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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热烈庆祝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省教育厅开展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与教育”主题征文活动，面向教育工作者等广泛
征集稿件，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本期 7 版、8 版选登部分优秀征文，用生动的叙事、鲜活的情节，展现当事人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受益、见
证、参与、创造”的经历和感受，映现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省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1974 年 3 月 2 日， 我高中毕
业返乡劳动，这一劳动就是 4年。

1977年秋季恢复高考。那时我
们奋战在农业大会战的工地上，晚
上从工地回来，点着煤油灯看书。

77 级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
一天傍晚，我往井场走，半路有人
叫我，说有个通知寄到我家里，我
拿到一看，是录取通知书。

1978 年 3 月 2 日， 我走进了
陕西机械学院。之后的整整 40 年，
我经历了整个中国从吃不饱穿不
暖到迅速变成一个富饶社会的过
程，同时，也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
国高等教育事业 40 年来的大变
革、大发展。

中外合作大学：
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新事物

2008 年， 当我接任西交利物
浦大学执行校长时，已在西安交通
大学做了 10 年副校长。 作为中外
合作办学的一个典范，西交利物浦
大学的办学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
过程中冒出来的一个新事物。

加入 WTO 后，中国对外承诺
开放教育市场，2003 年颁布了《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 站在这个时间

点，一方面，西交大希望利用苏州
的地理条件， 搞一场国际化的教
育探索，另一方面，英国利物浦大
学也有它的国际化战略， 而苏州
政府也希望西交大以中外合作办
学的方式促进工业园区的发展。
三方都有需求点，于是一拍即合。

这个创举由我来负责推进，
包括代表西交大与苏州工业园
区、英方的各种谈判合作。 2004年
双方签协议，2005 年批准筹办，
2006 年正式拿到 license……这个
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也体现了教
育变革过程中的曲折。

2006 年 9 月， 首届 160 多名
本科生入学“西浦”。

1小时深谈：
从“体制人”到“市场人”
2008 年，我受邀担任“西浦”

执行校长，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
重要抉择。

按照协议， 执行校长这个职
位，必须由英国利物浦大学提名，
由董事会聘任，也就是说，我需要
从西交大党委常委、 副校长的岗
位上辞职，变成“市场人”。

按照我多年的习惯， 做重大

决策的时候， 必须要在战略上非
常清醒。 就当时的“西浦”来说，关
于学校本身的运转，我一点不怕；
最大的风险是与当地政府的关系
问题：政府对这个学校怎么看？

3 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从西安
飞过来， 从虹桥机场到苏州已经
深夜 11 点了，我打电话给时任苏
州独墅湖高教区高教办主任叶
峰， 他是直接支持这一块发展的
负责人。 我邀请叶峰到我住的酒
店来，我对他说，我有可能全职到
苏州工作， 但是我必须弄清楚政
府对这所学校的看法和将来的思
路。 我们俩聊了一个小时，他回家
了，第二天一早我就飞回西安。 我
决定接受这个任命， 于是这个重
要决策诞生了———因为政府很重
视、支持这所学校，所以战略上不
会有太大风险。

从西交大辞职需要经过教育
部认可。 当中组部、教育部的领导
正式找我谈话， 征求我愿不愿意
继续在公立大学工作时， 我跟他
们讲了我决策的 3 个基本点：第
一， 西交利物浦大学现在看来还
很小， 弱不禁风， 还有很多不成
熟，但它是一所国际化的学校，按

照国际化的标准来办学， 拥有很
大的空间；第二，既然是国际化，
它可以整合全球资源， 资源的限
制要小很多； 第三， 也是最重要
的， 这是一个全球重塑教育的时
代， 给了新学校一次千载难逢的
机会， 可以让这所年轻的国际大
学跟全世界最好的学校站在同一
起跑线上去探索， 而且它有一个
巨大的优点，叫作“后发优势”，没
有包袱、没有负担、没有桎梏，又
可以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领导听完后表示理解，“你是
有抱负的人，我们没意见”。

“西浦”十年：
从 1.0版本迈向 2.0时代

10 年前， 我们在办西交利物
浦大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 传统
教育遇到了很大挑战， 那么“西
浦”能否利用国际合作这个平台，
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适应未来社会
需求的大学和教育模式？

这 10 年构成了“西浦”高等教
育探索的 1.0 版本，我们走得还算
比较成功： 在教育上初步形成了
创新型的“国际化专业精英”的培
养模式； 在大学运行上形成了一

种网络化、 平台式的大学组织管
理体系； 在大学与社会互动和服
务层面， 初步形成了开放式的校
园、 大学与社会互动的机制以及
共生共享的生态体系； 在对教育
变革的影响上， 建设了辐射和影
响全国的教育领导力、 前沿研究
与培训基地。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在专业精
英体系继续深化和完善的基础上，
培养出能够站在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的肩膀上，驾驭未来新行业的高
度复合型人才和具有跨文化领导
力的世界公民。 这种人才不是专业
精英，而是行业精英。 所谓行业精
英， 就是他们既要有专业知识，又
要有行业知识， 还要有整合能力、
创造性以及管理和驾驭能力。

针对这一命题，“西浦” 正在
开启高等教育探索的 2.0 版本，
包括探索培养未来行业精英和业
界领袖的“融合式教育模式”；探
索新时代大学的概念和校园新形
态； 大学与社会共享共生创新社
区的营造； 通过教育研究与传播
基地，更深远地实现“西浦”通过
自身探索影响中国和世界教育发
展的使命。

从 77级高考生到中外合作办学实践者
■西交利物浦大学 席酉民（口述） 石露芸（文字整理）

1978年 12月，江苏广播电视大学伴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雷， 与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广播
电视大学在中国大地同时诞生，23 岁的
我有幸成为最早的一批电大人。40年来，
我前后就职于区、市、省三级电大，亲历
了广播电视大学始创、发展、高潮、艰难
前行和转型的各个阶段， 共享了广播电
视大学取得的辉煌成就。

记得 1978年 12月初，区教育局召开
电大招生会议，明确区电大由教师进修学
校代管，一名副校长分管电大工作，教师
当时只有我一人。1979年 1月，省、市电大
陆续逐级下拨给浦口电大 24寸彩色电视
机 1台、黑白电视机 2台、收录机 2台、放
像机 2台、课程录音磁带数十盒。

经过短暂而仓促的准备，1979 年 2
月， 我们迎来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
学。学习方式为集中收看中央电视台按
时间段播放的电大课程， 或听播放录
音，或由教师面授辅导。 当时学历专业
没有招生，只招收课程班学员。 浦口电
大首期招收了英语、高等数学（一）、无
机化学等 3 门课程的学员，共 80 多人。
学员每周一般到校 3 个半天，我的主要

工作是负责教务、学籍管理、设备使用、
聘请和管理辅导教师等。

“文革”十年，很多青年人失去了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电大的创办，如同给
久旱的禾苗洒下甘霖。 学员们除特殊情
况外，没有一个人缺课或不交作业，他们
刻苦学习的情境，着实感人。在教学管理
和服务的同时， 我也陪伴学员收看了一
年半的英语课程。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地方对人
才的需求逐步加大，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
大，管理和教学人员逐渐增多。 从 1982年
起，在举办各类非学历教育的同时，浦口
电大先后开办了成人学历汉语言文学、会
计专业，普专（高职）财务管理、化工工艺
等专业。 1988年我主持电大党政工作后，
发展步伐更快， 在校各类学员每年均在
千人左右，尤其学历教育成绩突出，在全
国统考中，成绩排名多处于前列。

浦口电大为改革开放、 发展地方社
会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因而受到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1992 年，浦口区政
府在黄金地段为电大征地 6 亩， 新建办
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篮球场等
设施近 5000 平方米，学校从此有了独立

的校园。 学校连续 3 年被南京市人民政
府评为成人教育先进集体， 我本人也被
评为南京市成人教育先进个人。

浦口电大的始创、 发展历程可以说
是全国电大教育的一个缩影， 它证明电
大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发展全民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

本世纪初， 我由南京电大调入江苏电
大， 当时全国电大系统正热火朝天地开展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这
一时期， 我校在籍开放学员曾创纪录地超
过 20万。 我先后担任过本科汉语言文学、
小学教育等专业负责人和 8门课程的负责
人， 所主持和负责的课程均获得过中央电
大和学校的教学创新奖、网上教学优秀奖。

2013 年初，学校更名为江苏开放大
学，实现了新型大学的转型。学校的转型
赋予我新的使命。近几年，我主持建设了
8 门本科在线开放课程， 其中一门江苏
在线开放课程为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学生
的公共选修课程。

我把一生都献给了所热爱的电大事
业。 2020 年我将退休，但“老牛亦解韶光
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我将继续不懈努
力，为新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我与电大四十年
■江苏开放大学 徐四海

我 1966 年高中毕业，与“文革”
中的大多数回乡知青一样先当农民，
后当代课教师。 1977 年小平同志亲自
拍板恢复高考，我成为四乡八村第一
个“富农出身”的大学生。 1984 年 8
月，我任职学校的校长通知我参加教
育局召开的校长会，会上宣布我任县
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当
时，我很是忐忑，领导找我谈话时，我
牢牢记住了这样一句话：“急农村中
小学之所急， 办农村中小学之所需，
是当前教师进修学校的重中之重。 ”

我仔细学习有关文件，其中 1977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
培训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工作的指南
和动力：力争到 1985 年，使现有文化
业务水平较低的小学教师大多数达
到中师毕业程度；初中教师在所教学
科方面多数达到师专毕业程度；高中
教师在所教学科方面多数达到师范
学院毕业程度。

那特殊的年代， 有着特殊的际
遇，也演绎出很多特殊的故事。 我深
知那时教育、教师的“欠账”是多么严
重，更深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
育大计，教师为根”的内涵是多么深
刻。 现在回忆起来，在那“成千上万鲤
鱼跳龙门”的日子里，中师函授真的
是“激情燃烧、刻骨铭心”。

1982 年起， 南通县就有 2000 多
名小学教师参加中师函授。 那时教育
学教师奇缺，分管函授的校长和我商
量任教，我一口答应不管多大困难也
要上好“教育学”。 接到任务时，我拿
到了一本和学员一样薄薄的讲义。 接
到任务后， 我才知道这个任务有多
难，教学时间为 36 学时，并由南通大
市组织统考。 我第一时间把自己扎进
低矮潮湿的图书室。 在图书室中找书
既像“大海捞针”又如“火中取栗”，除
去老掉牙的凯洛夫的《教育学》外，就
是“教育革命经验选”。 无奈之下，我
只好骑着长江牌脚踏车到南通市教
师进修学院借抄，两三天早出晚归抄
了满满 3 大本；再两三天夜以继日精
挑细选，36 学时教案写了厚厚 3 大
叠。

授课的日子终于到了。 第一轮面
授 3 天， 我一人面对 320 个学员上
课，教室就在大饭堂。 一屋子吹得呼
呼响的电风扇、一只大喇叭、几支粉
笔成了我最好的陪伴，但依然掩饰不
了我内心的担忧：这么多人，这么热

的天，这么简陋的学习环境，这么几
页讲义，就凭我这张大嘴，这大课可
要“大乱”了。

素未谋面， 总要有个见面礼，我
问：“学过教育学的请举手。 ”没有一
只手举起，我的心开始上提。

再问：“学过教育的请举手。 ”还
是没有一只手举起，有的只是面面相
觑。 顿时，我觉得大饭堂里气氛有些
异样，那呼呼的风扇让我的心提到嗓
子眼上。

我稳了稳神，说：“在座的有白发
苍苍的老教师， 有年轻英俊的新教
师，就是没有学过教育学的，也没有
学过教育的。 下面，我再提最后一个
问题。 ”我故作镇静：“有教育实践的
请举手，就是给学生们上过课的。 ”

霎时，全场的手都举了起来。 我
故作欣慰，大声说：“教育学是研究教
育实践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我们都
有实践，这门教育学就一定能学好。 ”
全场终于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简短的开场白一下子打消了学
员的畏难情绪， 也很自然切入了正
题。 虽然台上的我声音嘶哑，台下的
他们汗流浃背，但 3 天的学习没有一
位上课时开小差。

50 岁开外的老师们像小学生一
样坐在饭桌旁一边听一边记，眼里充
满着渴望与惊喜。 一位妈妈老师带着
未满月的儿子来听课，还带着陪同的
婆婆。 一看到乖儿子要哭了，连忙示
意婆婆把他带出教室，而她继续争分
夺秒地听着、写着。

午后三四点老教师烟瘾要来了，
我也点支烟走进他们中间，一下子都
围上来了：

“金老师，我们赶上好年代了，干
了十几年教育终于接触到真正的教
育学了。 再苦再累也值！ ”

“金老师，早上 3点多钟我就往这
边赶，边骑自行车边背你讲的知识，30
多里路一会儿就到了。晚上再往回赶，
又可以把今天的内容消化掉了。 ”

……
刻骨铭心的话让我感动着，我一

连站了 3天，一连讲了 3天。
中师函授，往事悠悠。 中国当代

教育史上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学历
补偿教育” 造就了一大批合格的教
师，支撑了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急
农村中小学之所急”成为我教育生涯
中的永久记忆。

“急农村中小学之所急”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金辉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 今
年是改革开放的第 40个年头， 作为公共
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师专图书馆，逐
渐完成了从单一到多样、 从简陋到宽敞、
从传统到创新、 从纸媒到电子的华丽转
变。

40年前， 连云港师专还是海州师范
学院，图书馆也并未独立成楼，只是教学
楼的一部分，十分不起眼。 它的建筑面积
不大，藏书也不多。 那时还并未实现开架
借阅，读者隔着玻璃选中图书，再由馆员
拿到柜台上登记。 书的封底内有一张卡
片，和借书证夹在一起，作为借书凭据。

1978 年以前，图书馆里的社科类书
籍很少，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只有高尔基、郭沫
若、鲁迅、李季、茅盾等人的书可读。据图
书馆元老级馆员说， 那时候的时尚是学
习毛泽东选集，毛选五卷出版发行时，新
华书店的柜台都被挤破了。 而图书馆里
文学类图书少得可怜， 来借书的人也不
多，可读的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

旗谱》《苦菜花》之类的书。 那时，人们的
思想被禁锢在政治藩篱中。

1978年， 中国树起了改革开放的大
旗。 相伴相生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更多
的书籍进入读者的视野。《青春之歌》《骆
驼祥子》《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等一大
批中外文学名著重见天日，被摆放在最显
著的位置；莎士比亚戏剧，还有汤显祖的
戏曲也得以上架展示。 改革开放初期的
“读书无禁区”打开了读者的眼界，图书馆
为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师专图
书馆的馆藏迅速丰富起来。 图书旧馆已
经不能满足藏书的需要， 学校建立了新
图书馆大楼。 图书新馆大楼主体建筑高
11 层， 总建筑面积达 32000 平方米，藏
有纸质图书 80 余万册， 年订阅报刊
1800 余种， 逐渐形成以优势学科为重
点，师范教育为特色，数字化、系统化的
馆藏体系。 时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师专
图书馆已实现了统一的电子化管理，传
统的文本文献源源不断地挤进书库，真

可谓汗牛充栋；多种数据库不断添置，一
网打尽天下信息。 报刊阅览室和电子阅
览室接轨世界最新的思想文化动态，而
网上数字图书馆则使更多的读者足不出
户就享受到阅读和研究的便利。财经、管
理、励志、职场、休闲娱乐、生活实用等各
种门类的图书百花齐放， 网络文学异军
突起。

站在师专图书馆新馆气势恢宏的大
厅里， 一位见证了师专图书馆发展全过
程的退休老员工感慨地说：“原来的师专
图书馆很小很小， 只有几名业务工作人
员，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都非常落后。 我
30多年随同图书馆一路走过来， 眼见着
这个馆日新月异的变化， 真好像置身梦
境……”

现在， 全体师专图书馆工作人员积
极投身“全民阅读”风潮，推动“书香港城”
的建设，“读者至上，服务育人”也成为全
体馆员的工作理念与信仰。 读书的人越
多，图书馆人收获的回报也越多，这何尝
不是师专图书馆的骄傲与荣幸呢？

师专图书馆的变迁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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