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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专刊 

“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而贯通其中的是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政课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习近平 

上海市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头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2019 年推出了 “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整体改革领航高

校”建设项目，上海理工大学成为第一批领航高校，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成为领航学院之一。 

课程思政是实现“三全育人”、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载体。专业教师要在课程教学

中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同时要把握工程德育内涵，围绕“担当制造强国使

命”主线，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工程德育有机结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习近平总书记“五大发展理念”等重要思想有机融合在课程教学

中。专业教师要结合学院专业特色，通过挖掘行业先贤、身边典型等行业思政元素，实现“润

物无声”的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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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都，湖北襄阳人，1980 年生。2008 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

博士学位。2004 年在重庆邮电大学工作，2007 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2011 年破格晋升教授。2011-2012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博士

后研究。2017 年起在德国汉堡大学做高级研究员。曾任重庆市复

杂系统分析与仿生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上海理工大学机器

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 

针对传统行走机器人昂贵、复杂、沉重、低效的难题进行长期研究，在动态步行的原

理和方法上取得突破，研制出全球能效最高、续航最远的“行者一号”机器人(创世界纪

录)，以及兼顾高效、智能、经济、安全的双足机器人小贝。发表 SCI 期刊论文 60 余篇，

SCI 引用 1200 余次，其中 ESI 高被引 2 篇和热引论文 1 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20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3 项，上海市人工智能专项 620 万，

主持或主研其他科研项目 20 余项。担任 Complexity(JCR Q1)等多个国际期刊编委。4 次获

得重庆市自然科学奖，1 次中国侨界贡献奖，以入选重庆市杰青等多个人才项目。相关成

果得到 NBC、REUTERS，CCTV 等媒体广泛报道，入选上海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展示馆。 

王曜，上海人，1988年 11月出生。2007-2011年上海海洋大

学生物技术（海洋生物制药方向）专业本科；2011 年 8 月-2012

年 8 月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12-2015 年上海海洋大

学食品工程硕士，期间 2014年 4月-2015 年 3月前往日本长崎大

学交换留学；2015年 10月-2016年 3月为日本长崎大学大学院水

产环境科学综合研究科助理研究员；2016-2019 年日本长崎大学

海洋环境资源学博士；2019年 5月至今为上海理工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博士后，期间 2019年 4月-2020年 3 月兼任日本长崎大学博

士研究员。 

迄今为止，共发表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 16 篇，其中 SCI 论文 10 篇；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 5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留学期间获日本文部科学省国费奖学金资助。主要研究方

向：水产及其加工品的超微组织形态与品质评价。 

 

 

为及时发布学院教师在教学、科研、对外交流等方面的成果，加强交流学

习。本刊聘请了来自各专业、科研团队、工程中心等的 18 位青年教师担任《医

食半月刊》通讯员： 

张敏燕、汤璐、王丹、李晓兵、聂丽蓉、李素姣、石更强、刘采云、延明珠、

宋晓燕、邱景璇、曹洪伟、王翔、谢凡、吴秀秀、毛琳、张天逸、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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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昊，北京人，1980 年 11 月出生。1999-2003 年北京理工大学自

动化专业本科，2004-2006 年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机器人与自动化专业硕

士，2007-2009 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助理研究员，2009-2011 年在德

国卡塞尔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2011-2018 年任 ABB 集团德国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2019年-至今任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教授。 

丁昊教授担任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协会人机协同及柔性制造技术委员会主席，工业机器

人国家（GB）以及国际标准（ISO）委员会专家委员，欧盟地平线项目、法国科学基金、意大

利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库成员。曾主持、负责和参与开发过世界第一款真正的工业级协作机器人，

新一代机器人安全控制系统，以及欧盟地平线 Horizon 2020 和德国研究基金会 DFG 项目。并

参与制定世界首个协作机器人国际安全标准，参与修订工业机器人国际标准。 

主要研究方向：人机协同与功能安全，机器人混杂控制，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机器人装

配和零件组装，及智能柔性制造。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并获得数次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留学

期间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拥有十余项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方面发明专利，主持并筹

办数个全球机器人大会研讨会。 

王皓辰，内蒙古呼伦贝尔人，1991 年 3 月出生，

2009.9-2013.9 华 东 理 工 大 学 自 动 化 专 业 本 科 ；

2013.9-2018.12 英国邓迪大学机械工程博士。2019.3-至今 

上海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流动站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微创医疗器械设计和智能致动器研究，迄今为止发表论文 5篇，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2篇，目前主持中国博士后站前特别资助基金一项。 

阴凤琴，福建三明人，1985年 6月出生，2006-2010 海

南师范大学化学教育本科，2011-2014 福建师范大学高分

子化学与物理硕士，2014-2017 中山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

理博士。2019年 6月至今为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

学院讲师。 

迄今为此，在 applied surface science、energy and fuels、journal of materianl 

science 等 SCI 期刊上发表 13 篇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8 篇，1 篇授权专利。

主要研究方向：1）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功能的探索 2）高分子材料在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及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应用。 

季云峰，安徽合肥人，1990 年 11 月出生，

2008.9-2012.6 上海理工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

业本科；2012.9-2015.3 上海理工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硕

士；2015.9-2018.6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第一

位博士，师从国际乒联副主席，前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

练施之皓教授；2017.3-2018.3 德国汉堡大学信息学院

高级访问学者，师从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张建伟教授；

2018.9-至今上海理工大机器智能研究院讲师。 

 

 

 

 

 
 

2019 年上海市浦江人才，乒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

目，与多家企业有横向课题合作，以第一/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SCI/EI/CSSCI 期刊论文 10 余

篇，授权发明专利 5项，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世界机器智能大赛”获得全能越

障组一等奖，参加“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上海市银奖，参加上海理工大学“光电杯”

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等。主要研究方向聚焦为实战型乒乓球机器人研制，以及其在体育与医

疗康复领域中的应用。 

张天逸，山东济南人，1983年 8月出生。2002.9-2006.7月 山东

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本科；2007.9-2010.7 山东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

2010.7-2016.5 上海理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讲师；2019.4-至今 上海

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

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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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四川成都人，1982年 9月出生，2001.9-2005.6 海南大

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2005.9-2009.9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任电子工程师；2009.9-2010.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30 研究所任

软件工程师；2010.9-2013.6 重庆邮电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硕士；

2013.9-2017.6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德国汉堡

大学联合培养，师从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张建伟教授）；2017-2019

年，任德国汉堡大学信息科学系助理研究员。2019.9至今上海理工

大机器智能研究院副教授。 

秦延斌，广西桂林人，1991 年 2 月出生。2009-2013 上海

海事大学热能于动力工程专业本科，2013-2018上海理工大学制

冷及低温工程专业硕博连读，2019-至今上海理工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沪江博士后 

迄今为止，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5 篇，获得国家青年科学基金 1 项，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1 项。主要研究方向为低温

生物医学技术。 

 

 

自 2010年以来，先后参与欧盟项目、国际重大联合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项；在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Pattern 

Recognition、Nonlinear Analysis: Modelling and Control、Chaos、Nonlinear Dynamics、

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IROS、ICRA等国际

知名期刊与机器人顶级会议发表 SCI/EI 论文 30 余篇，被引用 300 次以上，出版学术专著

1 部，获得软件著作权 3 项，申请专利 2 项。主要从事面向机器人的机器学习方法研究，

目前研究方向为：迁移学习，跨模态学习，复杂系统分析与控制。 

 

 

宋馨，江苏盱眙人，1984 年 9 月出生。2001—2005 年南京师

范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2005—2008 年南京师范大学微生

物专业硕士；2014—2018 年上海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2017—2019 年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圭尔夫研究发展中心联合

培养博士；2019.4-至今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讲师。  

 

迄今为止，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Journal of 

Dairy Science，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Biotechnology Journal 等国际 SCI 杂志发表论文

11 篇，其中第一作者 3 篇。一直从事乳酸菌基因编辑工具建立及应用的工作，近年来分

别在干酪乳杆菌，植物乳杆菌，短乳杆菌及乳酸乳球菌中成功构建了不同类型的

CRISPR-Cas 基因编辑方法。 

 

贾子健，辽宁朝阳人，1989 年 1 月出生。2007-2011 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本科。2011-2017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博士。2018-2019 飞利浦医疗技术公司

的研发中心系统工程师。2019.5-至今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

学院讲师。 

迄今为止在Energy & Fuels，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Magnetic 

Resonance in Chemistry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3 篇，合作发表论文共8篇，国际会议

作学术报告5 次，授权发明专利3件。主要研究方向为核磁共振理论、低场核磁共振应用、

核磁共振成像、脉冲序列及核磁共振仪器开发等研究。 

 

李然，河南新乡人，1989 年 7 月出生，2008 年 9 月-2012

年 6月，河南师范大学通信工程本科；2012 年 9月-2014年 6月，

上海理工大学信号与信息系统研究生；2014年 9月-2019年 6月，

上海理工大学光学工程博士；2019 年 7 月至今，上海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沪江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光学精密测量与颗粒物质。迄今为止，参与发表 SCI论文 12篇，其

中以第一作者发表二区 SCI 论文 4 篇。作为主要参加人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项目（多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控）。研究开发的“激光散斑血流仪”已进

入测试阶段，相关专利已获得授权。 

 

 



 

医食学院举办课程思政工作推进会 

4月 15日上午，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课程思政工作推进会在格致堂 108会议室举行。学院

党政班子成员、专业负责人、教工党支部书记、课程思政立项教师、辅导员共 30余人参加，

校党委书记吴坚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姚秀雯主持。 

会上，副院长徐斐首先介绍了课程思政领航学院年度任务分解落实情况及下一步计划。通

过成立课程思政工作小组、落实落细各项任务、组织集中研讨备课、开发课程思政案例库等举

措，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思政全覆盖“两步走”建设目标，

即 2020 年实现教师和学生全覆盖，并形成专业大类课程思政案例汇编；2021至 2022年实现教

师、教学、课程全覆盖。 

随后，五位教师代表分别就课程思政教学开展情况进行交流汇报。专业教师结合课程的德

育目标，积极探索专业内容中的育人内涵，将德育和思政元素通过典型案例等教学素材，以“润

物无声”的方式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张建国讲授的课程《食品

法规与标准》获 2017年上海市课程思政立项项目，他通过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和讲授内容的

多元化，提升了学生对课程的认同感和喜爱度；胡冰山从课程《假肢矫形器学》的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育人目标出发，通过身边案例，培养学生的科学、敬业、工匠精神，将国家需求与

个人价值实现相结合；孔祥勇分享了他在疫情下讲授的专业课《医学信息工程》如何与思政内

容有机融合，通过从需求出发、深入行业、指导学生发展等，实现课程与思政的“乘法”效应；

生物医学工程党支部书记王成分享了以党支部建设支撑课程思政教学的做法体会，以及下一步

如何将支部党建与课程思政工作相结合的计划；辅导员代表章少哨通过“新时代·中国说”的

实践探索，分享了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应在工作场域上互补、在优势资源上互鉴，实现思政工作

同频和同向而行的思考。其他与会教师也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开展方式进行了热烈讨

论。 

院长刘宝林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课程思政是未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所有教

师的责任和义务。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的示范作用，圆满完成

领航学院的建设任务，并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抢占思想阵地建设高地。他结合自身授课经验，

分享挖掘身边典型、提炼思政元素等授课方法，并强调教师自我提升的重要性，通过教师自身

的人格魅力和专业造诣，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学生。 

最后，校党委书记吴坚勇讲话。他指出，课程思政是实现“三全育人”、落实立德树人任

务的重要载体。专业教师要在课程教学中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同时要把握

工程德育内涵，围绕“担当制造强国使命”主线，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工程德育有机结

合。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扎实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习近平总书记“五大发

展理念”等重要思想有机融合在课程教学中。他要求，专业教师要结合学院专业特色，通过挖

掘行业先贤、身边典型等行业思政元素，实现“润物无声”的课程思政效果，培养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会议还举行了医食学院沟通交流平台“院长午餐会”和“书记下午茶”的启动仪式。 

（来源： http://www.usst.edu.cn/2020/0416/c35a3717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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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办课程思政领航计划领航团队负责人专题培训 

4 月 3 日上午，课程思政领航计划领航团队负责人专题培训在先进制造大楼主楼 103 会议室

举行。教务处处长朱坚民作主题报告，各学院领航团队负责人 20 多位教师参加。 

朱坚民作题为《课程思政建设怎么做》的主题报告，从开展课程思政的指导思想，课程思政讲

什么、怎么讲，以及学校课程思政领航计划建设安排三个方面阐述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问题和实

践路径。首先，他强调开展课程思政是党和国家对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要求。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要做到“六个要”、“八个相统一”和“三个有机统一”，

落实所有课程都贯彻育人理念，所有任课教师都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引导学生树立四个“正

确认识”，坚定“四个自信”。其次，他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授课经验，阐述了“课程思政讲什

么、怎么讲”的问题。他强调要从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品德修养和人格养成、学术志向和专业伦

理三个方面入手，深入挖掘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根据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特点，分类实施、各

有侧重，融入到专业课程中。关于怎么讲的问题，他强调要构建课程思政建设的育人体系，分层次

分阶段“再设计”课程教案，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将价值引领的元素渗透到专业教育目标、教育内

容、教育过程中，实现课程思政“隐性”育人的目标，最终达到盐溶于汤和润物无声的教育境界。

他以疫情防控为例，详细阐述了如何从爱国主义、理想信念、生态文明、生命教育等多个维度进行

设计，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做好云上组织引导，引起学生情感共鸣，以达到“固化于制、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的育人目标。最后，朱坚民介绍了学校推进“领航计划”建设的安排，指出课程思政建

设的关键点和突破点在于教师，教师对学习的孜孜以求、对教案的精心重构、对学生的情感投入是

为课程注入思政之魂的关键。 

课程思政永远在路上，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有育人责任。我校将以“上海高校

课程思政整体改革领航高校”建设为契机，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格局，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之中，实现学

校有氛围、学院有特色、专业有特点、课程有品牌、讲授有风格、成果有固化、教师有榜样的“领

航高校”建设目标。（来源：http://www.usst.edu.cn/2020/0403/c35a37047/page.htm） 

 

 
 

疫情期间医食学院为迎接学生返校作精心准备 

为营造安全健康的学院环境，迎接首批学生返校，4月 26日，学院党政领导

班子成员对综合楼 C区、南校区微创楼实验室的安全防疫工作进行实地检查。 

    实验中心每位负责老师已对实验室进行了全方位的卫生打扫与消毒工作，做到

不留任何死角。并在实验室门口张贴消毒记录及进入实验室人员消毒指南，门后

配备人员温度测量记录及进出实验的登记记录，并由实验中心负责人一一检查。 

学院领导现场对实验室防疫相关工作提出建议，要求对学生进入实验室做好

各项细节工作，确保学生进入实验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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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食学院举办“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 

4 月 23日中午，医食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工作会在综合楼 C301会议室举行。学院党

政班子成员、各专业负责人、研究所负责人、工程中心负责人及教师代表参加，高等教育研究

所所长姚俭应邀出席。 

院长刘宝林首先介绍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以及学院编制工作计划。他回顾

了学院从上海市重点学科到一流学科、从 41名教师到 138名教师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师

资队伍的建设要点，包括年龄结构的正态分布、职称结构比例、博士点学科职称比例，并详细

剖析了生物医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两大学科的师资队伍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建议。他强调，

人才是教学、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首先要建设好一

支高层次的教师队伍。而专业研究所是大学的细胞，各研究所及工程中心要认真思考制定研究

所“十四五”发展规划，并将学院规划、研究所规划、专业规划相结合，统一思想，激发每位

教师的潜能和活力，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师资队伍、学科和学院的健康发展。 

随后，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姚俭讲话并对学院发展提出建议。他指出，医食学院是学校发

展的后起之秀，近年来，食品学科蓬勃发展，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正处于前期快速发展后酝酿新

一轮发展机遇的前期。他建议学院进一步凝练发展方向，明确发展重点，既要有特色优势，又

要与国家重大发展需求相吻合。其中，人才是学院发展的重中之重，医食学院要注重现有年轻

人才的培养，通过挖掘、引进优秀带头人，聘请国外专家、选送青年教师赴国外访学等途径培

养年轻人才。希望医食学院抓住学校医工交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实现新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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