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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编写提纲（限 5000 字以内） 

一、人才培养工作和成效 

（一）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2021 年，发挥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平台的优势，以实验教学为引领，遵循

“新文科 新思维 新标准 新路径”建设思路，夯实基础，不断强化内涵与特色

发展，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验教学；同时，继续开展“创新性”综合实践、

“学生社团进实验室”、“人文北京”实验教学开放共享项目等创新型实验教学

活动。 

在文科类实验教学探索与建设方面，持续深化“三层次、五类型、四结合”

实验教学体系，推进实验教学教材建设，积极探索“虚实结合”实验教学项目。 

受疫情影响，北京市级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仅举办个人赛，文科中心承担了

市级人文知识竞赛个人赛的初赛阶段赛事；继续承办校级人文知识竞赛。 

在科研活动方面，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信息化专项通过专家组验收；受邀参

加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完成兄弟院校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开

发，并直接应用于课程教学等。 

（二）人才培养成效评价等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文科中心以“特色实验教学项目”建设为契机，不断

加强实验课程建设： 

1. 协调优化，持续完善文科实验教学体系 

围绕着“立德树人”、“以本为本”，基于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实践，

完善“三层次、五类型、四结合”实验教学体系，提升中心所属的实验教学硬件

环境，修订各学科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梳理实验教学学时，合理规划课内实验

教学学时、协调面向校内外的开放共享实验教学单元。 

2. 人文引领，持续推动“创新性”综合实验 

在保障实验教学的同时，继续开展“创新性”综合实验、“学生社团进实验

室”、“人文北京”实验教学开放共享项目等创新型实验教学活动。 

在 2020-2021 学年，在完成本学期实验教学任务的同时，结合课程教学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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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为 8个文科专业和 2个理科专业开设了实验项目约 546 个。 

3. 校内外结合，注重真实场景体验和真实问题探究与解决 

本年度，“走读北京”课程继续开展，由北京学研究所和文科中心共同开设，

文科中心承担实践教学部分。遵循实验教学规律，结合课程教学特色，边走边学，

触摸文化遗产，体验城市记忆，以“时-空-人”的学习视角，结合专业背景和特

点，沿着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线路，通过访问、参观、考察、调研等一系列方式

学习。 

本年度，继续支持开展学生创新项目、学生社团进实验室等。以本科生导师

制为抓手，通过交流技巧和大赛经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学术素养，以及创新

意识与创造精神，为学生未来走上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4. 发挥平台功能，组织、扶持学科知识竞赛 

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是由北京市教委主办的学科竞赛。今年结合疫情

防控，由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青年杂志社联合承办，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

院、北京联合大学共同协办；经过北京市教委研究决定，今年举办个人赛，文科

中心协助主办单位开展工作。中心承担了校级人文知识竞赛全部赛事。 

二、人才队伍建设 

（一）队伍建设基本情况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应用文科综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联合大学）

与文化遗产传承应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合署，探索“虚实结合”实验

教学建设途径。 

中心拥有一支理论和实践融通、校内外联合、多专业协作的高水平文科实验

教师团队，包括校内专职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共计 18 人。其中，

正高职称 1 人，副高职称 5 人；博士 9 人，硕士 9 人。90%以上的指导教师具有

多年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工作经历，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和创新意

识强。 

同时，中心聘请多名来自相关行业的一线专家作为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指导

教师大多来自我校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档案局（馆），以

及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局、北京电视台、广告公司、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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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部门，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校外专家与校内实验指导教师相互协

作，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队伍建设的举措与取得的成绩 

政策保障是队伍建设的基础，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制度，主要有

《北京联合大学关于加强实践教学管理、保证实践教学质量的意见》、《北京联合

大学关于加强实践教学队伍建设的意见》、《北京联合大学双师素质教师队伍管理

办法》等。这些政策措施，对优秀人才投身实验教学工作产生了较好的吸引作用，

从制度上保证了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立项、进展、完成等情况 

2021 年度，获批《基于 OBE 理念的“学用一体”模式下课改与实践——以

区域规划课程为例》、《OBE 教育理念下的高校法学专业实践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与创新》教改项目，持续研究《北京市属本科高校科教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

—基于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调查》等教改项目，并不断探索新文科背景下，

课程教学与实验教学新途径。 

在实验教学建设方面，中心继续推动实验教学教材建设，《档案工作综合实

践教程》(吴晓红主编)获得北京市高校优质本科教材。启动了以“走读北京”为

主题的通识课程建设。 

服务于地理学专业的《典型文化遗产地数字再造》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获得北

京教育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的“学科教学深度应用案例”。以此为契机，密切与

专业教师的合作，吸收优质实验教学资源，持续推进应用文科综合教学实验建设。 

（二）科学研究等情况。 

2021 年度，文科综合中心相关团队在研的省部级课题共计 24项。 

2021 年，中心承担的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文化艺术与旅游研究项目信息化

发展专项——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观虚拟再现，完成项目建设，接受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科技教育司专家组到校检查，顺利通过验收。 

2021 年，中心与多部门协同开展的“门头沟区历史文化资源库”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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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信息化建设部分，已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进入项目试运行阶段。 

四、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 

（一）信息化资源、平台建设，人员信息化能力提升等情况。 

依托学校的信息网络建设，结合学校教务信息管理系统，从实验教学开放共

享需求，建设了应用文科综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联合大学）暨文化

遗产传承应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平

台”，内含实验项目发布、学生自主虚拟实验、预约实验室及工位、为网络实验

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和高效管理提供保证。在服务于学校实验教学运行与管理同

时，开展线上-线下实验教学方式探索，保障实验教学活动等顺利进行。 

（二）开放运行、安全运行等情况。 

本年度，文科中心以“实验室安全”为核心，严格履行岗位责任制，对实验

室实行网格化管理，切实保障了实验室的开放和运行。密切与教务管理系统的数

据进行交换，每周编制实验室运行值班表，保障实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到位。在

保障实验教学的同时，更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选择机会，实验室为学生的创

新能力培养提供了良好的训练环境。 

北京市教委、学校多次对实验室开展安全检查，聘请专业消防队伍到学院检

查、讲解实验室消防安全知识，文科中心积极认真自查自检，消除安全隐患，进

一步规范实验室的各项管理工作，为实验室的安全运行提供了基础保障，为学校

教学活动起到促进作用。 

（三）对外交流合作、发挥示范引领、支持中西部高校实验教学

改革等情况。 

双中心以文博馆、三山五园数字体验馆为平台，不断加强两个中心的对外交

流与合作，形成了服务于本科实践教学的综合校内实践基地，同时成为服务社会

的文化遗产交互展示的通识教育场所，现已成为校院系教学、科研交流活动的重

要场所。 

2021 年 6 月，中心为河北师范大学人文历史学院“河北陵寝文化——中山

国王陵满城汉墓”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运行两个教学周期后，顺利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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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学院地理专业持续建设的“三山五园文化景观数字场景再造与应用”

案例获评为北京教育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的“学科教学深度应用案例”。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1.协助青龙桥街道举办“三山五园时光机——穿越古今过大年”主题展 

中心服务青龙桥街道“三山五园时光机——穿越古今过大年”主题展，策划

了线上-线下展览。2021 年 2月 8日，由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支持，青龙桥街道

主办的 2021 年“海之春”新春文化季“三山五园时光机——穿越古今过大年”

主题展正式上线。主题展览以清康熙《万寿盛典图》为呈现载体，将三山五园文

化景区作为整体宏观呈现，借助于虚拟现实与交互技术，透过清代大型节日庆典

活动，向观众展现三山五园地区节日庆典中的古镇街衢、巷陌商铺、胡同寺庙、

百姓商贩等等别具生趣的历史人文风貌。 

2.接待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一行来中心调研 

2021 年 5 月 28 日下午，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臧杰斌馆长一行前来中心调

研。校党委书记楚国清、副校长张恩祥和校党委办、校长办、巡察办主任王文杰

陪同调研，应用文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宝秀，副院长于深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学科专业带头人、工作人员参加了调研活动。 

臧杰斌一行走访了文博馆、历史文博类实验室、档案类实验室、考古研究院

科研实验室、三山五园数字体验馆，参观了“三全育人”建设成果展。 

3.赴内蒙古参加联席会华北组工作会 

2021年 7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华北组工作会在内蒙古召开，

中心作为文科综合代表交流建设经验。 

4.主持首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文科领域工作会 

2021 年 8 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文科领域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

内蒙古召开，中心代表学院成为文科领域历史组副组长单位，并主持第一次工作

会。 

5.国家文旅部信息化发展专项通过验收 

2021年 8月 18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文化艺术与旅游研究项目信息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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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专项——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观虚拟再现，通过了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专

家组的综合绩效评价，项目通过验收。 

6.受邀承担三山五园数字化展示参加“服贸会” 

2021 年 9 月 2 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在京召开。

受北京市海淀区宣传部及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的邀请，中心承担了畅春再现

——畅春园数字沙盘交互展示、香山静宜园历史景观数字再现、玉泉山静明园景

观虚拟复原，以及清康熙朝万寿节盛景——万寿盛典数字展示等展项的设计与制

作。 

7.承办第十三届北京联合大学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下午，中心承办的第十三届北京联合大学大学生人文知

识竞赛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融创 418拉开帷幕。本届竞赛的主题是“观

乎人文，化成天下”，经过必答题、抢答题、诗词背诵题、视频抢答题及合纵连

横五个环节的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一等奖 10人，二等奖 30人。 

8.参展 2021 中关村数字文化装备体验月活动 

2021 年 12 月 24 日，受校宣传部委托，中心以“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观虚

拟再现”为主题，受邀参加 2021中关村数字文化装备体验月。 

9.获评为北京教育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 

2021 年 12 月，中心持续建设的“三山五园文化景观数字场景再造与应用”

案例获评为北京教育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的“学科教学深度应用案例”。 

10.学科竞赛获奖成果丰富 

中心新闻专业谢嵩老师指导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国家三等奖 5 项（5

名学生）。法律专业张万春指导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2项获奖（获奖学生 6

名）。档案专业梁磊、徐云指导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

赛(北京赛区)（Be Young），获奖 1项（获奖学生 6名）。此外，还有 46项获得

了北京市级奖。 

11.2021 年度文科创新性实验项目结题及 2022 年度项目申报 

中心组织专家对 2021 年度文科创新性实验项目进行结题答辩，最终所有立

项项目较好的完成任务要求，顺利结题。同时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文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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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决定面向全校本科生开展 2022 年文科创新性实验项目的申报与立项工作，

经过答辩，最终立项 13项。 

 

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新文科背景下，“虚实结合”文科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是应用文科综合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传承应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的核心任务。围绕着核心任务建设，在本年度还有以下欠缺： 

1.服务于文科大类的通识课程体系尚不完善。以“+文化”通识课程体系为

契机，发挥文科中心的学科交叉、专业融合优势，构建服务于文科大类的通识课

程体系还需要不断地完善，以应用性本科教育为目标的实验教学项目建设有待加

强。 

2.应用性科研、实践性调研、创新性实验三者有机融合，还有待加强。中心

根据我校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定位和服务北京的要求，根据新文科建设对文科

实验教学提出了新的起到，迫切需要在应用性科研、实践性调研、创新性实验之

间建立起有机的融合机制，我校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是，还有

待进一步借助两个中心的优势，更好地服务北京地域文化建设，进一步拓展“+

文化”实验教学课程/项目，不断探索应用性科研、实践性调研、创新性实验三

者有机融合。今后，将以文化遗产传承应用为重点，以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

推动学生创新性项目、特色实验项目建设，教学、科研融合发展，建设具有北京

味道的文科综合实验教学课程。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本年度，文科中心的建设与发展继续获得北京市教委、学校的大力支持。文

科中心获批“应用文科综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公共机房

设备”、“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及计算机基础实验室台式机更新”项目建设经费达

200 万，初步完成了中心计算机等，为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提供实验硬件支撑，

为其他专业申报北京市一流专业奠定基础。学校投入资金 20 万，用于实验教学

建设。 

八、下一年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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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在新文科背景下，遵循“新文科 新思维 新标准 新路径”建设思

想，将重点开展： 

1. 完善实验教学体系。 

伴随着学校学科专业的调整建设，以启动 2023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契机，

完善实验教学体系，以应用型为目标，完善实验教学硬件平台功能。 

2. 开展实验教学研究，推动队伍建设和中心资源积累。 

以“走读北京”等通识课程建设为契机，践行文科实验教学课程建设，锻炼

团队、提升中心队伍的多层次综合能力，增强教学、科研实力及校内外合作参与

度，扩大社会服务的范围，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中心软硬件资源。 

3. 发挥平台优势，探索文科实验教学改革创新。 

发挥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平台的学科交叉、综合应用、开放共享的平台优

势，以实验教学为引领，深入研究文科专业实验教学内容与形式，不断提升实践

育人能力，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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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及说明： 

1.文中内容与后面示范中心数据相对应，必须客观真实，避免使

用“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等词。 

2.文中介绍的成果必须有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兼职人员

和流动人员）的署名，且署名本校名称。 

3.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

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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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示范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 

一、示范中心基本情况 

示范中心名称 应用文科综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联合大

学） 

所在学校名称 北京联合大学 

主管部门名称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示范中心门户网址 http://yywk.buu.edu.cn/ 

示范中心详细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路

197 号 

邮政编码 100191 

固定资产情况  

建筑面积 4067 ㎡ 设备总值 6319.83 万元 设备台数 4160 台 

经费投入情况 265 万元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0 万元 所在学校年度经费投入 265 万元 

注：（1）表中所有名称都必须填写全称。（2）主管部门：所在学校的上级主

管部门，可查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二、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工作性质 学位 备注 

1 叶晓 男 1965 正高 正高 管理 博士  

2 王辉 男 1967 副高 副高 管理 硕士  

3 靳雅群 女 1976 中级 中级 技术 硕士  

4 赵培鸿 女 1975 中级 中级 技术 硕士  

5 刘鸽 女 1979 中级 中级 技术 硕士  

6 陈曦 女 1982 初级 初级 技术 硕士  

7 孙悦鑫 女 1981 中级 硕士见习 技术 硕士  

8 张雯 女 1982 副高 副高 教学 博士  

9 李健 女 1980 中级 中级 教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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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文静 女 1988 中级 中级 教学 博士  

11 张子迎 女 1987 中级 中级 教学 博士  

12 黄晓东 男 1988 中级 中级 教学 博士  

13 曹莹 女 1981 中级 中级 教学 硕士  

14 王顺 男 1981 中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15 邵彦铭 男 1976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16 朱海勇 男 1978 中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17 周华 男 1984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18 王春美 女 1982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注：（1）固定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示范中心编制的人员。（2）示范中心

职务：示范中心主任、副主任。（3）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具有

多种性质的，选填其中主要工作性质即可。（4）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他，

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5）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二）本年度兼职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工作性质 学位 备注 

1 吴晓红 女 1974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 聂清林 男 1964 中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3 沈蕾 女 1965 正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4 叶莎莎 女 1985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 宋立荣 男 1971 正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6 潘世萍 女 1963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7 房小可 女 1987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8 张敏 女 1975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9 孟斌 男 1972 正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10 刘婕 女 1978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11 张丽梅 女 1972 中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12 解嵩 男 1981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13 莫常红 男 1975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14 李瑞华 女 1978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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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董焱 男 1964 正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16 于宁 女 1965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17 侯爽 女 1980 中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18 陈世红 女 1967 正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19 安继芳 女 1975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0 戴红 女 1970 正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21 黄建毅 男 1984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2 周爱华 女 1978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23 邹柏贤 男 1966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4 付晓 女 1977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5 何丹 女 1979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6 王娟 女 1986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7 谌丽 女 1985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8 金畅 女 1980 正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29 刘婧娟 女 1983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30 吴梅 女 1979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31 李彦冰 男 1980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32 徐梅香 女 1972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33 刘文红 女 1976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34 吴惠凡 女 1983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35 冯春海 女 1978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36 吴蔚 女 1972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37 罗茵 女 1976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38 钟静 女 1974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39 马君蕊 女 1981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40 周春霞 女 1976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41 叶盛东 男 1962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42 刘建刚 男 1972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43 郑晶 女 1973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44 杜剑锋 女 1963 正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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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杜姗姗 女 1978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46 逯燕玲 女 1963 正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47 张艳 女 1984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48 杨积堂 男 1971 正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49 梁磊 女 1970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50 任广文 男 1963 副高 其他 教学 硕士   

51 王巧玲 女 1977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52 范冠燕 女 1989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53 孙建国 男 1973 中级 其他 教学 本科   

54 杨广林 男 1963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55 朱建邦 男 1964 中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56 李倩茹 女 1979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7 李若水 女 1987 中级 其他 教学 博士   

58 陈冠兰 女 1977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59 谢永宪 男 1980 正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60 陈静 女 1977 中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61 陈媛媛 女 1979 中级 其他 教学 硕士   

62 李艳涛 女 1981 副高 其他 教学 博士   

注：（1）兼职人员：指在示范中心承担教学、技术、管理工作的非中心编制

人员。（2）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3）学位：博士、硕士、学士、

其他，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4）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三）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工作期限 

1 彭俐 男 1957 高级记者 中国 北京日报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2 蒲红果 男 1973 高级编辑 中国 
千龙网中国

首都网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3 王俊秀 女 1978 高级编辑 中国 中国青年报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4 武家璧 男 1963 研究馆员 中国 
北京师范大

学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5 邢爱芬 女 1963 教授 中国 
北京师范大

学法学院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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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正国 男 1968 高级编辑 中国 

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广

传媒发展总

公司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7 李建平 男 1954 研究员 中国 

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8 裴韬 男 1972 研究员 中国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9 林梅村 男 1956 教授 中国 
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 

行业企

业人员 
2021.1-
2021.12 

注：（1）流动人员：指在中心进修学习、做访问学者、行业企业人员、海内

外合作教学人员等。（2）工作期限：在示范中心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本年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份 
职称 职务 

国

别 

工作单

位 
类型 

参会

次数 

1 张连城 男 1965 教授 主任委员 中国 
北京经济

管理学院 
校外专家 1 

2 张宝秀 女 1964 教授 
副主任委

员 
中国 

北京联合

大学 
校内专家 1 

3 孙庆伟 男 1972 教授 委员 中国 北京大学 校外专家 1 

4 周勇 男 1970 教授 委员 中国 
中国人民

大学 
校外专家 1 

5 张立朝 男 1970 研究员 委员 中国 
国家图书

馆 
校外专家 1 

6 周明全 男 1957 教授 委员 中国 
北京师范

大学 
校外专家 1 

7 叶晓 男 1965 教授 委员 中国 
北京联合

大学 
校内专家 1 

注：（1）教学指导委员会类型包括校内专家、外校专家、企业专家和外籍专

家。（2）职务：包括主任委员和委员两类。（3）参会次数：年度内参加教学指导

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三、人才培养情况 

（一）示范中心实验教学面向所在学校专业及学生情况 

序号 
面向的专业 

学生人数 人时数 
专业名称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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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学 2018 至 2021 年级 324 17022 

2 新闻学 2018 至 2021 年级 383 37623 

3 网络与新媒体 2018 至 2021 年级 163 16012 

4 历史学（文遗保护与利用） 2018 至 2021 年级 169 15453 

5 文物与博物馆学 2018 至 2021 年级 135 12342 

6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2018 至 2021 年级 154 29166 

7 地理信息科学 2018 至 2021 年级 94 17803 

8 档案学 2018 至 2021 年级 177 43466 

9 广告学 2018 年 31 0 

10 文物修复与保护 2020 至 2021 年级 78 7129 

注：面向的本校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 

（二）实验教学资源情况 

实验项目资源总数 1160 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546 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26 门 

实验教材总数 33 种 

年度新增实验教材 2 种 

注：（1）实验项目：有实验讲义和既往学生实验报告的实验项目。（2）实验

教材：由中心固定人员担任主编、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3）实验课程：在专业

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学分的实验课程。 

（三）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获奖人数 17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3篇 

学生获得专利数 0项 

注：（1）学生获奖：指导教师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获奖项目必须是相关项

目的全国总决赛以上项目。（2）学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通

讯作者或指导老师为中心固定人员。（3）学生获得专利：为已批准专利，中心固

定人员为专利共同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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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情况 

（一）承担教学改革任务及经费 

序

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

人 

参加人

员 
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类

别 

1 
基于学习者视角的在线

课程质量评价研究 

北京市教育

科学规划办

立项

DB2020139 

陈世红 
杜萌# 马

君蕊等 

202003-

202312 
自筹 b 

2 

基于 OBE 理念的本科专

业课堂教学评价改革与

实践研究——以学生评

教为切入点 

北京市教育

科学规划办

立项

CDCA19127 

黄建毅 
谌丽 王

娟等 

201901-

202112 
0 b 

3 

北京市属本科高校科教

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

—基于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的调查 

北京市教育

科学规划办

立项  

朱科蓉   
202001-

202312 
5 b 

4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内

容与方法创新研究  —

—以法律硕士研究生课

程思政建设为例 

北京市高等

教育学会

ZD202118 

杨积堂  
202101-

202312 
 b 

5 

OBE 教育理念下的高校

法学专业实践人才培养

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北京市高等

教育学会

YB202177 

刘婧娟  
202101-

202312 
 b 

6 

基于 OBE 理念的“学用

一体”模式下课改与实践

——以区域规划课程为

例 

北京市高等

教育学会

YB202178 

李琛  
202101-

202312 
 b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题。（1）项目/课题名称：项目管

理部门下达的有正式文号的最小一级子课题名称。（2）文号：项目管理部门下达

文件的文号。（3）负责人：必须是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兼职人员和流动

人员）。（4）参加人员：所有参加人员，其中研究生、博士后名字后标注*，非本

中心人员名字后标注＃。（5）经费：指示范中心本年度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6）

类别：分为 a、b 两类，a类课题指以示范中心人员为第一负责人的课题；b类课

题指本示范中心协同其他单位研究的课题。 

（二）承担科研任务及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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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

人 

参

加

人

员 

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类

别 

1 
公众参与导向的北京老城

居住环境改善策略研究 
18JDSRB001 谌丽   201808-202106 0 a 

2 

多尺度视角下城市居住环

境对居民安全感知的作用

机理研究 

42071215 谌丽   202101-202412 2.7 a 

3 
三山五园文献资源知识图

谱构建与应用研究 
19JDXCA002 董焱   201911-202106 0 a 

4 
面向社会记忆构建的档案

资源检索研究 
18CTQ041 房小可   201806-202112 0 a 

5 

全球传播视域下重大突发

事件的中国国际话语力提

升策略研究 

21JCB085 冯春海   202110-202210 7.5 a 

6 
基于大数据的北京城市文

化活力评价研究 
19JDGLA006 何丹   201911-202106 0 a 

7 
北京中心城区养老驿站资

源配置优化研究 
19JDGLB024 黄建毅   201911-202206 0 a 

8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特

质识别与协同效应研究 
42171206 黄建毅   202201-202512 28 a 

9 
大数据时代高校数字档案

馆信息服务模式研究 
18YJC870010 金畅   201807-202107 2 a 

10 

基于国家影响力提升的新

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

传播研究 

19LLXCA022 李彦冰   201911-202112 0 a 

11 

多民族背景下中国国家形

象内部生成机制与传播研

究 

17BXW047 李彦冰   201706-202006 0 a 

12 
基于计量指标的汉语语体

模式智能识别及实证研究 
YB135-124 罗茵   202001-202112 0 a 

13 
城市典型事件发现与预警

数据支撑与应用服务 

2017YFB050360

5-03 
孟斌   201707-202106 0 a 

14 
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治理刑

事政策的精准化研究 
20BFX070 邵彦铭   202009-202305 0 a 

15 
中国文书及文书工作的近

代转型研究 
16BTQ095 沈蕾   201606-202205 0 a 

16 
开放共享驱动的科学数据

出版：动因、模式和途径 

SZ20211141702

2 
宋立荣   202101-202312 0 a 

17 中国广播百年发展史研究 20BXW036 王春美   202009-202508 0 a 

18 社会责任视角下的网络意 18CXW030 吴惠凡   201806-202106 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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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领袖传播效能评价研究 

19 
深化“主动治理，未诉先

办”研究 
21JCB084 杨积堂   202110-202210 7.5 a 

20 
移动图书馆情境化知识服

务策略研究 
20YJC870011 叶莎莎   202003-202212 3 a 

21 
北魏晚期中原北方石窟研

究 
17CKG011 张雯   201708-202106 0 a 

22 
北京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研

究 
21DTR048 张雯   202107-202407 5 a 

23 
郊区居民日常活动的地方

秩序嵌套及社区重构研究 
41771185 张艳   201801-202112 5.5 a 

24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北京

地区建筑遗产风险管理与

防灾机制研究 

20JCC046 周华   202012-202112 0 a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项目要求同上。 

（三）研究成果 

1.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

国别 
完成人 类型 类别 

1 新媒体编辑教学系统 V1.0 2021SR0085990 中国 李健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2 
数字博物馆信息可视化平

台 V1.0 
2021SR0075673 中国 李健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管理

系统 V1.0 
2021SR0075672  中国 李健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4 
博物馆游客体验情感分析

系统 V1.0 
2021SR0379341 中国 黄晓东 软件 独立完成 

5 
门头沟区历史文化资源信

息管理系统 V1.0 
2021SR0372724 中国 黄晓东 软件 独立完成 

6 
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旅

游信息系统 V1.0  
2021SR0379339 中国 黄晓东 软件 独立完成 

7 
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观系

统 V1.0 
2021SR0379340  中国 张子迎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8 
门头沟区历史文化遗产数

据管理信息系统 V1.0 
2021SR0372717 中国 王辉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9 
三山五园历史文化资源库

系统 V1.0 
2021SR0379325 中国 曹莹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10 
地级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价

及管理系统 V1.0 
2021SR0379386 中国 黄晓东 软件 

合作完成-第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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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区尺度上风险管理及

GIS 支持下的信息推送服

务系统 V1.0 

2021SR0372722  中国 黄晓东 软件 
合作完成-第二

人 

12 
面向不同城市 POI 的定向

风险管理系统  
2021SR0372725 中国 黄晓东 软件 

合作完成-第二

人 

13 
基于摄影测量的佛教造像

量度识别系统 V1.0 
2021SR0372723 中国 张雯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14 
北方地区辽金佛教遗迹信

息系统 V1.0 
2021SR0379324 中国 张雯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15 
中原北方佛教遗迹分布线

路 GIS 信息系统  
2021SR0379323 中国 张雯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16 
南阳盆地史前汉代聚落形

态变迁信息系统 V1.0  
2021SR0372726  中国  张雯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17 
故宫书画装裱镜片技艺虚

拟仿真系统 V1.0 
2021SR0989052 中国 张子迎 软件 

合作完成-第一

人 

注：（1）国内外同内容的专利不得重复统计。（2）专利：批准的发明专利，

以证书为准。（3）完成人：必须是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兼职人员和流动

人员），多个中心完成人只需填写靠前的一位，排名在类别中体现。（4）类型：

其他等同于发明专利的成果，如新药、软件、标准、规范等，在类型栏中标明。

（5）类别：分四种，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第一人、合作完成-第二人、合作完

成-其他。如果成果全部由示范中心人员完成的则为独立完成。如果成果由示范

中心与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第一完成人是示范中心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一人；

第二完成人是示范中心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第三及以后完成人是示范中

心人员则为合作完成-其他。（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序

号 

论文或 

专著名称 
作者 

刊物、出版社

名称 

卷、期 

（或章

节）、页 

类型 类别 

1 
基于同位模式的北京城市职住

要素研究 
孟斌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21-01-2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 
高铁背景下京津冀县域尺度就

业密度空间格局研究 
何丹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21-10-2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 

论“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的

关系 ———以北京联合大学

为例 

房小可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21-01-2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4 
气相二氧化硅对瓷器文物修复

仿釉涂料性能的影响 
周华 硅酸盐通报 2021-02-15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5 
高校数字档案馆信息服务策略

研究 
金畅 北京档案 2021-10-2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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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知识管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

案领域的应用探析 
李希 北京档案 2021-03-2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7 

城市文化的声音呈现与传播创

新——以广播节目《城市文化

范》为例 

王春美 青年记者 2021-07-3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8 
本土化实践背景下我国非遗建

档相关主体分析 
王巧玲 档案管理 2021-03-15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9 
“学科思政”的内涵、体系构建

与实践 
王巧玲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21-01-2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0 
北京地区 16 家综合档案馆纸

质档案酸化情况研究及对策 
吴晓红 北京档案 2021-12-2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1 
教育均衡视角下北京城区课内

外通学行为研究 
谌丽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21-10-20 
北大中

核心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2 
居住环境满意度对流动人口定

居意愿的影响 
谌丽 西北人口 2021-10-12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3 
中国高铁沿线区域土地利用景

观格局变化分析 
何丹 生态科学 2021-07-15 CSCD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4 
社区尺度的北京儿童服务设施

可达性分析 
谌丽 世界地理研究 2021-05-30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5 
安阳殷墟出土原始瓷的产地与

工艺 
李文静 华夏考古 2021-06-25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6 
数字壁画病害提取与修复算法

研究 
张子迎 

计算机应用研

究 
2021-02-02 CSCD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7 
北京中低收入社区育儿人群的

服务设施需求研究 
谌丽 人文地理 2021-04-15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8 
基于知识划分理论的科普游戏

设计与实例分析 
陈世红 现代教育技术 2021-06-15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19 
面向开放共享的科学数据出

版:机遇、挑战与对策 
宋立荣 

中国科技期刊

研究 
2021-05-15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0 
多源大数据下的北京市居民就

餐活动与城市空间关系探究 
孟斌 人文地理 2021-04-15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1 
文旅融合导向下的乡村振兴发

展机制与模式 
杜姗姗 经济地理 2021-07-26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2 
“接诉即办”：基层社会治理的

机制革新与效能驱动 
杨积堂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21-04-20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3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家庭企划

与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 ——

—北京市双井街道居民的案例

分析 

张艳 城市发展研究 2021-03-26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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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区尺度的北京中心城区应急

避难场所布局合理性研究 
周爱华 

安全与环境学

报 
2021-08-25 

CSCD

扩展版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5 
社会满意度调查在城市体检与

评估中的应用 
谌丽 地理科学 2021-11-03 CSCD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6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居住

-就业变动的协同机制研究 
谌丽 地理研究 2021-02-07 

权威期

刊

（Ⅱ）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7 
档案著录、知识关联与社会记

忆重构 
房小可 档案学通讯 2021-05-12 

权威期

刊

（Ⅱ）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8 

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

会资本的影响：基于 北京 

26 个社区的调查研究 

张艳 地理科学 2021-10-14 CSCD 
合作完成

—第一人 

29 

家庭企划情境下郊区居民一周

活动时空特征分析——以北京

上地—清河为例 

张艳 地理科学进展 2021-04-27 

权威期

刊

（Ⅱ）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0 
帐簿说视角下的清代“档案”概

念新探 
沈蕾 档案学通讯 2021-07-18 

权威期

刊

（Ⅱ）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1 孔子图像的构建与流变 王楚宁 
故宫博物院院

刊 
2021-11-20 CS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2 

建成环境是否影响居民健康生

活方式?——基于北京 22 个社

区的实证分析 

谌丽 地理科学进展 2021-04-27 

权威期

刊

（Ⅱ）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3 

居民城市公共安全感知与社区

环境——基于北京大规模调查

问卷的分析 

谌丽 地理学报 2021-08-24 

权威期

刊

（Ⅰ）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4 
档案学科视角下社会记忆构建

框架研究 
房小可 档案学研究 2021-06-15 

权威期

刊

（Ⅰ）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5 
基于协同区位商的北京城市职

住要素空间关联 
孟斌 地理学报 2021-06-24 

权威期

刊

（Ⅰ）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6 
国家治理时代我国档案资源整

体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朱建邦 档案学研究 2021-04-14 

权威期

刊

（Ⅰ）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7 

Agriculture,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omplexity From the 

Early to Late Yangshao Periods 

(5000–3000 BC): Insights From 

Macro-Botanical Remains in 

North-Central China 

张俊娜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1-05-20 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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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he Regional and Local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s-A Case Study 

Focused on Beijing-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何丹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

information 

2021-08-12 SCI(E) 
合作完成

—第一人 

39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in Beijing 

何丹 sustainability 2021-11-06 SCI(E) 
合作完成

—第一人 

40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way on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何丹 remote sensing 2021-12-03 SCI(E) 
合作完成

—第一人 

41 

Do spatial factors outweigh 

institutional factors? Changes 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me-

work separation from 2007 to 

2017 in Beijing 

张艳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21-09-21 SCI(E) 
合作完成

—第一人 

42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Residents’ Daily 

Activities Using Text-Based 

Social Media Dat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hina 

孟斌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

Information 

2021-06-05 SCI(E) 
合作完成

—第一人 

43 

Perceiving Residents’ Festival 

Activities Based on Social 

Media Data: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China 

孟斌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

Information 

2021-07-10 SCI(E) 
合作完成

—第一人 

44 

Mapping the exposure and 

sensitivity to heat wave events 

in China’s megacities 

王娟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02-01 SCI 
合作完成

—第一人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期刊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述、

一般教材及会议论文不在此填报。请将有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兼职人员

和流动人员）署名的论文、专著依次以国外刊物、国内重要刊物，外文专著、中

文专著为序分别填报。（2）类型：SCI（E）收录论文、SSCI 收录论文、A&HCL

收录论文、EI Compendex 收录论文、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收录论文、南

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收录论文（CSSCI）、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期刊收录论文（CSCD）、外文专著、中文专著；国际会议论文集论文不

予统计，可对国内发行的英文版学术期刊论文进行填报，但不得与中文版期刊同

内容的论文重复。（3）外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4）中文专著：正式出

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译著、实验室年报、论文集等。（5）作者：多个作者只需

填写中心成员靠前的一位，排名在类别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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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情况 

序

号 

仪器设 

备名称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和用途 

（限 100字以

内） 

研究成果 

（限 100字以

内） 

推广和应

用的高校 

1      

2      

注：（1）自制：实验室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2）改装：对购置的仪器设备

进行改装，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途。（3）研究成果：用新研制或改装的仪器设备

进行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列举 1－2项。 

4.其它成果情况 

名称 数量 

国内会议论文数 20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1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19篇 

省部委奖数 0项 

其它奖数 0项 

注：国内一般刊物：除“（三）2”以外的其他国内刊物，只填汇总数量。  

    五、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一）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网址 http://yywk.buu.edu.cn/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5.5 万人次 

信息化资源总量 4.7T 

信息化资源年度更新量 5G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11 项 

中心信息化工作联系人 

姓名 王辉 

移动电话 13910336242 

电子邮箱 whui@buu.edu.cn 

（二）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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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加示范中心联席会活动情况 

所在示范中心联席会学科组名称 文综/考古/法学组 

参加活动的人次数 16 人次 

2.承办大型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

主席 

参加

人数 
时间 类型 

1.  
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化

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应用文理学院档案系 董焱 86 

2021 年

12 月

24 日 

全国性 

2.  
北京市法学会金融与财

税法学研究会 2021 年会 

北京市法学会金融与财

税法学研究会 
王平 50 

2021 年

12 月

19 日 

区域性 

3.  

“科技兴档、人才强档”工

程的育人合作创新——

档案学专业第十五届政

产学研相结合研讨会 

应用文理学院档案系 董焱 200 

2021 年

11 月

27 日 

区域性 

注：主办或协办由主管部门、一级学会或示范中心联席会批准的会议。请按

全球性、区域性、双边性、全国性等排序，并在类型栏中标明。 

3.参加大型会议情况 

序

号 
大会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山河互映、古今交融 刘剑刚 
北京印记”平台第二届“名

城保护·大家谈” 
2021.03.20 北京 

2 
北京西山红色文化传播的

政治价值与认知调查 
李彦冰 

“百年历史与红色传播”高

峰论坛 
2021.06.12  贵州 

3 
以感知为核心的地理大数

据挖掘研究框架初探 
孟斌 

中国地理学会地理模型与

地理信息分析专业委员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2021.09.24 长春 

4 
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传播

的中华民族新面 
李彦冰 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 2021.10.15  深圳 

5 
科幻影像中的赛博空间叙

事 
周春霞 

科技人文新融合：新文科

建设视野中的科幻小说研

究暨青年学术论坛” 

2021.11.26 在线 

6 
从“木乃伊”到“金字塔”：影

视评论的空间转向 
周春霞 

第二届中国影视评论高峰

论坛 
2021.12.26  在线 

注：大会报告：指特邀报告。 

4.承办竞赛情况 

序号 竞赛名称 
竞赛

级别 

参赛

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

费

（万

元） 

1.  
2021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 
市级 598 苗苗 讲师 

2021 年 3 月- 

5 月 
 



26 
 

2.  2021 外研社杯阅读大赛 市级 428 彭慧 讲师 
2021 年 9 月-11

月 
 

3.  2021 外研社杯写作大赛 市级 206 彭慧 讲师 
2021 年 9 月-11

月 
 

4.  
北京联合大学第十三届

人文知识竞赛 
省级 40 王辉 副教授 

2021 年 11 月 12

日 
 

5.  
第十届“红黄蓝”杯影像

大赛 
校级 150 杜剑峰 教授 

2021 年 2 月-6

月 
 

6.  第三届 PPT 创作大赛 校级 17 常子冠 讲师 
2021 年 5 月-6

月 
 

7.  
北京联合大学第六届社

会记忆大赛 
校级 54 董焱 教授 

2021 年 7 月-11

月 
 

8.  
2021 北京联合大学英语

演讲比赛 
校级 20 韩杨 讲师 

2021 年 7 月-9

月 
 

9.  
北京联合大学非物质文

化遗产知识竞赛 
校级 200 李自典 副教授 

2021 年 9 月 1 日

-11 月 18 日 
 

10.  
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

比赛预赛 
校级 200 邵彦铭 副教授 

2021年10月-12

月 
 

注：竞赛级别按国家级、省级、校级设立排序。 

5.开展科普活动情况 

序

号 

活动开展

时间 

参加人

数 
活动报道网址 

1 
2021 年 6 月 11

日 
200 人 

https://www.cas.buu.edu.cn/art/2021/6/16/art_2475

6_645184.html（第六届文化遗产日公众开放活动） 

2 
2021 年 9 月 24

日 
 

http://www.beijing.gov.cn/renwen/sy/whkb/202109/t

20210924_2501159.html（百年考古，文化北京——2021

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正式启动 承办部分环节） 

3 
2021 年 9 月 17

日-10 月 22 日 
 

https://new.qq.com/omn/20211025/20211025A03B6100.

html（三山五园文化传承进校园展示活动） 

6.承办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项目名称 
培训人

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

元） 

1 海淀区文物培训 679 王辉 副教授 
20211214-

20211221 
 

2 Office 基本功培训 100 戴红 副教授 20210617  

3 
计算机技术社新人培训、计

算机技术社大赛培训 
150 常子冠 讲师 

2021 年 10

月 
 

注：培训项目以正式文件为准，培训人数以签到表为准。 

（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12人次 

https://www.cas.buu.edu.cn/art/2021/6/16/art_24756_645184.html
https://www.cas.buu.edu.cn/art/2021/6/16/art_24756_64518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renwen/sy/whkb/202109/t20210924_2501159.html（百年考古，文化北京——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正式启动
http://www.beijing.gov.cn/renwen/sy/whkb/202109/t20210924_2501159.html（百年考古，文化北京——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正式启动
http://www.beijing.gov.cn/renwen/sy/whkb/202109/t20210924_2501159.html（百年考古，文化北京——2021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正式启动
https://new.qq.com/omn/20211025/20211025A03B6100.html
https://new.qq.com/omn/20211025/20211025A03B6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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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伤亡人数（人） 
未发生 

伤 亡 

  √ 
注：安全责任事故以所在高校发布的安全责任事故通报文件为准。如未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请在其下方表格打钩。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请说明伤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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