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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第八届“十佳师德标兵”

推 荐 审 批 表

姓 名 易瑛 性 别 女 出生日期 1972.7.16

籍 贯 湖南岳阳 民 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婚姻状况 已婚 学 历 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职 务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 2018-2019学年

□ 2019-2020学年

☑ 2020-2021学年

□ 2021-2022学年

(任意选填 1学年)

本单位教师学年内平均课时数 146

本人学年内承担全日制本科生教学课时数 192

本人学年内承担的教学总课时数 421

何时

受过

何种

奖励

2007年 6月，被授予“全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9年 1月，被授予湖南省“优秀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荣誉称号；

2021年 10月，获得湖南省师德师风建设年“身边的好老师”征文活

动一等奖；

2016年 9月，获得湖南省总工会“写家书 传真情”征文活动一等奖；

2016年 5月，获得湖南师范大学工会“写家书 传真情”征文比赛特

等奖；

2007年 7月，获得湖南师范大学 2005-2007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2022年 4月，获得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参与；

2006年 11月，获得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参与；

2006年 9月，获得湖南师范大学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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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获湖南师范大学“尚石·育人先锋奖”优秀班导师奖

1998年 12月，获湖南师范大学 1997-1998学年度教学优秀奖；

2007年 3月，获湖南师范大学 2005-2006学年度教学优秀奖；

2014年 12月，获湖南师范大学 2013-2014学年度教学优秀奖；

2020 年 1 月，获湖南师范大学数达学院 2018-2019学年度教学优

秀奖；

2009年 5月，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第九届青年课堂教学艺术竞

赛一等奖；

2010年 6月，获湖南师范大学第十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艺术竞赛

二等奖；

2007年 10月，获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高教文科组优秀奖；

2003年 9月，获第三届湖南省高校多媒体教育软件大奖赛二等奖；

2006年 12月，获第六届湖南省高校多媒体教育软件大奖赛二等奖；

2009年 6月，获湖南省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011年 11月，获湖南省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06年 7月，获湖南师范大学第一届多媒体课件大赛二等奖；

2007年 9月，获湖南师范大学第二届多媒体课件大赛三等奖；

2020年 7月，获湖南师范大学 2019年度工作嘉奖；

2022年 3月，获湖南师范大学 2021年度工作嘉奖；

2021年 11月，被评为第二届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年度批评家”；

2022年 1月，获湖南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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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先

进

事

迹

易瑛，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文学院教工中国现当代文学党支部书记。从

1996年留校任教至今，一直担任文学院专职教师。易瑛老师躬耕

教坛 26年以来，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协作，为

人师表，深受学生和老师们的好评。

一、信仰坚定，务实笃行

易瑛老师 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政治信念坚定，发挥了

党员教师的模范作用。担任支部书记十多年，工作认真负责，踏实

肯干。2007年易瑛老师被评为湖南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被授予

“湖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她积极参与师德师风建设的学习和宣传活动，撰写的《大美无

言——记我的硕士导师叶雪芬女士》一文获得了 2021年湖南省师

德师风建设年“我身边的好老师”征文活动一等奖。该文作为优秀作

品在“湖南师范大学公众号”平台（2021年 9月 28日）发表，宣传

了湖南师范大学优秀的校风教风。她积极参加工会活动，弘扬优秀

家风家训，所写的家书获得了 2016年湖南省总工会“写家书 传真

情”征文活动一等奖、湖南师范大学工会“写家书 传真情”征文比赛

特等奖。她积极参加学校每年的“推普”工作，连续多年承担了湖南

师范大学普通话培训及测试工作，工作负责，成绩突出，获得了“湖

南省优秀普通话测试员”称号。在湖南师大校庆 80周年活动中，她

参加了文学院“校庆八十周年师生原创诗歌朗诵会”。她创作的《历

久弥新的师大精神》一文入选《弦歌八十载 奋进新时代》校庆主

题专栏，讲述了师大故事，展现了师大精神。她关注公益事业，富

有爱心。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易瑛老师多次捐款资助孤儿

学习。2022年 4月，易瑛老师作为教职工志愿者队长，参加了湖

南师范大学核酸检测信息采集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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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潜心教学，锐意创新

易瑛老师热爱教育事业，重视课堂教学，每年承担了本科生、

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和学生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指导，多次作为指

导老师带队到常德、株洲、长沙等地开展教育实习，完成的教学工

作量居于文学院前列。她积极参与国家本科优质课程建设，大胆进

行教学改革探索，先后承担了“《中国当代文学》多媒体课程建设

和多媒体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国家精品课程‘中国女性文化’实践

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研讨式教学法的运用和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翻转课堂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中的应用研究”等多项省

级、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发表了多篇教改论文。作为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素质教育课程“中国女性文化”的主讲教师，她在湖南师大

和湖南大学开设了“中国女性文化”课程，进行了湖南省高校文化素

质教育选修课资源共享的实践和探索。她重视倡导两性平等的观

念，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就业观、婚恋观等，参加了国

家一流本科课程“中国女性文化”的见面课录播，在网络上主讲的

“走出女性审美的误区”，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从教 26年以来，易瑛老师“用心教学，用爱育人”，兢兢业业，

初心不改。她曾 4次获得了湖南师范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获得了

2022年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参与，郑贤章教

授主持）、2006年湖南省高校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参与，赵

树勤教授主持）、第七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第三届、第

六届湖南省高校多媒体教育软件大奖赛二等奖、湖南师范大学教师

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文学院第七届、第九届、第十届青年教师课

堂教学艺术竞赛一等奖等教学奖励近 30项。易瑛老师在教学改革

上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绩，曾两次被《湖南师大报》以《立足史

学角度 聚焦文学热点——青年教师易瑛教改课小记》（1998年 4

月 20日第二版）、《教改之路上的不懈探索者——访文学院青年



5

教师易瑛》（2007年 6月 4）为题进行宣传、报道。

三、关爱学生，助力成长

易瑛老师关心爱护学生，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做学生成长

路上的引领者。她对待学生耐心细致，以身示范，以情动人，注重

因材施教。她鼓励学生重视经典阅读，多次出资给学生购买书籍。

她在生活上关心学生，每年中秋不忘记给研究生送去月饼。她在学

业上严格要求学生，耐心引导，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获得了国家奖学

金，被评为“湖南省高校优秀毕业生”。

自 2006年以来，她先后担任了 200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1班班

导师、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2班班导师、世承书院中国语言文

学基地班（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业导师，重视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

育和专业学习指导。她担任 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2班班导师，

先后在班级主讲了“新时代 新青年 新使命”的主题讲座、“走出女

性审美的误区”的性别文化专题、交流了“剑桥大学访学观感”，参

加了文学院学生团员的“红色论坛”活动等，激励学生做有理想抱

负、有使命担当、有过硬的专业素质的优秀大学生。在 2020年上

半年防疫抗疫期间，她组织了“云乐谈”班会活动和线上读书分享

会，开展了“春天，我们相信”防疫抗疫诗歌朗诵会等活动。她重视

发挥优秀研究生、优秀本科生的激励作用，先后组织了“榜样力量

青春前行”主题班会、保研及教师资格证面试经验分享会、考研经

验交流会，使班级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在今年文学院 2018级

保研光荣榜上，该班共有 15名同学进入硕士推免光荣榜。2021年

12月，易瑛老师被评为湖南师范大学“尚石·育人先锋奖”优秀班导

师。

四、严谨治学，不懈探索

在科学研究上，易瑛老师执着探索，在“民间信仰与 20世纪中



6

国文学”这一跨学科研究文学的新领域不断开拓。博士毕业后，她

于 201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出站报告被评为“优秀”；2017年 8月，她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

项目公费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系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研

究。

她治学严谨，坚持不懈。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

间信仰与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民

间宗教与 20世纪中国小说”、中国博士后科学资金资助项目、湖南

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共 7项的研究，发表了

多篇 CSSCI论文，出版了《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象——巫文化与

20世纪中国小说》等学术著作。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书

稿《民间信仰与 20世纪中国文学》经过全国博士后成果评选、择

优，入选 2021年第十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同时也获评“优

秀博士后学术成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易瑛老师以一名教师的爱心、耐心、

慧心，投入教书育人的事业之中，几十年以来未曾改变，堪称师德

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