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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式，为十九大点赞 丰富形式，为新时代打 CALL ＞2

韩世玉是江苏理工学院
的一名普通学生， 因为一场
实践活动， 他遇到了常州白
氏留青竹刻传人于常青，从
此对这项被称为“常州三宝”
之一的传统工艺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今年， 得益于学校组织
的“千人百企”大学生进企业
实习实践活动， 和小韩一样
有类似经历的学生多达数千
人。 为了让本科生具备更强
的实践能力，适应行业发展，
近年来， 江苏理工学院将教
学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深度
融合，“学士+技师”成为该校
人才培养的特色。

调整专业
培养适应新兴产业的人才

今年 9 月， 刚入学的汽

车服务工程专业学生意外发
现，专业课程多了“新能源汽
车构造与原理”“汽车网络技
术”“报废汽车拆解与材料回
收”等一系列新课程。

“新能 源 汽 车 是 当 下 的
热门领域，人才缺口大，我们
瞄准最新的产业动向， 积极
调整专业， 希望能培养适应
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 ”该校
副校长周全法介绍说。 为培
养一流的新兴产业人才，周
全法和团队多方努力， 为学
生专业发展搭建平台， 带领
师生围绕源头设计、 过程污
染控制、 环境末端治理和资
源循环利用等方面不断地学
习、交流和研究。 目前，已初
步在学校打造了“资源循环
利用”优势学科。

近 5 年来， 江苏理工学

院相关学科和专业在节能环
保和绿色制造领域获得国家
授权发明专利 100 余件 ，承
担 省 部 级 以 上 科 研 项 目 近
100 项 （包括科技部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 、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江苏省重点研发
项目 等）， 横 向 项 目 200 余
项， 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
项 10 余项。 其中，“电子废弃
物全组分高值化绿色利用关
键技术与工程示范 ” 获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 并获推参评国家科技
进步奖。

“这些荣誉的获得， 为我
校培养具有新兴产业特征的
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 ”周全法告诉记者 。
据统计，学校“有色金属资源
循环及其深加工” 团队自主

设计建设了资源循环利用国
家级大型示范生产线 20 多
条 ， 校企共建了工程技术中
心 20 个 ， 培育了上市公司 3
家 ， 其中常州翔宇资源再生
科技有限公司已实现年产值
10 亿元的建设目标。

搭建平台
为科研转化提供舞台
近日 ， 在江苏理工学院

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内，5 家创
投企 业 负 责 人 正 在 全 神 贯
注 地 听 取 学 校 双 聘 院 士 钱
逸泰教授关于“钠水电池部
分 取 代 铅 酸 电 池 产 业 化 研
究 ”“粉 煤 灰 和 塑 料 复 合 板
材及其家具产业” 两个项目
的路演报告 ， 多位创投企业
负责人现场表达了强烈的合
作意愿。

作为一所老牌应用型高
校，江苏理工学院在“科研转
化”方面有着坚定的信念。 学
校积极鼓励不同专业教师在
不同行业开展应用型研究，深
化校企合作，打通科研转化路
径。“科研的转化， 会给我们
带来一大批应用型的教师，也
会不断拓展人才培养实训实
习 空 间 ， 提 高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校长曹雨平说。

借助于科研转化的强大
力度， 江苏理工学院与科研
院所 、 行业机构和企业以及
地方政府（地市级以上）签订
了 200 多个合作协议 ， 建立
了 100 多 个 各 类 产 学 研 基
地，构建了与地方产业链 、创
新链紧密对接的专业体系和
科研转化体系。

———江苏理工学院人才培养工作侧记

探索“专家型教师”的培养之道
我省举办首届教育硕士实践创新能力大赛———

■本报记者 李旭

本报讯（记者 梁早）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
看今朝……”11 月 6 日晚，
“拥抱新时代 壮哉中国
梦 ”———江苏省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华
经典诵读校园巡演活动首
场诵读会在南京艺术学院
实验剧场举行，方明、姚喜
双、陶泽如等 10 余位“中
国好声音” 诵读了中华经
典诗篇， 为观众们带来了
一场视听盛宴。 副省长王
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明办主任杨志纯， 省教
育厅厅长葛道凯出席活
动， 与 600 多名大学生一
起共同欣赏了诵读会。

诵读会分为《序》《大
国泱泱》《砥砺前行》《继
往开来》《伟大复兴》和
《不忘初心》6 个部分 ，以
朗诵 、演唱 、演奏等不同
艺术形式呈现经典诗篇
的魅力。 在古筝曲《墨雨》
中 ， 首场诵读会拉开帷
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
音指导方明深情朗诵了
范仲淹的名篇 《岳阳楼
记》， 将忧国忧民的情怀
表现得淋漓尽致，震撼人
心。 国家语委审音委员会
教授、博导姚喜双和国家
一级演员陶泽如分别为
观众诵读了名篇 《沁园
春·雪》《火烧云》等。

此外， 来自南京艺术
学院、省话剧院、省广播
电视总台等“声音界”的
大咖们也倾情演绎了经
典诗篇，带领大家一同领
略诗词里的大美中国，感
受灼热的理想主义和炽
烈的家国情怀。 最后，在
主题歌《不忘初心》中，首
场朗诵会圆满落下帷幕。
观众们纷纷表示，不仅感
受到了语言艺术的魅力，
还加深了对经典诗篇的
理解。

本次巡演活动由省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
省教育厅、 南京艺术学院、 省广播电视总台主
办，江苏艺术基金 2016 年度项目特别支持。 活
动时间为 11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 将举办 5 场
诵读会，旨在以经典诗词作品为纽带，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增强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文化自信， 激励新时代
江苏青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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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缓解中小学家长的“子
女学业焦虑症 ” ？“二胎 ”政策对
女 教 师 的 专 业 发 展 带 来 怎 样 的
影响？ 如何破解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困境 ？ 这些社会关切的教育
热点问题 ，在江苏省教育硕士实
践 创 新 能 力 大 赛 的 微 课 题 比 赛
中得到了解答 。 11 月 5 日 ，由省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南京师
范 大 学 承 办 的 我 省 首 届 教 育 硕
士实践创新能力大赛落下帷幕 ，
来自全省 7 所高校的 75 名教育
硕士进行了现场角逐 。 与传统的
师范生技能大赛相比 ，这项赛事
围绕“专家型教师”的培养目标 ，
突 出 对 教 育 硕 士 研 究 生 创 新 研
究能力的考量 ，旨在对深化教育
硕士培养模式改革形成导向、激
励和推动作用。

聚焦研究能力
“把脉”现实问题

本次大赛分为微教学比赛和

微课题比赛两部分 ，微教学比赛
重 在 考 查 研 究 生 解 决 实 际 教 学
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微课题比
赛 重 在 考 量 研 究 生 对 教 育 问 题
的 分 析 和 研 究 能 力 ， 12 个 比 赛
选 题 涉 及 乡 村 教 师 、“二 胎 ” 政
策 、 中小学“大班额 ” 、“流动儿
童 ” 、 中小学课业负担等多方面
的热点教育话题 。

扬州大学历史学科教育硕士
研 究 生 张 禹 的 参 赛 微 课 题 是
“‘大班额制 ’下座位编排影响学
生学习机制研究”。 他说，对“大
班额 ” 背景下座位编排的关注 ，
源于自己在“大班额 ”班 级 任 教
的实习经历。

他通过调查发现， 在“大班
额 ”条件下 ，座位 编 排 是影 响学
生学习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大
班额 ”条件下，为容纳更多学生，
“秧田式 ” 成了座位编排的主导
形式 ，却使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
分配不合理 。 在对比了圆形 、U
形等座位编排形式的优劣后 ，他

建议 ： 采 用 四 人 一 组 的 小 组 式
座位编排 ，每隔一段 时间 ， 前 排
与 后 排 、 左 侧 与 右 侧 的 学 生 进
行 轮 换 ， 并 给 学生 自 由 选 择 同
桌的机会 。

比赛中 ， 不少选手的精彩表
现超出了评委们的预期 。 在评委
们看来，他们的微课题研究对于
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政策制定等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二胎
政策’ 的背景下， 女教师希望政
府设立‘父亲育儿假 ’的呼 声 很
高 ”“焦虑性格的父母易培养出焦
虑性格的孩子 ， 家长要努力学会
把注意力从关注孩子的不足转移
到已取得的成效上 ” ……扎实的
实证研究和“接地气 ” 的 对 策 建
议赢得了评委们的连连点赞 。

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

“选手们在竞赛中通过教 学
活 动 展 现 了 教 育 硕 士 研 究 生 良

好的实践创新能力 ； 通过课题研
究汇报， 体现了研究生在问题意
识 、 创新能力和研究方法等方面
的训练与成长， 充分彰显了竞赛
的导向价值。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范国睿表示。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的参赛
选手大都来自研究生二年级 ，正
在 经 历 着 职 业 生 涯 中 的 实 习 阶
段。 作为“准教师”，他们对本次大
赛中“创新与研究”的价值导向有
着更深刻的感触与体悟。

一等奖获得者、来自南通大学
的参赛选手陈培娟目前正在南通
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担任英语
实习教师，她告诉记者 ，通师二附
小浓厚的教研氛围和学校文化 ，
让她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型教师”
的职业追求 。 正是在对优秀教师
的研究学习过程中 ， 她完成了自
己的参赛微课题“优秀教师课堂
教学艺术的案例研究———以特级
教师 S 老师为例”。

“学士 + 技师”培育卓越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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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王一宁

无锡智慧教育“人人通”
入选教育部优秀案例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周丹）日
前，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公
布了 2017 年教育管理信息化应用
优秀案例名单 ， 无锡市教育信息
化管理服务中心报送的 《基于手
机微信公众号 ，构建无锡教育“人
人通”智慧管理服务体系》案例成
功入选 ， 位列地市与区县优秀案
例首位 。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人人通”系
统具有统一的公共服务入口、 统一
的身份认证平台和统一的数据平
台， 集中导入了该市师生的基础数
据库 ， 统一配置了 67 万个用户账
号 ， 完成了 20 多万个用户实名认
证 ，实现了多个授权的管理信息系
统间的无缝漫游。 该系统提供每个
学校 1TB、每名教师 10GB、每个学
生 1GB 的免费网络学习空间 ，开放
各类课程资源和在线阅览服务，并
开通中小学掌上招考服务，同时提
供综合素质评价 、 智能体质监测 、
证书查询打印、 安全智能管理等公
共服务。

扬州“领雁工程”建设显成效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谈雷）近

日 ，扬州市第三期“领雁工程”培训
活动落下帷幕 ，以培养省特级教师
及以上层次的高端名师、名校长为
目标，学员共 40 人。“领雁工程”从
2012 年开始第一期培训 ，5 年来培
训工作成效显著 ，为扬州市培养教
育高端人才、打造高品质教育提供
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 培训中 ，每个
学员配有一名指导专家 ，同时组织
专家深入学员所在学校，进行教学
现场诊断，现场指导。

扬州“领雁工程”高研班学员
研 修 成 果 丰 富 ， 仅 2016 - 2017 年
“领雁工程”学员中就有 7 人被评
为省特级教师 ；“领雁工程” 学员
出版著作专著 、 教材等 11 部 ，发
表 CSSCI 期刊论文 3 篇 ，核心期刊
论文 30 篇 ，省级期刊论文 227 篇 ，
进行省部级课题研究 56 项， 获得
省级各类奖项 83 项。 学员还面向
全市开设高质量示范课， 发挥了
辐射引领作用。

要闻速览

日前，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三年级学生来到涟水百花园，开展“寻找最美秋天”综合实践活动，小朋友们
走进大自然，感受秋天的美丽。 侯育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