7 68 少年班 01-04 92 

本人在团队中的贡献（不超过 200字） 

1．长期担任大面积高等数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曾获学校中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特等奖。 

2．参与教改项目《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教学内容及讨论式、研究性教学法的改革与实

践》，获 2012 年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3．主编少年班《数学分析》等系列数学教材，（讲义已在试用）。 

4．参与编写《工科分析基础》教材（高教出版社）。 

5．参与编写《高等数学基础》教材（高教出版社）。 

6．参与编写《高等数学简明教程》教材（高教出版社）。 

7. 作为主要成员先后参加了 “国家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 建设项目，“大学数学教学资

源库—释疑解难库（高等数学）” 建设等项目。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姓  名 高安喜 年  龄 51 
参加工作

时间 
1982 

最终学历（学位） 学士 专  业 数学 高校教龄 31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主讲本科生课程情况（近五年）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高等数学(1) 2008-2009 168 计算机 81-86 162 

高等数学(1) 2009-2010 168 计算机 91-96 163 

高等数学(1) 2010-2011 168 信息 01-06 171 

高等数学(1) 2011-2012 168 计算机 11-16 158 

高等数学(1) 2012-2013 192 
物理实验班

21-22 
40 

本人在团队中的贡献（不超过 200字） 

11. 组织高等数学课程的日常教学工作; 

12. 协助主管院长修订教学大纲并制定教学进度表; 

13. 开学初培训辅导教师(研究生助教); 

14. 组织相关人员命题并主持改卷工作; 

15. 分析试卷,并作成绩统计工作.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姓  名 魏平 年  龄 57 
参加工作

时间 
1974 

最终学历（学位） 博士 专  业 数学 高校教龄 31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主讲本科生课程情况（近五年） 

课程名称 起止时间 本人讲授学时 授课班级名称 总人数 

高等数学(1) 2008-2009 192 电气 81-86 162 

高等数学(1) 2009-2010 192 电气 91-96 163 

高等数学(1) 2010-2011 192 电气 01-06 161 

高等数学(1) 2011-2012 192 
微电子 11-13

电子 11-13 
158 

高等数学(1) 2012-2013 192 
微电子 21-23

电子 21-24 
167 

本人在团队中的贡献（不超过 200字） 

教学获奖 

1. 2007-2009 学年参加钱学森班高等数学教学改革，获优秀老师（学生打分子

96分） 
2.2007-2008 年度“东方能源奖教金优秀教师” 

3.朱旭，李继成，魏平.2003 年“数学实验课程的建设与实践”,获陕西省现代教

育技术成果一等奖； 
4.魏平.获西安交通大学 2007-2008 年度“东方能源奖教金优秀教师”； 
5.魏平,李继成,朱旭,魏战线,王宁.2008 年“强化管理，创建精品，全面提升工程

数学教学质量”获西安交通大学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持人； 
6.魏平 2009 年获交大教师授课竞赛校级二等奖； 
7.魏平 2000 年获交大青年教师授课竞赛校级二等奖； 
8.魏平.2002 年获交大多媒体授课竞赛校级三等奖； 
9.李继成，魏平.2004 年“数学实验课程建设及分层次教学与实践”,获西安交大

第九屇教学成果二等奖； 

出版教材: 
1.徐文雄，赵仪娜，魏平，李换琴，李平.《高等数学(上)(下)》.高教出版社, 书
号：ISBN 7-04-014383-6，2004 年 6 月（“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龚冬宝，魏平.《大学数学简明教程》.第 2 卷, 西安交大出版社,2001 年 6 月. 

教学改革立项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五、推荐、评审意见 

推荐单位

对候选团

队教学贡

献的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团队主要教育教学成就简介 
（限 3000 字以内） 

一、教学团队的历史与现状 

 1954年，我校朱公谨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国内第一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大

纲的制订，并带头编写了《高等教学》教材，这为我校高等数学课程的教学在全国

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62年起，我校张鸿教授（第 1届主任）、陆庆乐教授（第

2 届副主任，第 3 届主任）、马知恩教授（第 4、5 届主任）、王绵森教授（第 6 届副

主任），徐宗本教授（第 7、8 届主任）依次担任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或副主任职务。50 多年来，他们带领我校高等数学教学团队积极进取、不断创新，

不仅促进了我校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对我国高等数学的教学改革也产生了重

大影响。目前，已经建成了一支教学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核心队伍稳定的高等

数学课程教学团队。 

二、教学团队取得的教学成果 

    我校高等数学教学团队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探索，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  

1．引领新世纪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方向——《工科数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报告》白皮书。 

1997 年团队组织召开了由 10 名工程院院士和著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的“当代

科学的进展与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报告会”，此次会议成果丰硕。与会者通过高

端学习，广开思路，积极研讨，提出了若干重大问题供大家研究。两年后在我们团

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教育部制订了国家“关于工科数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并以文件批转到全国高校。之后，团队牵头完成了“面向 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

系改革”的教育部重点课题，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数学系列课程设置的新体系，

该成果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白皮书”广泛发行，对全国高校数学课程教学改

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国内大学数学的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指明了方向。 

    2．形成我国中西部教学改革实践中心——国家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 

1999 年，教育部拟在全国设立六个国家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鉴于我校高等

数学教学团队已经取得的工作业绩和优良的教学传统，我校顺利成为首批基地建设

单位。在基地建设中，团队提出了多项教学改革举措，设立了多个教学改革项目，

由团队成员分头负责研究和实践。形成了以“四大基础”（微积分与微分方程、线性

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实验）为必修课，五大应用数学方

法（数学物理方法、数值计算方法、实用统计方法、优化方法、数学建模）为选修

课，同时开设现代数学知识讲座三层次的课程体系；编写出版了系列化、层次化的

多种教材；构建了基础数学实验、综合建模实验和创新建模实践三层次的数学实践

教学体系。2004 年，在教育部对六个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建设验收评估中，我校

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以突出成绩名列之首。 



 

3．建成了一支可持续发展的优秀教学梯队——国家优秀教学团队。 

多年的教学改革和实践，使得团队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实践等方面得

到提升，整体教学水平得以提高。2008 年，我校大学数学课程教学团队获得国家优

秀教学团队称号。目前，团队建设注重老、中、青梯队培养，通过“一对一、传帮

带”，使高等数学教学团队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富有活力。 

4．立足大学数学课程教学研究与改革高地——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

展中心。 

鉴于我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在全国的影响和领先地位，2009 年由教育部数学与

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西安交通大学

四家共建，在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全国唯一的“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

中心”，其主旨是凝聚全国高校力量，开展以高等数学为主的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改

革创新。该中心已经运行了 5年，在全国组织了 89个教学研究项目，参加学校达 70

余所，出版革新教材 15 套，发表教学论文 86 篇。该中心的成立，使我校的高等数

学教学团队站在了我国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改革的最前沿。 

5．团队多年业绩积累——丰硕成果。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团队的辛勤工作，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奖 8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3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1 项，省级教学名师奖 3 项；国家精品课程 1 门（目前已经

建议入选国家首批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出版教材 20套，教学辅导书 6套，其中《工科数学分析》上、下册是我国非数

学类第一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国家重点高等数学教材，获得国家“九五”优秀教材

一等奖。 

在《中国大学教学》、《大学数学》等中文重要期刊发表教改论文 43篇。 

三、教学团队保障了我校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质量 

教学团队积极进取，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新途径，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

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保证了我校高等数学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1）持之以恆地开展教学核心梯队建设，使教学改革思想代代相传、不断发展。 

（2）坚持青年教师开课前的试讲制度，采取“传帮带”、“一对一”等多种途径

培养青年教师。 

（3）组织示范教学，以课程组为单位进行集体备课，开展多元化教学法活动，

提高高等数学课程整体教学质量。 

（4）要求教师相互听课，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提升自我教学水平。 

（5）对课程教学实行跟踪。要求主讲教师每周填写“任课教师答疑辅导记录表”，

辅导教师填写“助课信息反馈表”，以实现对课程教学质量的动态掌控。 

（6）实行课程组长负责制。制定课程组长工作职责，由组长全面负责课程的建



 

设和日常教学工作。 

（7）定期举办“大学数学系列课程专题讲座”及“课程教学内容解析讲座”，

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应用能力。 

（8）逐步实现传统教学资源向信息化、网络化教学资源转变。研制了高等数学

数字化课程,多媒体课件，作业批阅系统，课程答疑平台。通过课程教学资源（课程

概述、教学评价、，教材资源、学习目标，内容简介、重点难点、典型例题、释疑解

难、自测练习、教学录像、教学课件、学习方法、知识小结、数学史料、试题选登

等）的建设，使我校高等数学课程首批入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9）建立教学能力测评制度，实行教师教学能力第三方综合测评，由学校教务

处、教学督导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各学院教学院长等组成教学能力测评专家组，

对高等数学课程教师分期、分批进行测试，督促教师自觉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 

（10）教学效果显著提高.高等数学是全校大面积基础课程(每年约有 3000人学

习)，课程实行教考分离，统一评阅。近些年课程不及格率由早期的 10%以上下降至

目前的 6%左右。在学校的网评中，高等数学任课教师平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得到

学生的普遍好评。 

四、教学团队在国内的引领与示范辐射作用 

1．由我校牵头的教育部“九五”重点教改项目“面向 21 世纪工科数学课程体

系与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践”的顺利实施奠定了我校在全国大学数学课程教学的引

领地位。 

2．国家工科数学课程教学基地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和建设成果，实

现了“名师、名课、名教材”的目标。 

3. “西部行”活动带动西部地区高校的大学数学课程的建设和教学改革热情。

在 2003 年，我校组织团队骨干教师到西北四省区 7 所高校进行为期 20 天的交流活

动，传播了我校的改革成果和经验。 

4. 连续 7年的西部及周边地区师资培训班的举办对我国 27省（市、区）的 114

高校，800余名教师进行了培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高教司和天元基金

领导小组的肯定。 

5. 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中心的建立再次奠定了我校高等数学教学团队在

全国的领先地位。 

 

团队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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