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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农业大学教学名师奖推荐表

（2024 年）

基本情况

学院（部）：人文与发展学院

姓名:侯玉峰 性别:男 1978 年 2 月生
本人照片

(电子版)

职称:副教授 最后学历：博士研究生

2000 年 7 月参加工作 2001 年 7 月到本校工作

手机号: Emil: hyf@cau.edu.cn

学习及培训经历（从读

本科写起）

（包括起止时间、学习单位、专业、全日制或在职）

1996.09-2000.07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生理与生化 本科

2004.09-2006.07 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 硕士研究生

2006.09-2009.07 中国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与管理 博士研究生

工作经历

（包括起止时间、工作单位、岗位职责、技术及行政职务）

2000.07-2004.07 中国农业大学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研究实习员

2004.07-2009.06 中国农业大学 科研处成果管理科 职员

2009.06-2012.10 中国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主任

2012.10-2020.9 中国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院长

2021.04-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讲师、副教授

社会兼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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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评审教学观摩课程：

课程名称 初级摄影—美学赏析与实践

备选观摩内容：请列出 20 个观摩内容（覆盖各章节，每个 20 分钟），评审当场抽取一个试讲。

1、摄影的诞生：从小孔成像到银盐摄影术

2、摄影器材变革：从胶片相机到智能时代

3、摄影与科学：摄影技术进步与科学发现

4、镜头视角与焦距：从广角到长焦的应用

5、曝光三要素：光圈、快门与感光度

6、摄影用光一：光的强度与影调调控

7、摄影用光二：光的方向与形象塑造

8、景深的奥秘：光圈、焦距与摄距

9、构图四项原则：简明、稳定、秩序与生动

10、色彩与白平衡：光的色温与情感表达

11、数字摄影与 CCD：传感器成像原理

12、用相机拍视频：动态影像的创作技术

13、手机摄影技巧：随手拍出高质量大片

14、自媒体影像创作：拍摄、剪辑与传播策略

15、风光摄影赏析：自然与光影的艺术表达

16、人物摄影实践：肖像、工作照与旅行记录

17、实验材料摄影：布光、造景和摄影操作

18、新闻纪实摄影：校园、街头与会议拍摄

19、乡村影像记录：农业、农村、农民与文化传承

20、课程小结：摄影带给我们什么？

2、师德师风表现

简要介绍本人在教学中体现师德师风的具体事例（500 字左右）

自 2004 年主讲《初级摄影》课程以来，我始终将师德师风作为教学的核心要求，坚持“内化于

心、外化于形、知行合一”的教学理念，将爱岗敬业与育人初心贯穿教学全过程。

坚持以美育人，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摄影教学中，内化于心。通过小孔成像、载人航天等中国对

摄影术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与民族复兴的伟大责任；通过校园美景、祖国风光、

和红色题材的影像赏析，激发大学生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通过选取美丽乡村、农耕非遗、现代农业

等乡村影像，展示“三农”之美，促进学生对乡村振兴的思考。学生创作的“农之特色的‘网红图书

馆’”在《大学生》杂志发表，另有多项三农题材的影像作品在各类比赛中获奖。

坚持实践育人，陪伴学生光影创作，实现思政教育外化于形。利用周末组织校外摄影实践活动，

感受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一对一的摄影教学和思想交流。疫情期间，开设 B站账号并录制课件，

在各大公园开展直播摄影教学、大家远程边收看边实践的方式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创新了教学模

式、缓解了焦虑情绪，登上 B站热搜榜，被称为“难得可贵的学习经历”。2015 年建设的课程公众号

和校友微信群，成为学生发布优秀摄影作品，弘扬“真善美”，活跃学习氛围、传播正能量的重要平

台。历届校友也对摄影课堂念念不忘，每学期都回校参与教学活动。

坚持立德树人，摄影教育拓展至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实现知行合一。针对学生摄影提升的需

求，每年寒暑假带队大学生社会实践，记录乡村影像、培养“三农”情怀。组织大学生三赴河边村，

成功举办的“觅境河边——中国农业大学精准扶贫云南河边村摄影展”，践行“知农爱农”行动、树

立“强农兴国”理想，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实现了摄影教学和专业提升、社会认知的良好结合。

多年来，我通过跨越课堂内外的真诚投入和持续付出，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引导正

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立德树人、以美育人，坚持不懈的为农科特色卓越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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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教学情况

内容 是否利用 内容 是否利用

课程介绍 是 课前预习 否

教学大纲 是 布置作业 是

教学日历 否 在线测试 是

教学课件 否 教学邮箱 是

视频资料 是 答疑讨论 是

拓展资料 是

4、近五年承担其他教学工作（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填写要求：此处仅填写“其他教学工作”，例如按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校级 URP、北京市大创项目、国

家大创项目，培养研究生（硕士、博士分别填写）等。课堂教学（本科生、研究生）单独填写附件 4、附件 5。）

起止时间 工作内容* 累计学生数

2022 年 1 月-2024 年 6 月 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7

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指导校级 URP 26

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北京市大创项目 28

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国家大创项目 9

2022 年 9 月-2024 年 7 月 培养研究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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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 5 年主要教学研究论文、著作及编写教材情况（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内容

（论文/著作/教材）
名称 期刊名称、卷次/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6. 近 5 年承担教学改革项目情况（2019 年 1 月-2024 年 7 月）

起止日期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经费

（万元）
主持/参加

2022-202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大学摄影课程思

政探索与实践

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规划课题
0 主持

2019-2020 摄影教学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 学校 0.5 主持

2021-2022
摄影通识课中增加科研题材影像拍

摄技术的实践探索
学校 0.5 主持

2022-2023
美思并举、通专兼顾，面向乡村振

兴的摄影实践教学创新
学校 0.3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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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近 10 年个人综合及教学方面获奖情况（2013 年 8 月—2024 年 7 月）

时间 获奖名称 等级 颁奖部门
本人

排名

2024-05 第四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北京市二等奖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1/1

2024-01
第四届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教学创新

大赛
学校一等奖 中国农业大学 1/1

2023-06

“青创北京”2023 年“挑战杯”首

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青

学二十大”红色专项赛 云上耕耘百

花开——基于曲靖三农主播促进乡

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北京市一等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北

京市科学技术学会/

北京市学生联合会

1/3

2023-06

“青创北京”2023 年“挑战杯”首

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青

振京郊”乡村振兴专项 “永”在旅

途，“乐”享农趣--建设“永乐农趣

小镇”助力永乐店镇农文旅融合特色

发展

北京市二等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北

京市科学技术学会/

北京市学生联合会

1/1

2023-06

“青创北京”2023 年“挑战杯”首

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青

振京郊”乡村振兴专项 曲径通幽：

问禅潭柘寺 养心贾沟村 ——北京

市潭柘寺镇贾沟村民宿发展规划

北京市三等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北

京市科学技术学会/

北京市学生联合会

1/1

2022-06

“青创北京”2022 年“挑战杯”首

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青振京郊”

专项赛 归去来app——基于“社交+”

思维的全民智农城乡联通助力田园

平台商业计划书

铜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北

京市科学技术学会/

北京市学生联合会

1/3

2021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 故地新

颜，脱贫奇迹——一个西南少数民族

深度贫困村的“蜕变” 第十七届

全国一等奖

“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委员会

2/3

2021

第十一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实践”专项

赛 故地新颜，脱贫奇迹——一个西

南少数民族深度贫困村的“蜕变”

北京市特等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北京市委员会/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北

京市科学技术学会/

北京市学生联合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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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人开展教学改革特色工作简述

自 2004 年起，我开始主讲《初级摄影》全校选修课，致力于将课程打造为以普及摄影技术为基

础，兼具思政教育与美育功能的通识课程。2023 年，升级为核心通识课程，并将课程更名为《初级

摄影——美学赏析与实践》。在 20 年的教学实践中，通过持续深入的教学改革实践，将摄影学习与大

学生专业需求相结合、与农科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突出摄影课程的学科特色与育人功能，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构建以美育融入思政的教学体系

在课程设计中，结合“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的理念，将思政教育元素自然融入摄影知识结

构。通过摄影简史，引导学生了解摄影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激发学生的科技自信与民族自豪感；通过

经典作品赏析，让学生感受祖国风光、人文情怀以及红色记忆中的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在教学内容

中融入“三农”元素，将乡村振兴与生物育种、生态保护和农业现代化等内容引入课堂，彰显农科院

校特色。同时，率先打造了课程新媒体传播阵地，运营微信公众号，分享学生优秀摄影作品与创作感

悟。形成了学习与创作相结合的网络思政阵地，有效提高了学生的思想参与度与创作热情。

二、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提升课程黏性

教学改革注重实践环节的多样化，将课堂实践、科研探索与社会观察相结合，形成从专业能力训

练到社会认知的渐进式实践模式。具体包括课堂内外摄影技能训练、校园生活之美的捕捉，以及校外

社会变迁的影像观察。例如，将摄影技术融入科研探索，指导学生完成植物根系影像研究，并共同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同时，积极引导学生通过镜头发现世界，培养他们对社会

的敏感性与艺术表达力。通过 B站直播课程，结合线上互动平台，创造性地开展摄影实践教学，受到

了学生的广泛好评，推动思政教育从课堂延展至实践，并促进网络平台的师生互动。

三、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卓越人才培养

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动摄影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深度结合，带领学生走进乡村振兴的广

阔田野，将摄影教学与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有机结合，通过影像记录美丽乡村的变化与发展，培养他

们的“三农”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指导大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取得“挑战杯”国赛一等奖 1项，

市赛特、一、二、三等奖 5项的好成绩，涵盖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文化传播等领域。这些实践活动

不仅帮助学生提升了摄影技术与社会认知能力，也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还增强了社会

责任感和服务现代化国家的使命感。

通过多年持续的教学改革创新，针对中国农业大学“德才兼备、全面发展、通专平衡、追求卓越”

的人才培养理念，充分发挥摄影课程在思政教育和美育教学中的独特优势，实现了摄影课程的知识性

与科学性、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平衡，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在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一懂两爱”卓越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我将继续努力，逐步将《初级摄影——美学

赏析与实践》课程发展为农科院校具有品牌特色的通识课程。助力培养更多德才兼备、视野开阔的优

秀学子，为乡村振兴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