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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围棋协会指导、南京
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主办、浦江围棋学院
承办的围棋教育与产业高层论坛在浦江
学院隆重开幕。论坛由浦江学院围棋学
院院长何云波教授主持，林萍华校长致
欢迎辞。

开幕式上，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
世界华人围棋联合会会长蔡绪锋先生作了
精彩致辞。他表示，围棋不只是竞技游
戏，更是极具教育价值的一门学科。在对
弈中可以愈加认识到围棋不能贪胜，赢棋
是别人输而不是自己赢，每个人的成功都与
社会的给予密不可分，一味“打败”他人无
法获得成功。因此，他认为学好围棋、普及

围棋是学会分享和世界和平的基础。
接下来是主题报告环节，分别由中

国围棋协会主席、浦江学院客座教授林
建超先生作 《围棋改革与中国围棋的未
来走向》 讲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
创新研究院嵇成中副院长作 《教育新理
念与围棋教育的变革》 报告，浦江围棋
学院院长何云波教授作 《中国围棋教育
的现状、问题与前景》 报告。林建超在
讲话中表示，推进中国围棋实行脱胎换
骨的改革要兼顾以下五个方面——一是
围棋事业管理模式走向协会化；二是围
棋事业管理形式套用法定社团结构；三
是围棋事业管理方式必须形成层级化管

理；四是围棋事业管理实行协会实体
化、运营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的工作方
针；五是把围棋事业的具体抓手放在扎
实搞好围棋组织建设上。林建超认为，
围棋的市场化运营要重视组织机构、段
及位和师资的培训，围棋的教育则要重
视培养竞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现在的数
据表明围棋人才不足市场需求的百分之
一，因此，浦江学院不仅要培养满足社
会需求的围棋管理人才，还要成为围棋
教育者之家，团结社会围棋力量，让围
棋之火在浦江学院薪火相传。

南 工 大 浦 江 学 院 围 棋 学 院 成 立 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设有中国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围棋管理专业，在正大集团
全资支持下秉承“工本位”教育理念，
以培养围棋产业管理与围棋教学所需要
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不着眼于培养竞
技棋手，而是培养懂围棋文化、会围棋
思维的专业管理人才。中国崛起，中华
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围棋是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瑰宝国粹，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
文化符号。浦江学院将围棋的传统智慧
与现代管理理念结合起来，多方探讨围
棋教育与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既巩固
青年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文
化自信，对学科教育和行业发展也有着
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刘致颖

棋传中华皆有道 弈动浦江润无声
南工大浦江学院围棋教育与产业高层论坛开幕

跃·青春

年初，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有关企
业支持的 2017 年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立项名单，常熟理工学院获批立项
项目 45 项，获批项目数位列全国第九名、
江苏省第一名。

立项项目涉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师资培训、实践条件建设、新工科建
设、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大学生实习实训、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等多个领域，为常熟理
工学院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搭建了更
多新的平台。

“应用型人才培养必须实现从‘重知
识传授’向‘重能力培养’转变，从‘资源输
入导向’向‘能力产出导向’转变。”常熟理
工学院党委书记朱士中说，“实现两个‘转
变’的关键所在，就是要以“工匠精神”融
入内涵式发展的“质量”之维。这句话，浓
缩了常熟理工学院多年来走应用型本科
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探索与实践。

转型定位，携手行业协同发展

3 月 31 日，在常熟理工学院举行的春
季大型校园招聘会上，包括中利集团、波
司登集团、海澜集团、红豆集团、沙钢集
团、隆力奇生物科技公司、大陆汽车公司、
观致汽车公司等在内的来自苏州、常熟及
周边地区的企业有 180 余家，占到了全部
参会企业的75%。

坐落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连续十多
年位列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四位的常
熟，常熟理工学院十分清楚自身作为地方
本科高校的区域化特点。经济社会发展
日益需要不同类型人才，以及高等教育分
类发展的现实趋势，也让常熟理工学院深

刻认识到“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
从 2004 年升本开始，学校主动对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最早提出、研究并探
索“向应用型转变”，实施校地互动发展战
略，将校企合作作为人才培养的路径选
择，逐渐确立起“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
的办学定位，并提出“注重学理、亲近业
界”的办学理念，走上了以质量提升为核
心的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之路。

“行业学院”是常熟理工学院探索实践
的一种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的新模式。与
一般校企间开展合作教育不同，“行业学院”
模式下，学校不再只是与某一家企业“一对
一”的合作关系，而是与特定的整个行业相
对应。学校目前建成的几家“行业学院”如
汽车工程学院、阿特斯光伏科技学院、国际
服务工程学院、康力电梯学院、纺织服装工
程学院等，就分别主动对接了长三角区域内
汽车、光伏科技、服务外包、电梯、纺织服装
等产业优势。

这种对接的效果是明显的。一方面，依
托这些“行业学院”，学校近年来相继开设了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电梯工程）专业、车辆工
程专业等新专业，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
的技术进步实现了高度统一。再一方面，学
校引入行业标准，结合本科人才培养规律做
进一步细化，进而构建起全新的课程体系，
强化了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行业学院”形成了学校、行业和社会
发展的“共同体”，扩展了学校的发展疆
域，有效促进了学校与行业的协同发展。
而在“行业学院”内部，专业设置及课程体
系所具有的“行业”特色，则保证了学校人
才产出与企业用人需求的“无缝”衔接。

内涵建设，提升协同育人实力

与地方行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常熟理

工学院深谙“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应用
型本科院校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应积极优化自身学科专业结构和培养方
式，提升教学水平，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
量。”常熟理工学院院长江作军如是说。

从2006年起，常熟理工学院分别以教
学基础建设、专业建设、学科建设为主题，连
续开展了3年教学质量年活动。在此期间，
学校借鉴ISO质量标准理念和全面质量管
理思想，以及国内外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
体系，并结合学校自身特点，以满足学生对
教育服务要求、政府和社会对人才质量要求
为目标，构建起了教学质量保证体系。

2009年，常熟理工学院又以接受教育
部本科教学评估为契机，继续深化学校内
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以应用本科办学和
应用人才培养为核心，推动学校教育观念
更新和教学改革步伐。同时，学校还全面
引入专业认证的理念、思路和做法，以满足
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规格与质量要求。
2010年9月，江苏省教育厅、苏州市人民政
府签署省市共建常熟理工学院协议。

2011年，学校还在全省新建本科高校
中率先建立教师发展中心，开展教师教学
生涯设计、教学能力校本培训，并通过专
题研修营、教师沙龙等活动提升教师专业
素养。所有这些举措，都基于一个朴素的
共识：要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当然
要有高素质的具有工程实践能力的教师。
2011年底，常熟市与常熟理工学院成立校
地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借助“省市共
建”“校地共建”，常熟理工学院创新合作
管理体系，完善合作体制机制，进一步提
升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影响力。

做中求学，培育实践应用人才

“我们决不在书本里造车。”2014年，常
熟理工学院14名大学生在组建CIT大学生

方程式车队时，喊出了这句响亮的口号。以
此为激励，大学生队员们把课堂上学到的操
作知识化为实践，对照方程式赛车标准，研
究发动机、刹车等，从一个螺丝做起，终于自
主研发制造成功了苏州地区第一辆方程式
赛车，并于当年在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
赛上取得了新车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CIT车队是典型的以“项目”驱动的人
才培养模式，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要求

“真题真做”，让学生在“做”中“学”，通过
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境，培养大学生知识应
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创
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从而提升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同样是在 2014 年，学校启动了三年
“教学内涵建设年”活动，明确“以学生为中
心、职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为基本思路
重构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并提出将专业
创新课程作为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鼓励基于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项
目开发创新课程，设立学生创新学分。

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做法，同基于企业项目“真题
真做”的情境式人才培养模式一样，都是
提供一种基于问题解决引领的教学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教师“教”和学生

“学”方法的改变，使学生专业兴趣提升、
专业技能强化、解决复杂实际问题能力提
高，最终成长为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为国家培养一流人才，是新时代我国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标准。常熟理
工学院的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之路，正是
紧紧握住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质量”
之维，在“注重学理，亲近业界”的办学理
念引领下，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建设，
向着“特色鲜明、质量著称”的应用型品牌
大学建设目标不断迈进。 刘志刚

以“工匠精神”融入内涵发展“质量”之维
—— 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月9日，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大学生传统文化
传播中心成立仪式，院领导为中心揭牌。

成立仪式后，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三八红旗手、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余美芳老师作了题为“家风
传承，爱心延续”专题讲座。

据悉，大学生传统文化中心，依托常州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和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深入研究传统文化教育，制定
了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
计划和实施方案”。中心成立后，将指导和组织学院相关活
动，做好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宣传、交流和推广，实现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增强师生传承传统
文化的自觉性。 郑海燕 李 颖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成立
大学生传统文化传播中心

近日，笔者在常州大学武进校区旁听了一节《形势与
政策》课，第一讲“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主讲的不是别人，正是该校党委书记程纯。

课堂上，程纯时不时会通过播放视频短片，加以简短评
论、师生互动环节等形式，让十九大精神变得生动形象。

当讲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时，他还穿插了常
州大学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主要矛盾，并让在座同学畅所欲
言。大家纷纷发言，有的建议学校要加强引进高级人才、知
名学者；有的建议学校要再建一个图书馆，增加藏书量⋯⋯
课堂时间有限，许多同学在课后找时机与书记交流。

机械装备专业大一生张竞丹说：“程书记的讲课很有
重点，不仅传达了十九大精神，而且针对我们机械、装备专
业学生，特别介绍了我国军事、科技方面的成就，以及专业
未来的前景，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他还提到《厉害了，我的
国》《红海行动》等热映影片，有机会我一定要看一看。”

另一头，常大校长陈群也走上白云校区的讲台，从一张
实验室自拍讲起，回顾自己的奋斗经历，并与学生聊就业、家
乡、大学生活，气氛活跃。“校长传达了十九大报告中的教改
精神以及跟学生切实有关的当代教育法规政策，我很感兴
趣。他讲课幽默生动，让同学们在一些问题上思维有所发
散，知识有所拓展。”国贸专业大一生于柏涛直言，很喜欢这
种形式，期待以后有更多的学者、专家来为他们上课。

其实，校领导的思政课能如此对学生胃口，也是事先
做足了功课。上周，学校组织《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包
括“一把手”在内的主讲教师共同参加备课研讨。同时，广
泛调查学生对党的十九大的认知情况，以及对课堂教学形
式、内容的建议和意见，给老师作备课参考。

据了解，今后的每学期，常大的“一把手”均会主讲《形
势与政策》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思政课的第
一讲，其他校领导、二级学院党政领导也均会主讲此两门
课程的相关内容。 包海霞

常州大学“一把手”走上讲台
为学生思政“把脉问诊”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将时代
要求与大学责任、学科特点相结
合，谋求新发展？在新技术时代，
传统中文学科如何面对数字化和
人工智能的挑战？当国际化成为
共识和潮流，中文如何在构筑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中有所
作为？3月31日，由全国重点大
学中文学科发展论坛主办、苏州
大学文学院承办的全国重点大学
中文发展论坛第十九次会议，在
苏州大学召开，本次会议议题是

“机遇与挑战：新时代中文学科的
发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台湾东吴大学、浙江大学和中
山大学等40余所名校的中文学
科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首先
致辞，他认为第十九次论坛于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在苏大召开意
义重大，并深入阐发了论坛议题的
内涵。论坛围绕“新时代与中文学
科发展”“国际化与中文学科发展”

“学科定位与发展”和“新技术与中
文学科发展”四个分论题展开。

与会专家对于“新时代”背
景下中文学科如何应对机遇与
挑战，立足学科本位，适应时代
发展，展开了各个层面的深入
对话。北京大学陈晓明深入分
析了中文学科面临的三个挑
战：大科技对人文学科的挑战、
学科交叉融合对传统中文方法
的挑战以及通识教育与创造性
人才对基础学科的挑战。复旦
大学陈引驰和北京师范大学过
常宝介绍了新时代高校国际化
进一步提升的新举措。首都师
范大学马自力谈了新时代世界文明对话与古代文学学科建
构的关系。清华大学李守奎认为中外高校应增加对话合作
机会，注重科研成果的国际化。浙江大学胡可先认为中国文
化输出的总体格局应从“技”的层面提高到“道”的层次，提高
国际交流的底蕴。武汉大学方长安指出中文学科国际化发展
中存在海外学生生源质量低等问题。南开大学沈立岩指出本
科生课程繁重，概论式课程与文本接触过少不利于人才的培
养。南京大学王彬彬认为中文学科应摒弃理工科的发展思
维，淡化学科意识。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指出要借助新技
术发展，搭建中文学科信息资源交流共享平台。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新时代的文化
建设提出新要求，中文学科如何将时代要求与大学责任、
学科特点相结合，适应新时代的文化要求，谋求新发展，
是目前面临的新任务。中文作为人文核心学科，担负着传
承文化，塑造灵魂，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我们要响应新
时代的召唤，致力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适应国际化潮流和新技术发展趋势，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孙宁华

文科大咖齐聚苏州大学

共话

﹃
新时代

﹄
中文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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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晚7点，南京大学民族乐团，将于南大仙林校区恩玲剧场奉献一台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音乐会。
弦音铮鏦，古筝悠扬，南大民乐团自成立以来曾20余次应邀赴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尤其是2009年至今，乐团作为“国家汉办”遴选的首批高校乐团之一，已持续多

年赴全球60余所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巡演70余场次，受到海内外各界赞誉。
张静波老师是南京大学民乐团的灵魂人物。她说，去年在澳大利亚演出时，惊讶地发现演奏完《红楼梦序曲》后，一些华侨观众感动流泪。“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演出给

别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同。”很多次这种奇妙的感觉激励着南大民乐团，将民族音乐带到世界各地，传播美好。 张艾情 章紫耀 文/摄

民乐团音乐总监张静波教授在指挥中

谈到训练中的趣事，同学脸上笑意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