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北方学院理学院教育硕士招生简介

河北北方学院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优美，2003

年 9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由原张家口医学院、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和张家口农业

高等专科学校三所省属高校合并组建而成，2005年学校取得硕士学位单位授权，

是冀西北地区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综合性省属本科院校。

河北北方学院理学院现有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储能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等 8个本科专业，2017

年起数学、物理、化学等 3个学科教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陆续开始招生。2022

年起三个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和教育硕士研究生获得免国家考试取得中学教师资

格证书的资格。2024年 10月，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三个师范专业同时通过

教育部师范二级专业认证，同年学院还获得材料化工硕士点招生资格。

专业领域是我校首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制三年，

是教育学与数学学科的交叉融合领域，专业依托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学和心理学优

势，融合理学院数学学科教育与师资科研特色，秉持理论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宗旨，

积极转化研究成果。本专业聚焦理论与应用融合，核心课程、教研科研平台丰富，

数字化教学基础设施助力技术驱动型教学探索，师资雄厚，科研反哺教学实力强

劲，旨在培养具有扎实数学素养、先进教育理念和卓越教学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中

学数学教师人才，实行高校教授+一线名师联合指导的“双导师制”，与优质中

小学共建实践基地 ，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

专业领域是我校首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制三年，

本专业以基础化学为基础，以教育学与心理学为理论指导，以中学化学教学为学

科定位，以化学教育学科为平台，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较高理论素养和较强

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中学化学教学骨干教师。



关金玉，男，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数学会常务理事，河北工

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河北省高校大学数学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

员，河北北方学院理学院副院长，从事数学教育和非线性分析方向

的研究，主研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项、河北省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5

项、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1项，主持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规

划项目 1项、河北省专业硕士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 1项，主持张家口市教育科学

研究规划项目 4项，主持建设河北省一流本科课程 1门，出版教材 1部，发表论

文 20余篇，其中 SCI检索 11篇、EI 检索 1篇，获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三等奖 1项、张家口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

郑伟，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信息技术教学与

科学研究，获河北北方学院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三等奖、张家口

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北方学院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

教学管理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担任河北省计算机学会理事，张

家口市科技局、张家口市发改委入库专家。主持完成校级教改课题 2项，参与教

改课题 2项，发表教改论文 5篇。在大学生科技活动中多次被评为“优秀指导教

师”。主持并完成省级、厅局级项目各 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

参与省级及厅局级项目 3 项。近年来，发表论文 18 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 10

篇。获张家口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软件著作

权 1项。

郑秀亮，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学院副院长，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博士，从事数学建模、数学教育教学与

研究。主持在研省社科基金 1项、省教改项目 1项，完成市厅级课

题 3项、校级教学改革课题 2项，获张家口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发表科研论文 10余篇，期中被 SCI检索论文 2篇，EI检索 1篇。作为数学建模

指导教师荣获 2017、2022年河北省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国家二等奖 2项，河北

省一等奖 5项、二等奖 7项。



唐妍霞，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数学教育和基础数

学教学与研究，获张家口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近五年

主持张家口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3 项，校级课改项目 2 项，

主研河北省科技厅项目 2项，发表论文 10余篇（其中 5篇被 SCI

收录），荣获第三届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河北分赛区一等奖，河北省高

校党建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校级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主编专著一部。

董玉龙，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0年 6月毕业于河北大学

数学系。研究方向为应用数学，从事数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先

后讲授《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数学》、《微

分方程数值解》、《大学文科数学》、《数学模型与数学实验》、

《线性代数》、《离散数学》、《数值计算》《体育统计学》等课程。主持省市

级课题 4项、主研省市级课题 6项，获张家口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发表学术

论文 20余篇，其中 SCI检索论文 3篇，EI检索 1篇。

赵海香，女，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化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分析

化学和化学教育教学。2007 年中国农业大学理学博士毕业。2007

年 10月-2009年 9月，清华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

要讲授本科《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等课程，讲授学科教学（化

学）研究生《化学比较教育》和《化学教学技能训练》。研究方向为碳纳米功能

材料的制备及在残留分析中的应用、环境分析、标准制定、教育教学研究，在

《Journal of AOAC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Analytica

Chimica Acta》、《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分析化学》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0余篇。期刊发表代表性论文。



王素利，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主讲仪器分析、有机化学、中学化学

与现代化学等课程，主持完成河北省自然基金、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科技厅，张家口市科技计划等项目。参与国家自然基金、

农业部农药残留试验、948，商务部、IEAE国际合作等项目。在教育领域，主持

张家口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张家口社科联教育课题。参与教材和学术专著编写

3部。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50多篇，发表 SCI论文近 25篇。

魏珍，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河北省“三

三三人才工程”三层人选，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金属材料和化学教育。

近 5年主持完成河北省科技厅项目 2项、省教育厅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1项、省三三三人才培养项目 1项、张家口科技计划项目 2项、省高

等学校党建研究性课题 1项、校级教改课题 1项、张家口市十三五规划教改项目

2项，主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项、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项目 1项。2013年以来在 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等期刊上发表 SCI论

文 21篇，授权发明专利 3项。

焦晓燕，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河北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访问学者。无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实验学校精品课程负责人。

承担《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无机化学综合实训》、

《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等课程教学。主持河北省科技厅、张家口

市科技局以及河北北方学院科研项目，主持张家口市教科所、张家口市科协和北

方学院高教所教改课题。发表 SCI 论文和核心期刊论发表 SCI论文和核心期刊

论文数篇。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二等奖，指导学生参加创青春大赛获学校一

等奖，河北省三等奖，河北省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获二等奖。

刘家园，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吉林大学。目前

已发表 SCI论文 25篇，其中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4篇，通讯作者身

份发表 1篇。研究方向为新型团簇理论设计及性质；中学化学课程

教学。主持完成张家口市“十三五”教育规划课题《化学实验教学优

质课中教师导学行为的研究》，河北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1项；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项目、张家口市科技计划



项目、校企合作项目、张家口市“十三五”教育规划课题等多项教学、科研课题；

在“挑战杯”竞赛中，指导学生获省级三等奖 1项；指导学生参加河北省第五届大

学生化工设计竞赛，2021年获省级一等奖，2022获省级“优秀指导教师”，2022、

2023年分别获国家级二等奖 1项、华北赛区二等奖 1 项，省级一等奖 1项、省

级二等奖 1 项；2024 年获国家级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项，华北赛区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3项，省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

贾艳艳，女，汉族，2021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参与多项课题研究，

获得国家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省级三等奖、

省级优秀毕业生等各类奖项。现就职于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主要

从事高等数学、离散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河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

教师，主持市级课题 2项，编写教材 2部，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比赛，获得过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级二等奖，“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级三等奖，“建行杯”河北省大学生创新大赛职教赛道省级三

等奖。

王伟，女，汉族，2023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1篇，参与省

级课题 1项，曾荣获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评选为优

秀毕业论文。现就职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技学院，主

要承担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课程、实习、学位论文及学校数学公共

课，主讲现代数学教育技术、初等数学研究、线性代数、中学数学动态软件与选

讲等课程。

李鑫，女，汉族，2024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参与多项课题研究，获

得三等奖学金等各类奖项。现就职于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第六中学，

获得优秀教师称号。



马晓雪，女，汉族，2024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一篇，曾荣

获三等奖学金。现就职于邯郸市第二十八中学，担任初一年级数学

教师及班主任，在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荣获优秀公开课教师，

教案被评选为优秀教案。

郑达，男，汉族，学科教学（化学）专业 2023届硕士毕业生，现

任职于张家口市第十九中学，担任初中化学教师。在读研期间，参

加市级、校级研究课题共 2项；发表学术论文三篇；连续两年先后

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以及一等奖学金；获 2024届河北北方学院优

秀研究生；获第六届"田家炳杯"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技能大赛三

等奖，第二届河北北方学院新竹杯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

邢昭晔，女，汉族，学科教学（化学）专业 2024 届硕士毕业生，现

任职于定州市实验中学，担任高中化学教师。在读研期间，以“基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中化学微项目研究”为研究方向，深耕理

论创新与教学实践融合；参加省级、市级、校级研究课题共六项；

发表学术论文一篇；河北省第三届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技能大赛三等

奖；连续两年先后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以及一等奖学金；获 2024届河北北方学

院优秀研究生。

自 2022年起，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学科的毕业生已获得免国家考试直接

取得中学教师资格证书的资格。学科数学专业设立了多个集中学教育类专业教学

与教师职业技能训练于一体的综合实训平台，这些平台是培养师德师风和提升师

范生执教技能的关键设施。实训平台包括微格教室、教育教学研习室、书法练习

室和精品录播室等多种教学技能训练场所，全面支持教育硕士的组会研讨、微格

教学练习、教育教学技能实训、远程教学及在线即时交流互动等多样化教学需求，

确保学生能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和教学技巧。



学科数学专业秉持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教育理念，与重点中学共建实践基

地，实施"双导师制"协同培养模式，由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与专

业实践。目前，已聘请 1名校内兼职导师、5名校外实践导师及 2名专业任课教

师，其中包含 2名教授和 6名中学正高级教师，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

的导师团队。学校配备了智能多媒体教室、微格教学实训室与专门数学实验室，

高清投影仪、智能交互白板、学科图书资料、数学软件一应俱全，能够呈现生动

直观的数学教学案例。专业教学实施过程强调实践导向与反思性学习，灵活运用

案例教学、情境模拟、小组协作等多元化教学方法，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创新思维；积极整合现代教育技术资源，构建了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及省级教学案例，经常邀请国内外数学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举办学

术讲座和研讨会，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有效提升专业教学质量和学

生学习效果。

学科化学专业群建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仪器分析、教材教法等 10多个专业实验室，以及微格教室、书法练习室和大型

录播教室等，固定资产总价值近 2000万元，其中有较先进的液相色谱、气相色

谱、荧光、紫外、原子吸收和原子发射分光光度计、元素分析仪、X射线衍射仪

等大型分析仪器，为化学教育硕士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科研平台。



目前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已在张家口市第一中学，张家口市第四中学，张家口

市第七中学、张家口宣化第一中学、唐山市第十一中学、廊坊市第一中学、廊坊

市第四中学等实习基地联合培养研究生，能充分满足教育硕士的培养需求。同时

聘请中学一线教师和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作为学生校外导师，为学生教育实习实训

提供更广阔的学术和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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