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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 恒

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不久前落幕。在238万报名

考生中，不少人选择报考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自2009年起，我国

开始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招生规模。此后，专业学位硕

士招生人数连年增长，如今已占据

硕士招生总数的半壁江山。

专业学位硕士发展历程相对

较短，却又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的重要途径。探索区别于学术

学位硕士的特色培养道路也成了

目前研究生培养改革中的重要课

题。据了解，我省高校近年来在工

科类专业硕士培养方式上不断改

革创新，逐步摸索出符合自身发展

的新模式。

从小范围试点走向跨学科培养
2010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

64所高校中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浙江工

业大学是全省唯一一所被列为试

点的高校，并在机械工程领域工程

硕士专业上率先展开改革。

“学术学位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

要有区分，前者围绕学术能力提升，

后者围绕的是职业的胜任力。”浙工

大研究生院副院长艾宁说。围绕着

重实践强应用、要有区分度的培养

目标，学校开始在这个试点专业上

大胆突破。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李

研彪说，在授课方式上，大家带着培

养高层次机械工程师的想法，以产

出为导向，大力推广案例式教学，并

扎实推动学生实践基地的建设。

即将毕业的研三学生阙刚对

自己在企业一年的实践经历深有

感触。其间，他在一家设有院士工

作站的企业里做完了两个课题，从

企业导师、生产一线的师傅那里学

到了很多实用知识。“企业的课题

项目，关注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更

让我有了当一名工程师的感觉。”

阙刚说。在之后的求职过程中，他

因简历上丰富的项目经历受到用

人单位青睐。

2014年，浙工大开始逐步依托

校内的多个协同创新中心，构建起

专业学位硕士协同培养的模式。

“相比其他的实践方式，协同创新

中心内部因各协同单位之间有着

开放共享机制，学生可以在协同单

位之间‘流动’，在实践期间接触到

同一生产链上的多个环节。”长三

角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钟为慧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协同

创新中心的课题中既有理论性强

的，也有偏重应用技术的。专业学

位硕士可以将应用技术和具体问题

无缝对接，提升研究成果转化力。

“传统的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还

是限于专业内部，对多学科交叉的

情形考虑得少。”艾宁说。浙工大

2017年上半年提出了以项目为纽

带，交叉融合的培养方式。“比如工

业机器人项目的研发，实际上需要

机械工程、控制工程、计算及技术

等多个专业的人才。学校可以围

绕项目组建试点班，增强特色课程

比重，让学生在多学科的项目环境

下进行锻炼。”艾宁透露，试点班最

早将在2018学年启动。

企业和政府都来参与
2015年，浙江理工大学在新

昌县建起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胡

旭东听到了新昌当地企业对人才

需求的呼声。新昌地处山区，企业

虽然发展状况不错，但苦于区位优

势不足，引才难、留才难。

当时，胡旭东恰好也在思考自

己所在的浙理工机械与自动控制

学院的工科专业硕士培养的瓶颈：

按照培养方案，专业学位硕士的课

题必须与工程相结合，上哪儿去找

大量鲜活的工程课题呢？此外，学

生实践、实验环境、研发经费等也

都有不满意之处。

“能不能发掘我们之间新的合

作机会？”胡旭东若有所悟。之后，

学校选派了第一拨学生，从新昌当

地的科技计划项目中选择了部分

适合作为专硕论文题目的，把项目

课题与学生的论文结合到了一

起。学生派驻企业，在技术一线真

刀实枪地做起了项目。因为学生

在企业，教师下企业的次数也跟着

多起来，基本上每周都要去企业

1~2次，既指导了学生，也为企业

遇到的技术难题提供了攻关支持。

胡旭东观察发现，那些去过企

业的学生回来后，自信心明显增强

了。“毕竟是在企业里锻炼过的。

某种程度上，学生在学校里被呵护

得过了头，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有导

师把关。企业里节奏更快，会有不

能按期完成的压力，当然成就感也

越大。”研三学生陆智伟在新昌本

发科技有限公司度过了难忘的半

年。“一开始担心做不好留下烂摊

子，会努力去适应。现在回过头

看，觉得这段经历很值。如今找到

的工作也和在新昌的项目方向有

关。如果要学新东西，的确需要沉

下心来在企业待一段时间。”

这种以研究生为纽带的合作

方式让大家尝到了甜头。2016年

10月，浙理工研究生院新昌联合

培养基地正式建立。浙理工针对

基地单列招生，争取5年后每年吸

引100名学生入驻基地。

“经过多次摸索，逐渐形成了

根据企业提出的技术课题需求清

单，高校导师为课题责任人、企业

导师配合指导、研究生团队为实施

主体、政府支持企业投入并提供运

行保障的合作形式。”浙理工研究

生院院长熊杰表示。这种“企业出

题、学校接题、政府助题”的政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也被业内称

为“新昌实践模式”，并开始在更大

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

把研究课题写在“大地”上
——我省高校创新工科专业硕士培养模式走笔

辅导员辅导员辅导员辅导员 笔笔笔笔
记记记记

□浙江工商大学 王奕鉴

清晰记得2011年元旦，当时大一的我和

几个同学被学校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叫

到家里吃饭。席间，老教授说：“今天是阳历新

年，回不去家的孩子们，我陪你们一起过个

年。”我大学就读于杭州，家乡在遥远的哈尔

滨。那张饭桌上，老教授的话让我想家的心平

静缓和、无比温暖。从那时起，我给自己定下

目标：一定要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后来，我如愿进入了浙江工商大学的学工

队伍，成为学校里比较年轻的 90 后辅导员。

很快，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学生——90后

辅导员遇上95后学生。

在与他们的相处和磨合中，我一直在思考

如何真正了解这些学生，根据95后的特点来

教育他们。

在我看来，95后成长在社会转型期，他们

心智方面普遍早熟，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

敢于尝试新事物，对生活中的非常规事件兴趣

盎然，崇尚创新精神、探索精神，具有渴求体验

的心理。他们也能够利用网络多渠道获取信

息和知识，知识面迅速扩大，视野不断开阔。

某种程度上，他们相对于上一代人，价值取向

更加多元。然而，这种多元也意味着他们对共

鸣和认同有着更多需求。

了解了这一代学生的群体特征后，辅导员

的工作就有了侧重点，即关注他们的精神世

界，加强对他们三观的引导。大学生正处在三

观逐步定型的重要阶段。进入大学后，这些学

生对社会有了更多接触，也开始学会独立思

考，培养起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大学是天

堂，是象牙塔，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到各种思潮

影响的场所。作为学工战线上的一员，积极引

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是我们工作中重要

的一部分。

年轻辅导员在工作中的最大优势是，更容易拉近与学生

之间的距离，从而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平日里，很多学生

会给我起俏皮的外号，也有人亲切地称呼我为“王大哥”。这

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让我既能以一个教师的身份指正学生的

错误，又能以朋友的身份引导学生发展。

我可以以一个沉迷手机游戏又“改邪归正”的玩家身

份，教育学生如何不被手机“绑架”；军训结束，欢送教官时

组织每人拍一张军装照片，写一本贴满了赠言的感恩纪念

册；一有热点问题，就组织学生利用晚自习开班会探讨，碰

撞思想的火花；把秋游名单要过来，看看是否有经济困难

生缺席，帮他们垫付旅费……

工作要求我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起初我掌

握不了要领，甚至“碰一鼻子灰”，后来渐渐能跟学生打成一

片，我认为真正帮到我的

还是7年前的饭桌上老教

授给我树立的榜样：跟学

生在一起，找到学生所

需，把工作做到他们的心

坎里。

□本报通讯员 王国海
周 晔

祝永志是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教授、高级工程师。他作

为浙江省“智力援疆”项目成员，

2012年 3月第一次与新疆结缘，

此后这片土地上的教育发展就成

了他的心之所系。

祝永志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

院的办公室里，他的位置就设在靠

近门口的地方，一来是为了方便别

人找他，二来是为了进进出出不打

扰同事。“祝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是这间办公室里最常听到的话。

协调讲座、申报课题……件件都与

祝永志有关。“大家都不怕麻烦

他，他就是阿职院的自家人。”阿

克苏职业技术学院纺织工程系主

任艾克拜尔·努尔说。

祝永志用两年的时间从零开

始，完成了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新

型纺织机电技术、现代纺织技术两

个专业的建设。

光鲜成绩的背后，也夹杂着辛

酸的回忆。2012年10月30日，新

型纺织机电技术专业验收；同年

10 月 26 日，祝永志父亲病危。

2013年11月30日，现代纺织技术

专业验收；同年11月 25日，祝永

志母亲病危。“两个专业我都是汇

报人，时间、人员是早就定了的，

没办法，我不能走，因此都没见上

父母最后一面。”

但他的坚守，换来了阿克苏职

业技术学院两个专业在自治区验

收中的名列前茅，为2016年3月纺

织工程系的成立打好了专业基础。

阿克苏地区与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

重要通道，也是中国重要的棉花生

产区，年产棉花约占全国棉花总产

量的九分之一。随着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的推进，阿克苏地区以打造纺织工

业城为核心，逐渐成为辐射南疆吸

纳就业的重要阵地。

对于摆在纺织产业前面的机

遇，祝永志组织现代纺织技术专业

与阿克苏纺织工业园区管委会对

园区内50余家企业进行调研，起

草了“园区—学校—企业”合作框

架，推动了纺织工程系“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办学模式的建立。

“祝老师有22年的企业工作

经验，他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

人，我们就照这方向去培养。”阿

克苏职业技术学院纺织工程系党

总支书记杨志强说。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

生中74%来自南疆四地州，这些

地方是国家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

且多为少数民族，就近上学的愿望

非常强烈。同时，毕业生93%留

在南疆，人才聚集效应明显。如何

通过教育在新疆培养一批留得住

的高技能人才和产业工人，这是祝

永志一直在做而未完的事业。

针对学校90后学生理论基础

薄弱、操作能力强的特点，祝永志

在2013年筹建完成了实验实训中

心，为满足更多学生实训操作的需

要，他自费购买了40台织物分析

仪和2台密度仪。

前不久，祝永志又再次进疆。

这次除了完成阿克苏职业技术学

院自治区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申

报，他还要和学院纺织工程系的教

师们一起破解300支长绒棉纺纱

的技术难题。

“300支的长绒棉纺纱比头发

丝还细，采用这种纱制作的服装，

不仅有棉产品透气、吸汗的优势，

而且手感如丝绸，质地牢固，是奢

侈品和大牌的首选。”祝永志说，

这项技术的应用将有利于推动阿

克苏地区纺织工业借助产地优势

走上高端之路。

当
九○
后
辅
导
员
遇
到
九
五
后
学
生

来了，就要为南疆做点实事
——记浙纺服职院援疆教师祝永志

日前，台州学院学生会推出了倾听青年呼声、回应青年诉求、维护青年权益、服务青年成长的“青听
1139号”系列活动。“青”代表青年；“听”既指学生聆听教诲，也指学校领导倾听学生呼声；“1139号”则
是学校椒江校区的门牌号。首期活动以“书记请我喝咖啡”为题，校党委书记崔凤军与20多位学生代表
围坐一起，结合自身求学、工作、游历、成长经历，与大家拉家常、话成长。

（本报通讯员 高 阳 吴俊纬 摄）

““书记请我喝咖啡书记请我喝咖啡””

宁大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

本报讯（通讯员 游玉增）近日，宁波大学举行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剑平入职聘任仪式，并为宁大植物病毒学研究所揭牌。陈剑平

是首位回乡工作的甬籍院士，将出任该所所长。

陈剑平及其团队一直从事植物病毒基础理论和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陈剑平表示，到宁大后打算着重做好

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创办宁大植物病毒学研究所，继续开展植物

病毒基础和应用研究；二是开展宏观农业发展战略研究，联合宁大

相关学院学科、相关高校科研院所、政府、企业等，培养专门人才，服

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宁大植物病毒学研究所由该校按照“重点投入、优化配置、自主管

理、目标考核”原则建成，致力于打造一支世界一流的学术团队，同时

将联合校内生物学学科相关力量，建设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温医大：“走出教室”上思政课

本报讯（通讯员 卞成德 林文诗）思政课除了待在教室里听

教师讲授，还有没有其他的上法？最近，温州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

学院联合该校社科部发起了一项思政教育实践课的改革。改革将

原本的思政课程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其中，实践部分细分为8

个具体模块。学生需要以班级为单位任选4个实践模块，通过相关

考核后，才可取得实践部分对应的2个学分。

根据设计，8个具体模块包括访谈名医名家、就医体验、参加“血

液银行”志愿服务、参加“生命相髓”志愿服务、参加暑期社会实践、

品读医学人文经典、讨论医疗案例、参加医院志愿服务等。

据介绍，改革后的思政课更加多元化，贴近生活和社会。如在

访谈名医名家模块中，学生可获悉医生的执医经验和执医心得，不

仅解决了对专业现状和发展的困惑，还能看到身边的好医生如何行

医，如何服务病人；在就医体验模块，学生除了为病人提供从挂号、

候诊、检查、取药等流程的服务，还要参加1次病房服务，协助做好

术前护理、术后复健、心理陪护等工作，学习如何收管病人、转运病

人、清洁病房等。而在品读医学人文经典模块，根据不同年级推荐

经典书籍和影视作品，如针对刚入学的学生推荐阅读史铁生的《病

隙碎笔》、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非专业的文学作

品，完成阅读和赏析后以讨论会的形式彼此分享阅读或观看感受，

形成共鸣。

经过几次实践活动，学生们表示，思政课好像“活”起来了，能更

好地发挥自己的兴趣，更好地认识医者的责任，更易于培养医学生

医者仁心的情怀。

浙江金融职院组建
学生宣讲团解读十九大

本报讯（通讯员 俞 婷 牛 涛）
近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课堂里来了

一支特别的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宣

讲团成员为该校的10名学生。这些学

生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式与同龄人

共话新时代青年学子的中国梦，并为党

的十九大精神带来了生动的讲解。

这10名学生均来自浙江金融职

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骨干学习班。学习班于2017年11

月下旬成立，班级成员由学生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和学生干部中的理论学习

骨干组成。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担任指导教师，组织班级成员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系

统全面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为了更好地发挥班级成员的引领

示范作用，校方精心挑选了10名优秀

学员，每人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

某一项内容进行重点准备，要求做到

学通、弄懂和讲透。为提高授课质量，

指导教师还组织宣讲团成员开展集体

备课和试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