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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燕，女，汉族，1981年2月出生，安徽桐城人，理学博士，教授，安徽省教坛新秀，

安徽省卓越教学新秀。2001年6月毕业于皖西学院生物系；2006年6月获安徽师范大学理学硕

士学位；2013年12月晋升副教授；2015年12月获安徽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18年12月晋

升教授；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植物生态

学、濒危植物的资源保护与利用等相关研究。已在SCI、CSCD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主持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省教育厅高校青年基金重点项目、省教育厅高校青年基

金项目、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等项目；主持的《植物学》课程获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

课程及入选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拓金计划”课程，并主持安徽省智慧课堂项目、植物学

示范课程、植物学课程思政课程、省重点教研项目、校重点教研项目等多项质量工程项目，

指导的学生在全国“田家炳杯”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生物）专业教学技能大赛、长三角师范

生教学技能大赛、安徽省动植物标本大赛等大赛中多次获奖。

一、主讲课程

本科生：《植物学》《植物学实验》

研究生：《中学生物学教学论》《保护生物学》《生态学研究方法与应用》

二、工作经历

2015/12-至今，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2013/12-至今，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2006/06-2013/11，安庆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讲师

三、荣誉奖励

（1）个人教学获奖成果

1.2021年参加安徽省首届教学创新大赛获正高组三等奖

2.2020年获安徽省首届卓越教学新秀称号

3.2019年参加安徽省首届青年教师智慧课堂教学大赛获三等奖

4.2019年参加安庆师范大学首届青年教师智慧课堂教学大赛获一等奖

5.2018年获安徽省教坛新秀称号

6.2017年参加安徽省第三届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组）获得二等奖



7.2017年参加全国高校生命科学类微课教学比赛获得三等奖（国家级）

（2）指导学生获奖成果

1.全国“田家炳杯”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生物）专业教学技能大赛获“优秀教学设计奖”（2022）
2.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季军（2020）
3.省级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校级特等奖（2020）
4.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二等奖（2022）
5.省级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校级特等奖（2022）
6.省级动植物标本大赛一等奖4次、二等奖1次、三等奖1次（2017-2022）
7.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7次。

四、学术研究课题

1.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极小种群大别山五针松的交配系统与子代适合度研究”
（No.1908085MC58）. 主持

2.安徽省教育厅高校青年基金重点项目“极小种群大别山五针松的交配系统研究”
（No.KJ2016A437）. 主持

3.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鹞落坪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多样性及其利用研究”
（No.KJ2012Z229）. 主持

4.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竹黄的液体发酵及竹红菌素的调控”（No.KJ2007B107）.
主持

5.安庆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濒危植物大别山五针松的种群结构及动态研究”（No.201410）.
主持

6.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地形和土壤特性对多枝尖山区植物功能性状的影响”
（No.Wy202204）. 主持

7.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专项“极小种群大别山五针松的趋危机理与保护对策”
（No.201304314）, 主要完成人.
五、教研课题

1.《植物学》课程获批第二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主持）

2.《植物学》课程入选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2022“拓金计划”首批课程（主持）

3.安徽省“植物学智慧课堂试点”项目（2017zhkt306）. （主持）

4.《植物学》课程获批安徽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2kcsz173）（主持）

5.《植物学》课程获批安徽省示范课程（2020）（主持）

6.安徽省重点教研项目“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下混合式教学的改革与实践——以植物学课程

为例（No.2021jyxm0858）（主持）

7.《植物学》课程获批安徽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No.2020xsxxkc271）（第一参与人）

8.安庆师范大学重点教研项目“植物学智慧课堂的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
（2019aqnujyxm01）（主持）

9.安庆师范学院教研项目“实践教学在植物学课程教学中的探索”（040-120006000021）（主

持）

六、主要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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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小燕, 郑爱芳, 谢翎.不同金属离子对竹黄液体发酵的影响.中草药, 2011, 42(1):164-166.
9.项小燕, 张中信, 谢翎，郑爱芳.竹黄菌液体培养下产竹红菌素的研究. 广西植物, 2012，

32(2):264-268.
10.项小燕, 吴甘霖, 陆开清, 仰剑霞, 鲍翔, 沈松泉. 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的

群落分布. 广西植物, 2013, 33(2):258-262.
11.项小燕, 张小平, 段仁燕, 徐延年, 吴甘霖*. 濒危植物大别山五针松母树林花粉传播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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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利

项小燕. 一种种子萌发的野外环境模拟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号:ZL202229892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