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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在这四个月的实习生活中，我们不但学习到了

专业知识，还积累了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

际交往的能力，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环境适应能

力。”结束在无锡爱依特纺织公司的企业实践课程培

训后，纺织 1205班康鑫湲同学对科技日报记者总结

自己的收获时这样说。

到企业实践，这是江南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的一部分。3年来，和康鑫湲同学一样，纺服

学院纺织工程专业先后有 462名同学参加了企业实

践，在校企携手共筑的平台上，增长知识增强本领。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

划”，是教育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重大改革项目，

目的是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促进我国

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纺服学院纺织

工程专业是首批入选‘卓越计划’的专业，从 2010级

开始，纺织工程专业每届 5个班约 150名学生全部纳

入‘卓越计划’培养范围，成为全国纺织类专业参与

这一计划人数最多的高校。”江南大学校长陈坚说。

卓越计划强调实战实训，纺服学院从优化培养

方案入手，把“能力培养+实践探究+人格养成+创新

创业”的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理念贯穿人才培养的

各个环节，构建纺织专业“卓越工程师”人才“3+1”

（3 年在校、1 年在企业）培养模式。“我们的目标，学

生不仅会设计产品，还可以自己动手做出来。”陈坚

说。通过签订“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协议，企

业深度参与学生企业实践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培养过

程。校企协同安排课程设置、协同安排企业实践、协

同制订考核标准、协同指导毕业论文。真正做到全

员参与、全过程育人。 江南大学纺服学院院长王鸿

博介绍到，卓越计划促使我们把以前工作做了凝练

总结，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缩短学校与企

业间的距离，更好地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工程技术人才。

在陈坚看来，“卓越计划”的特色，是把培养人才

与服务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卓越计划”实施以来，

江南大学纺织工程专业连续 3 届学生参加企业实

践，经历毕业前“蜕变之旅”。在纺织企业结束实习

的学生向科技日报的记者表示：“在做挡车工的四个

月里，我们苦过累过，最难熬的就是 7、8 月份，天气

酷暑炎热，车间封闭不透风，但我们也全都咬牙坚持

下来了。”

从开始的茫然不适应，到克服困难坚持下来，对

于学生来说，实习不仅是一次“洗礼”，也是一种成

长。通过实习，学生不仅认识到自身知识能力的欠

缺，也逐渐学会怎样把学校教给的理论知识恰当地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慢慢褪去学生的浮躁与稚嫩，实

现迈向社会独立成长的第一步。

2013 年，在无锡第一棉纺织厂纺纱车间实习的

6 名同学，针对细纱机的生产效率较低的问题，提出

了“将江南大学现代纺织技术研究所的物联网技术

引入到细纱车间”的合理化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

厂长周晔珺的重视，并将 2010—2012 级在工厂实习

的 12名同学纳入该项目的产学研联合攻关小组，很

快成功开发了国内领先的细纱单锭监测系统，实现

了对纱锭的全数检测，从源头上控制纺纱过程，既提

升了产品质量，又降低了人力成本。目前已完成 1

万锭中试，下一步将扩大到 10 万锭，而在企业实习

的 4名同学也从“卓越工程师实习生”转变成为无锡

第一棉纺织厂的正式员工。

“卓越计划”实施以来，江南大学所培养的学生

凭借扎实的知识结构、实践的主动性、富有团队精神

而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通过探索政产学研深度合

作，促进青年教师工程能力提升。经过近几年的实

践锻炼，学院 80%以上青年教师具有一年以上学生

企业实践指导经验，先后有 11位年轻教师由江苏省

科技厅委派兼职企业科技副总。3 年中，学院与“卓

越计划”实践基地共同承担的江苏省科技厅产学研

前瞻性研究项目 45 项，有一半以上是年轻教师主

持，实现了工程实践教育和工程科技创新双丰收。

见证“卓越工程师”养成计划
文·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陈 琳 舒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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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年学校开设了创新创业课，我大概根本

不会去上。”2014 年大学本科毕业的陈日婷，如今正

在经营着自己的创业项目——“一起上”，这是一个

关注 30 岁以下年轻创业者的社群驱动型创业媒

体。在校期间，陈日婷没有机会上创新创业课程；而

在创业路上跌跌撞撞走了快一年的陈日婷回头想

想，觉得远离创业战场的大学教授们，恐怕很难给她

什么实际帮助。

不过，陈日婷的学弟学妹们肯定能有机会体验

一把“创新创业”课了。去年年底，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做好 2016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从 2016 年起，所有

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对全体学生开

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

管理。

可是，“创新创业”，这要怎么教才好？

创新创业课
开起来容易，上好了难

“想创业的学酥和想考研的学霸在一个教室里

听就业创业课，这怎么上啊。”北京某高校生物科学

专业本科生王新凯回忆起当年上的创业课，印象已

经不深，只是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王新凯母校的就业和创业指导课是一门必修

课，就业和创业内容混在一块上。王新凯觉得，授

课内容对真想创业的学生来说，太浅显，不解渴，

都是常识；但对没打算创业的学生来说，又是浪费

时间。

不过，高校开设创新创业课程，为的不仅仅是

把学生培养成企业家。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创新创业管理方向双学位的招生简

章就明确提出，该双学位的设置目的，是让学生在

掌握本科第一学位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

培养创新思维，了解管理知识，提升创业能力，体

验创业过程，让潜在的创业者更好地把握未来的

创业机会。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

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开展创业教育有助于培

养学生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合作、

懂得感恩的道德素养，面对困难和挫折不轻言放弃

的执着态度，创造价值、回报社会的责任感和服务国

家、服务人民的理想抱负。“这与高校倡导的素质教

育、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高度契合。”

创新创业教育更像一场洗礼，但它并没有强烈

的目的指向，也不以有多少学生加入创业大军来

论“成败”。中国地质大学校长王焰新在《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的反思》一文中这样写道：“（它）不是

就业的‘救命草’”、不是挣钱的‘孵化器’，也不是

学生价值的‘鉴别仪’，其本质是一种面向全体学

生的、为其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素质

教育。”

创业教育不仅是要培养企业家

创业双学位的攻读，将北大学生梁中良推上了

创业之路。

他是北京趣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现在做的项目，主打“手机校园直播”。而一路同行的

创业战友们，正是梁中良在修读创业双学位的课堂上

结识的。不过，这个双学位他已经不打算要了。

创新创业教育还在创业期

“当初以为，江湖就是侠骨柔情。现在知道了，

江湖，还是人情世故。”王新凯感慨了一句。

在校期间，他做过 App，也搭建过平台。但最后

因为学生团队“三分钟热度”，执行力不够，都没有发

展起来。不过，栽了跟斗之后回头看，王新凯觉得如

果回到过去，他能更成熟地处理当年遇到的那些问

题，“实践出真知嘛”。

所以，王新凯理想中的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能够

不局限于课堂，让学生试试江湖水温；也可以请来创

业前辈，让他们做做分享，谈谈经验教训；老师们最

好能结合实际创业案例，教些实用管理经验，或帮助

学生分析行业发展趋势……

陈日婷也有类似看法：“我关心的是谁来上这门

课。”对没什么经验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可能更需要

听到的，是同龄人的故事。

“不用找特别高大上的企业家，最好找 80、90

后的创业者，让他们去当创业导师，针对学生创业

路上的具体问题去给建议。”产品要解决什么痛

点？用户的需求是什么？创始团队要怎么组建？

股权应该分配？……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创业新

手必须迈过的槛。陈日婷还特别强调，创新创业

课程得帮学生树立对自己、对创业的正确认识。

“不然他们很容易被这个氛围推着走，高估自己，

也低估了创业之难。”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

任李名梁认为，创新创业类课程的实战性很强，涉

及面较广，课程设计主体不能再简单局限在大学

教师层面，必须引入企业界、创投界和相关行业组

织参与；也需要大力培养和聘用校内外企业导师，

特别是具有丰富企业经营与管理实践或者创业经

验的师资。“要提升创新创业课程的时效性、实用

性和应用性，就必须更多地将教学场所放到实习

实践基地、市场乃至企业现场，与生产线和客户线

相衔接。”

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还很年轻。王焰新在前

文提到的文章中直言，要真正实现从学生入学到

毕业、从专业教育到素质教育、从理论学习到实

践训练、 从第一课堂到第二课堂，全方位、立体

化地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不能纸上谈兵，还得下水练练

昨日上午 7 时左右，在热心读者闫女士的帮助

下，离家出走近 36小时的小刘被母亲在长安区东长

安街附近找到。小刘说，他是担心作业写不完报不

了名才出走的。（据 2月 22日《华商报》）

又到了开学季，完不成寒假作业的肯定不止小

刘，有许多孩子正在加班加点赶作业，也有孩子因

未完成寒假作业与父母起了矛盾，甚至不敢去学

校报名。

孩子因完不成假期作业离家出走，有他们自己

偷懒、贪玩的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认，老师和家长也

有一些责任。

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学生能完成吗？如今，有

的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太大，学生没时间做。当然，

会有老师反驳，我布置的作业量不大，一天只要花

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殊不知，你一门课程学生

一天要花一个多小时，那么，中学生十几门课程，

小学生也有几门课程，他们一天要花多少个小时

才能完成？二是，有的老师布置的作业太难太“奇

葩”，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学生无法完成。因

此，老师布置作业，既要适量也要适度更要有趣，

让孩子能完成，乐意完成。再说，孩子们由于没有

完成寒假作业，就离家出走，可见老师平时对孩子

有多严厉，让孩子这么害怕。老师不要一个劲儿

地要成绩，一定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同时

也要讲究管理学生们的方法，尽力让学生做到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家长督促到位了吗？家长与孩子有过“交心”

吗？有的家长临近开学，才过问孩子的作业完成

情况，若没完成强迫完成，若孩子实在完成不了，

不问青红皂白，就拳脚相加。像报道中的小刘，

“那天爸爸一气之下，说让我别写作业，我很害怕

作业没写完老师不给报名，上不了学。我爸还把

我的漫画书撕了，我更生气了，才出去的。”家长应

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叛逆期，不能再用简单

武断的教育方式，尤其对适应能力不是很强的孩

子，更应耐心倾听。若一味用指责甚至威胁的口

气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只会让孩子与家长更加疏

远，甚至产生对抗心理。不妨用体谅理解的态度，

先听孩子解释为何没有按期完成作业，再对症寻

找解决方式。

孩子完不成寒假作业谁之过？

据媒体报道，浙江省教育厅近日表示，从今年起

将全面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3 月底前全省普通

高校将设立创业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创业学院将以

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为目标，开

展创业教育与创业培训，推进创业实践与项目孵化，

培养和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业领军

人才和优秀创业团队。

据悉，浙江将选择若干所高校开展不同类型的

创业教育模式改革试点。要求到 2020年，建立健全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涌现出一批大学生创业群

体和大学生创业企业。

之前浙江省已出台《关于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浙江将推动高校科学定位、

特色发展，重点实施高校建设计划和“一流学科建设

工程”、优势特色专业建设计划，加快建设与浙江现

代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

按照《意见》，学生开展的创新实验、发表论

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都将折算为学分，学生

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将被认定为课程

学习。允许学生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

新创业。

浙江普通高校3月底前设创业学院

毕竟，创业实践经历，已经足够证明他的能力。

“它最大作用是开拓了我的眼界，认识了一群人。要

说创业知识，这个在课堂上可教不来。”

对市场的敏感度，对用户的理解，对团队的架构

设计……梁中良说，这些创业路上所需掌握的知识，

是没法从课堂中得到的。如果创业遇到问题，他们

更需要的是和创业前辈、投资人等圈内人士进行一

对一的深入交流，也需要靠着自己的经验甚至直觉

去提出解决方案。

课堂上教不来，这是记者采访了一些大学生之

后，最常听到的一句评价。王新凯心中就怀揣着创

业梦，但回忆起自己上了一个学期的就业创业指导

课，他坦言，“已经不记得上了什么内容了”。这门课

由王新凯学院的辅导员来上，他强调说，“就是那个

平时管我们生活琐事的辅导员”。

学生对创新创业课满意度不高，也被一些调查

验证过。2014 年，华南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讲师

陈璐等人对全国 21 所不同类型大学的创新创业课

程进行了问卷调查。调研发现，与创业相关课程均

呈现出 50%以上的不满意度；承担创业教育课程的

师资多以辅导员为主、专业教师为辅，师资队伍中，

创业导师和校友资源运用不足。

同样的，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

教授刘伟等人对 8 所高校进行调查后发现，创新创

业教育在高校中受重视程度不够，师资缺乏、课程体

系不健全、政策不到位等问题成为大学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的主要障碍。“尽管高校本身认识到创新创业

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实践性，问题是缺少成功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可供借鉴，实践性课程设计难度远高于

理论性课程。”

当地时间 2016年 2月 22日，日本犬山市，约两百
名即将在今年春天从犬山市初中毕业的初三学生在木
曾川河流中清洗自己的桌椅。据了解，这是该所学校
自1949年以来的传统。 视觉中国

河水中清洗桌椅

2016年 2月21日，武汉市，新学期报道第一天，沈
阳路小学四（七）班的 30名小学生在家长的参与陪同
下，一起来到新沟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了解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环保化处理的运行流程和特点，上了开学
首堂生动的环保课。 苗剑

首堂环保课迎新学期

高校再现特殊寒假作业：大学生边追剧边“查文解
字”。这个寒假，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的新闻传
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15级的同学们，都在完成“追
《芈月传》学习生僻字”的作业。布置这项作业的是该
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老师陶立军。她说：“看
了长达81集电视剧《芈月传》发现生僻字非常多，就想
着让学生们边追剧边查生僻字。”于是陶老师让学生们
在寒假的时候看《芈月传》，把不认识的生僻字都找出
来并且查找字意，并整理成一份PPT，作为寒假作业开
学交给她。 罗琪

边追剧边“查文解字”

2月19日，在合肥市琥珀小学，合肥市蜀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慧惠（左三）向小学生介绍如何
识别假冒劣质食品。

当日，合肥市中小学开学，部分学校通过开展“晒
年俗”、食品安全教育等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迎
接新学期的到来。

新华社

开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