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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航名师工作室举办“外语类学术论文写作与发

表”讲座 

为提升我院外语教师论文撰写与发表能力，10 月 5 日下

午，张航名师工作室“外语类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讲座在

线上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山东大学外国语学

院博士杨港教授。讲座由公共英语教学部副主任、名师工作

室负责人张航教授主持，工作室成员、大学英语教学部及外

语系教师 24 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开始，张航教授首先对杨港教授表示欢迎和感

谢，就本次讲座的背景、目的以及方向进行介绍，并介绍主

讲嘉宾。 

围绕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杨港教授首先系统阐释

“what is research?(什么是研究)”，包括研究的目的、研

究步骤和研究种类等。他特别强调了研究中问题确定的重要

性及确定问题的准则。随后，他结合自己的一篇学术论文，

详细讲解了外语类学术论文的框架：研究问题的凝练、核心

构念、理论框架、研究的设计与实施、讨论、启示。接着，

杨港教授推荐了国内外外语研究重要选题、选刊及学术资源

获取和论文发表途径。他表示，写作与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的过程对于每位老师都是一次自我学习和提升的过程，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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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言能力、专业水平还是学术视野，都能获得快速高效的

提升。 

最后，张航教授对讲座进行总结和点评。他再次感谢杨

港教授为大家带来的这场丰富且实用的学术讲座，并鼓励教

师根据讲座所学，及早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深入开展研究，

助力自己职业发展，提升学院的科研工作水平。 

讲座结束后，青年教师就个人学术研究遇到的困难与困

惑，向杨港教授请教，进行了深度的互动与交流。大家表示，

此次讲座深入浅出，内容丰富详实，适用性强，提升了教师

对于外语教学研究的认知及对于外语论文写作与发表的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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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理论课部名师工作室召开“党的二十大精神

进思政课堂” 研讨会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10 月 21 日下午，

政治理论课部名师工作室召开线上专题学习研讨会。本次研

讨由政治理论课部专家组成员范书生教授主讲，研讨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思政课堂”为题。学院党委书记靳术海、党

委办公室及宣传部工作人员、政治理论课部专家组成员刘秀

华及部门全体教师参会。本次研讨会还特别邀请了政治理论

课部党支部党建结对包联支部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部党

支部的教师代表参会。会议由政治理论课部副部长谢赛银主

持。 

范书生教授从党的二十大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义

讲起，重点讲述了新时代新征程与当代学生、习近平总书记

对青年的希望和要求两个部分。范教授指出，当代大学生亲

身经历党的二十大这一重要会议，必须要学习和了解党的二

十大，教师特别是思政课教师要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学好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并将党的二十

大精神融入课堂教学中。在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希望

和要求时，范教授指出，引导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做



 
 

4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好青年，就要从中

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进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等方面进行解读和引导。 

谢赛银副部长就近期部门关于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研

讨、宣讲等进行了安排部署。结对共建支部教师代表陈国绪

老师介绍了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围绕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开展活动的情况，并就双方支部开展共同学习

研讨进行交流。 

党委书记靳术海在讲话中指出，党的二十大是党和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将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

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我们要把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的头等政治任务。他要求广大思政课教师要加强对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深入学习，带头做好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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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兰英名师工作室召开“一流课程”和“精品课

程”建设推动会 

10 月 31 日晚，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李兰英名师工作室

联合财税系以线上形式举办“一流课程”和“精品课程”建

设推动会。财税系全体教师参会，特邀管理学院崔君平教授

和督导专家刘忠燕教授进行在线指导。李兰英教授主持。 

凌悦、武文忠和王芮三位老师分别介绍了自己主持的

“一流课程”建设进展情况，殷淑惠老师汇报“精品任意选

修课”建设情况。凌悦老师拟将国际税收理论课程与案例分

析实践课程相融合并完善教学资源，融入课程思政。武文忠

老师结合“两性一度”金课建设标准，阐述了中国税制（税

法一）课程的预期建设成果并分析当期的建设难点。王芮老

师结合税收代理实务课程特点，提出在实践中丰富教学资

源，未来拟创新教学手段开展多元评价。殷淑惠老师结合“劳

动教育”指导思想，汇报了“精品课程”的建设重点和难点，

详细阐述了项目进度及建设计划。 

对于以上四位老师在研的教改项目，财税系老师积极建

言献策：王娟老师认为中国税制系相关课程的基础，在教学

中必须突出重点；陈立梅老师建议课程设计要结合课时要

求；马丽欣老师回答了中国税制的建设难点并提示把握不同

课程的建设交叉点；李兰英教授指出需深刻领会“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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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一流课程旨在“拔高”，并详细分享了自己的项目建

设经验。 

两位特邀教授对财税系在短时期内有多位青年教师成

功立项并积极开展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和赞赏，并提出中肯

的建议。崔君平教授指出“一流课程”课程教学的理念要定

位明确，教学特色要突出，课程思政要强调，同时需注意完

善考核评价体系。刘忠燕教授强调建设“一流课程”需深入

学习，以科研为基础，熟谙课程的基本内容，结合“两性一

度”的建设标准及我校的办学定位系统展开。 

项目主持人认真听取了各位老师和特邀教授的建议，纷

纷表示要吸纳到项目后续建设进程中，一定不负众望，争取

圆满完成“一流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任务。 

 

 “一流课程”“精品课程”建设推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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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悦老师分享《国际税收》一流课程建设情况 

 

武文忠老师分享《中国税制（税法一）》一流课程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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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芮老师分享《税务代理实务》一流课程建设情况 

 

殷淑惠老师分享《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精品课程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