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曹建芳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6年 1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三级）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科研部部长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计算机专业教学与科研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

联系电话 0350-3339080 移动电话 15635067998

电子信箱 kcxdj122@126.com

何时何地受何种

院级及以上奖励

2019年获山西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一），2018年获山西省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排名第二），2019年获山西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
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排名第一），2018、2016年分别获山西省优秀学术论文
二等奖（排名第一），2015、2014年分别获忻州市科学技术奖励（自然科学类）
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排名第一）；2021年获山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20年
获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山西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3年获山西省三八红旗手，2014-2021、2023-2024连续多次获学校优秀教师、教
学先进个人、科研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主

要

贡

献

担任校党委委员、科研部部长，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全面负责本成果研究与实施。具体贡

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较早提出、牵头实施在学校开展以地方特色文化为引领的科教协同忻师文化育人体系构建与

实践的教育教学改革，负责成果的总结、推广和应用。

（2）牵头策划建设“五台山文化展馆”“五台山文化数字化展馆”，并获批“山西省五台山文化

社科普及宣传基地”。

（3）组织举办“五台山文化研究学术论坛”“‘康养忻州’学术论坛”“第四届革命根据地经济

史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

（4）主持并顺利完成山西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面向新工科建设的地方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实践

教学体系构建”和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大数据背景下MOOC在线学习行为分析与预测研究”。

（5）作为主编或副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计算机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大学计算机

基础教程—面向计算思维与新工科》《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面向计算思维和问题求解》《C语言程

序设计教程—面向计算思维和问题求解》《数据库技术及应用（SQL Server）—面向计算思维和问题

求解（第 2版）》及配套实践教材，其中：《数据库技术及应用（SQL Server）—面向计算思维和问

题求解（第 2版）》及配套实践教材被评为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6）负责《大学计算机基础》MOOC开放课程平台的建设工作，并在该课程中利用 MOOC、超

星学习通等实施教学改革。

（7）在《教育现代化》《大学教育》等教育类期刊上发表与该成果相关的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4
篇；指导硕士研究生 16人，开展五台山壁画数字化保护研究；获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校级教学

成果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8）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多模型卷积神经网络的五台山壁画数字化修复方

法研究”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规划基金）“数字化背景下五台山壁画的修复保护策略研究”1
项、省级科研项目 8 项，发表“Ancient mural dynasty recognition algorithm based on a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 search”等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文化传承学术论文 50余篇，出版著作 3部，授权软件著作

权 20余项，获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项、第十八、十九届山西

省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2项、忻州市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10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2）完成人

姓 名
赵新平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2年 8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二级）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历史学教学 区域社会史、文化史和民俗研究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18003505083

电子信箱 cnsxzxp@aliyun.com

何时何地受何种

院级及以上奖励

2004年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女教职工。2006年被评为忻州市“百名师德模范” 。
2008 年被评为山西省教学名师。2010、2013年被评为院级学科带头人、院级首届
“教书育人”突出贡献奖。2012年被确定为忻州市委联系的优秀专家。2013年被评为
山西省高校“131”领军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2016年被评为忻州师院
共产党员标兵。2017年被评为忻州师院师德师风标兵、2017年被评为山西省三八红
旗手。多次被评为院级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工作者。2011年至 2015年被
评为忻州师院优秀教师。2017年被评为山西省三八红旗手。2018年被评为山西高校
优秀共产党员、山西省模范教师。2019年入选“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人才。
2020年获山西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21年被山西省委教育工
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2024年获山西省第十三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
奖。

主

要

贡

献

作为成果主要完成人、历史系的骨干教师，曾任历史系主任、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具体贡
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成果的设计、论证和研究，全过程参与项目实施，负责本成果的推广应用。
（2）参与系统设计以弘扬地方特色文化为引领的忻师文化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方案。
（3）多次组织举办忻州地方文化研讨会；组织举办五台山民俗与社会生活学术论坛。深度挖掘地

方特色文化资源，推进高校文化育人体系建设。
（4）负责编纂五台山六个主要寺庙（菩萨顶、黛螺顶、显通寺、罗睺寺、殊像寺、佛母洞）的寺

志，打破了五台山有山志而无寺志的局面，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组织完成原平市北三泉开国上将赵尔陆故居展，传承红色基因。自 2021年 7月 1日开展以

来，已接待 6万余人次参观学习，受到各级领导和参观者的高度评价。
（6）组织完成《重返滚烫笔尖：忻州红色文献萃编》（《晋绥日报》，前身《抗战日报》第 4、

18、21册共 16万字的整理和撰写工作。
（7）组织完成五台山菩萨顶藏传佛教中国化和塔院寺红色文化展览。受到媒体和游客的高度关注

和充分肯定。
（8）组织团队编写“山西省红色美丽村庄北三泉村建设基地”展陈文案。充分依托红色资源，推

动红色教育功能有效发挥。
（9）指导学生获得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第十八届“挑

战杯”山西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二等奖；指导学生获得第十四届“挑战杯”山西
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银奖、铜奖；指导学生获得山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5项。

（10）学术著作《清末民初晋北庙会与地方社会——以忻州为中心的考察》《明清至民国五台山
境域庙会与村落生活研究》分别获山西省第十一次、十三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1）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和院级课题 10余项，在《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 60余篇，出版著作 9部，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2项、忻州市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项。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10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3）完成人

姓 名
王丽霞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6年 12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五台山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舞蹈专业教学与科研 红色文化研究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18003505159

电子信箱 736753905@qq.com

何时何地受何种

院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作为成果主要完成人、 五台山 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 ，参与了成果的全部

方案论证与研究环节，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组织开展以弘扬地方特色文化为引领的忻师文化育人体系研究、宣

传和实践。

（2）将红色文化育人有机融入课程思政，组织学生开展红色主题社会实

践、志愿活动等。

（3）参与原创舞剧《寻找东大殿》《红忻》《梅香如故》等的编排与

演出策划。

（4）参与策划并成功举办了“五台山地区教育专题文物文献展暨元好问

诗词原创音乐作品展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

力。

（5）指导学生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长期坚持指导学生红色舞

蹈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

（6）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发表了多篇关于地方文化传承

保护、红色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出版专著，并参与主编了多部相关著作，

为地方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10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4）完成人

姓 名
王 涛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3年 12月 最后学历 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历史系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历史学教学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联系电话 0350-3033319 移动电话 18003505581

电子信箱 416294603@qq.com

何时何地受何种

院级及以上奖励

2002年获学院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2006年获学院首届教师

“精彩一课”竞赛二等奖，学院首届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2008年学院第一批教学新

秀，2011年第二批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2014年第三批，2017年第四批学科带头

人。2011年科研成果荣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二等奖，

2010年获得山西省第六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三等奖、2014年获得第八次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22年获得第十二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优秀奖。

主

要

贡

献

作为成果主要完成人、历史系主任，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组织开展地方特色文化育人理论研究和实践，并总结以弘扬地方特色文化为

引领的忻师文化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成果和经验。

（2）总体策划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建设，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负责建设的

“五台山地区红色文化教育宣传基地”获批山西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

与精品建设项目。

（3）全面深入挖掘、梳理、整理具有忻州地方文化资源，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历

史文化长廊建设和非遗进校园等地方文化空间建设。

（4）一直致力于对忻州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科研成果积极融入教学中，参与地

方文化资源库建设。2006—2020年，担任本科生导师制，指导学生进行课程实习、田野

调查、撰写地方文化教学案例、参加“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等，与校外地

方文旅部门、中小学对接，搭建地方文化实践教学平台。2020年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主

任以来，启动了历史学专业教学改革，负责总体设计规划，组织完成了实践课程体系的

整合和教学资源优化，建立了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机制，初步构建了地方文化特色的人才

培养体系，深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探索地方历史文化与师范生实践能力相结合的人才

培养方案，2022年至今，基本形成了具有地域历史文化特色的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5）近年来主持、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山西省科技厅等项目 20余项。在国

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多篇，其中被北大核心、CSSCI收录 20多篇。积极组织开展

科研与教研合作，有效促进了教学平台建设和师范专业人才培养。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10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5）完成人

姓 名
陈 龙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年 3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中文系副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汉语言文学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五台山文化研究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18003505239

电子信箱

何时何地受何种

院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作为成果完成人，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组织开展学校元好问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力推进元好问文化传

承教育。

（2）承担元好问馆建设任务，并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及参观接待。

（3）多形式开展传承弘扬元好问文化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元好问专题读

书分享、知识竞答、主题报告会 20余场。

（4）主讲《中国文学史》《佛教与中古文学》《学术论文写作》等课

程，教学经验丰富。

（5）长期从事古代文学与佛教文化交叉研究，推动地方文脉资源与学术

研究的融合发展，在《文学遗产》《中国文化研究》《佛学研究》等刊物发

表论文 20余篇。

（6）主持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及省部级课题 6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专著《地狱观念与中古文学》。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10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6）完成人

姓 名
刘 泽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9年 6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五台山文化研究

中心副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音乐教育教学 戏曲文物研究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18003505979

电子信箱

何时何地受何种

院级及以上奖励

2024年博士论文评为“山西省优秀博士论文”；2023年被

评为“忻州师范学院师德师风先进个人”；2021年获“山西省第

八届校园艺术大赛教师组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作为成果完成人，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参与本成果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发展经验与改革成效的理论梳理总结、撰写

成果申报材料。

（2）举办“五台山地区教育专题文物文献展”等地方特色文化宣传活动，深入挖

掘地方特色文化教育教学中的研究价值，协调系部总结实践育人效果。

（3）协调配合各类文化剧目排演、系部合作、对外演出，以及部分艺术实践项目

的宣传统筹和社会服务推广等工作。坚持“以演代练、以练促演”的理念。成功举办由

山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春天的芭蕾》忻州师范学院音乐系 2024年新春音乐会暨刘

泽老师教学成果汇报音乐会。组织音乐系师生举办“致敬红色经典，献礼伟大祖国”合

唱交响音乐会，用音乐作品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

（4）开设公共选修课《五台山文化概论》，增加学生对区域传统文化的兴趣以及

对我校研究特色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意在彰显五台山文化的地域特色和普及程度。

（5）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民族融合视域下西南地区戏剧史料整理研

究》（24CC199）；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南地区古戏台文物文献资料搜集、

整理与研究》（18AZD026），第一参与人，已结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

代石刻戏剧史料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2&ZD261）为第四子课题参与人；参与国

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剧场史》1项；与此同时，主持并完成山西省研

究生教育创新项目《清代民国西南方志所载戏剧史料整理与研究》。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10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7）完成人

姓 名
贾富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0年 2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任党

政职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历史学教学 五台山历史地理研究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15703502055

电子信箱 495002851@qq.com

何时何地受何种

院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作为成果完成人，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参与调研、实践与研究，资料收集，定期研究与讨论，综合研究、归纳与总

结经验，并将成果应用到教学中。

（2）组织开展地方特色文化史料的抢救性挖掘和全方位展现。

（3）举办“昭兹来许—— 五台山 地区人物碑拓展”。集中展示以教育为主题和内

容涉及教育的人物碑刻，发挥历史人物的榜样作用，让师生感受五台山地区厚重的教育

文化，得到《忻州晚报》专题报道。

（4）开设金石传拓非遗工作室，组织非遗研学活动。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以及认同感和自豪感，彰显地域特色。

（5）主持山西省教育厅、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山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山西省政研会秘书处省级课题各 1项，主持校级五台

山研究专项课题 1项。

（6）在《文献》《形象史学》《五台山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17篇。《清代五台

山的关隘与营汛——以美藏〈五台山圣境全图〉为线索》（《五台山研究》2020年第 3
期）获评 2022年度忻州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7）出版著作 1部，即《清代广东海防炮台建设的历史地理学考察》（三晋出版

社，2024年 6月）；整理文献 2部，即《民国五台山游记辑注》（商务印书馆，2023
年 5月）、《忻州文物·历史人物卷》（三晋出版社，2024年 12月）。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10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8）完成人

姓 名
徐 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3年 11月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专业技术

职 称
高级实验师

现任党

政职务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计算机专业教学与科研、计算机软件研发

联系电话 0350-3339867 移动电话 15364600633

电子信箱 xuli@xztu.edu.cn

何时何地受何种

院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作为成果完成人，对创新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实践教学方法进行了大量

的探讨，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长期从事一线大学计算机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效果良

好，尤其是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中受到学生的高度好评。

（2）参与实施和推进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3）参与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建设。

（4）负责申报材料的起草和成果展示网站的建设工作。

（5）主持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省级课题 3项，出版教材 3

部。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