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高教经纬
责任编辑：汪 恒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7
E-mail：gjjw3@qq.com 32018年10月15日 星期一

林强：把学生领进科研之门
□本报见习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陈 婧

见到浙江工业大学理学院教授林强已经是

下午4点多，这会儿他刚刚结束了主题为“如何

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的学院会议。采访结束

后，还没来得及吃晚餐，林强又要接着和组里

的研究生一起开会，讨论接下来的实验安排。

作为学院院长，林强十分重视对学生科

研能力的培养，这也体现在他主持的每一项

工作、教授的每一堂课中。

今年是林强从教的第30个年头。前不久，

他获得了30教龄之际最好的一份礼物——

入选2018年浙江省高校优秀教师。

因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勤奋的工作态

度，林强在业内颇有名气。近年来，他先后获

得“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151人才工程”

第一层次人员等荣誉。近5年来，林强主持

了5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一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在林强看来，努力科研除了可以创造新知

识，在某一领域造福社会，更是对教学的促

进。“教学和科研两者不可分割，是相互促进的

关系，要坚持教学和科研并举。一所高水平的

大学，科研很重要，要让研究成为一种风气。

老师在研究过程中更新了专业知识，学生也在

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成长。”林强告诉记者。

如何带好学生做科研？林强针对本科生、

研究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本科阶段是打好学习基础的关键时

期。”林强说。针对本科生的教学，林强更注

重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拓展他们的知识视

野。林强凭着丰富的科研经历，让每一节课

都干货满满，加之他幽默风趣的讲课方式，总

能把枯燥乏味的物理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让

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比如，物理光学的第一

堂课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了解“光是什么”。

林强从牛顿的“微粒说”讲到惠更斯的“波动

说”，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简单的几个故

事，让学生了解“光”的前世今生。

有趣的课堂引导着学生学习的兴趣，但

做科研光有兴趣可不行，关键还在于动手实

践。在平时，林强总喜欢讲述自己在做科研

实验中发生的小故事，取得的成果，激发学生

动手做科研的兴趣。同时，还鼓励学生积极

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把理论融合于实践。林

强提出，研究生就是做研究的学生，一个研究

生的培养不做研究怎么行。这些年来，林强

在理学院积极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营造研

究氛围，4年内理学院研究经费翻了一番，还

聘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维尔切克教授

为学校维尔切克量子中心首席科学家，同时

积极组织学院教师创建量子精密测量团队，

鼓励学生加入团队，参与研究。

博士研究生苏圣然是该团队的一名成员，

最近，他在原子磁力仪研究上有新想法，正在

跟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改进方案的可行性，具体

的操作流程。他说，从研究生到博士生，4年

来，在导师林强的指导下，自己从科研小白到

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从完全不懂科研到敢

于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具体实践。

做好科研实验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

而一项科研成果的诞生则需要更多的付出。

学生在枯燥的理论学习、大量的科研实验过

程中，往往会慢慢失去科研的耐心，变得焦躁

不安。在这时，林强总会鼓励学生道：“做科

研犹如造房子，基础很重要，有好的基础，才

能造出漂亮的房子，要静下心来做实验。”

在林强看来，学生在学习阶段最重要的是

掌握学习的方法，培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一

所研究型的大学，其本质在于学校有多少会自

主学习、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学生。学校要做的

就是创造让学生自主学习、进行研究性学习的

环境，让学生们能带着批判的眼光、探索的思

维去学习，自己将一直坚持做好一个引导者。

书记给新生
上思政“大”课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林晓莹）日前，浙江工

商大学5000多名新生齐聚该

校文体中心，聆听了由校党委

书记金一斌以“筑梦新时代，争

做奋斗者”为主题的第一堂思

政“大”课。

作为一所商科特色鲜明的

高校，金一斌从商业讲起，以此

带领新生们回望百年校史，寻

找初心使命，思考如何过好大

学生活。“什么是大商？大商必

是时代大侠、国家栋梁，必须要

有国家民族情怀，才能干出一

番与众不同的大事业。”他的话

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长达

半分钟的掌声。“金书记用真感

情讲大道理，带我们触摸时代

脉搏，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憧

憬”……短短45分钟的讲课犹

如一粒火种，点燃了新生们的

爱国热情和奋斗激情。

据悉，由校党委书记给全

体新生上一堂思政课，在浙商

大尚属首次。该校非常重视思

政教育，去年推出的通识课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就吸引了

800多名学生选报，课堂因此也

被搬到了可容纳900人的剧院

里。而为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

政会议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上大课、讲大势、传大道在

浙商大已经蔚然成风。

宁大师生原创
红色音乐剧

本报讯（通讯员 郑俊朋）
日前，宁波大学师生创作了一

部讲述革命者守护党章的音乐

剧《初心晨启·宣言》，并在校内

进行了首演。在创作过程中，

参与者被剧中人物所感动，共

计20名制作人、演员写了入党

申请书。

该音乐剧以革命烈士张人

亚用生命守护党章的故事为蓝

本，由宁大音乐学院教师团队

创作，校白鹭林音乐剧剧社的

学生们演出。整个音乐剧以

“学习”“致敬”“传承”3个关键

词为核心理念。“我们想向年轻

观众传递革命者身上追求理想

和信仰的坚定和勇毅。这也是

高校以戏剧形式对学生进行思

政教育的创新。”该剧制作人、

宁大音乐学院教授梁卿表示。

在排练的过程中，演职人

员被剧中人物的事迹和精神

一次又一次感动，最终梁卿和

19 名演员都写了入党申请

书。“大家真的是完全自发写

的。以前看电视，对于革命先

辈的一些事迹没有切身体会很

难融入，但是在音乐剧中，大家

走进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被他

们身上的革命热情深深打动

了。”参演学生徐鑫阳说。

浙农林大牵头建
两国家创新联盟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
近日，浙江农林大学牵头组建

的香榧产业国家创新联盟、铁

皮石斛产业国家创新联盟获批

成为第一批林业和草原国家创

新联盟。

两国家创新联盟的理事长

单位和秘书处均设在浙农林

大。其中，香榧产业国家创新

联盟包括安徽农业大学、浙江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诸暨市林

业科学研究所、浙江冠军香榧

股份有限公司等19家成员单

位；铁皮石斛产业国家创新联

盟包括福建农林大学、中国科

学院华南植物园、浙江森宇有

限公司等10家成员单位。

据介绍，林业和草原国家

创新联盟由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行业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以

具有法律约束的契约为保障，

融产、学、研、用为一体的产业

科技创新合作组织。

□朱小峰

据媒体报道，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清

华大学将为全校教师提供教学过程中课程

作业的“查重”服务。这也让清华成为全国

首个对学生课程作业进行“查重”的高校。

以往只听说过毕业论文“查重”，对学生

的课程作业也“查重”，扩大了一般意义上“查

重”的范围。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不是“过

于苛刻”？如果学生每门课程都要拿出更多

的精力努力做到原创，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

课业负担，好像也少了点“人情味”。在笔者

看来，从毕业论文“查重”延伸到课程作业“查

重”，非但不是小题大做、过于较真，而是高校

保障教学质量的应有之义。

课程作业抄袭是如今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之一。如果通过技术手段，防止学生在日常的

课程作业上偷懒，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从源头遏

制学生因为学业偷懒而发生的学术不端。正如

清华大学教务处教学质量办公室工作人员所介

绍，随着大作业、小论文等课程考核方式逐渐取

代单一的期末试卷考试，授课教师或助教无法

完全判定学生作业是否原创，因此采用作业“查

重”系统能有效预防和发现学术不端行为。作

业“查重”，展现了高校对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

态度和决心，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

清华大学启动的学生课程作业“查重”也

契合了当前对于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质

量提升的迫切要求。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

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其中就明确提出“全面

整顿教育教学秩序，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

理，加快振兴本科教育，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

体系，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课程作

业的管理是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作业的完成质量关系到课程教学

效果，关系到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而

且，学生在作业上的学术不端某种程度上是

一个两面反光镜，可以同时折射出学生的学

习态度和教师的教学态度，而良好的学习态

度和教学态度又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对

课程作业展现出来的严肃态度，反映出高校

肯抓细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务实精神。

对课程作业进行“查重”，一方面可以尽

可能地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如能够真正

把课堂所学的内容转化成作业内容，督促他

们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及时消化教师的授课

内容等方面上来。以清华采用的系统为例，

可以将上传作业和知网检测系统中已有数据

对比，也可以与往年的学生作业对比、校内互

检等。由此一来，逼着学生老老实实地去自

己完成作业。另一方面，此举也会倒逼教师

反思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课程教学质量。一个

教学水平低下的教师，既不能讲好一门课程，

恐怕也很难能布置出有质量的作业。某种程

度上，作业质量也是衡量一门课程教学质量

的重要依据。课程作业“查重”确实能够推动

教师全面梳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并根据教学

对象的实际水平，精心设计作业，用作业来

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自己的教学效果。

课程作业也“查重”，是“过于苛刻”吗？

□本报记者 汪 恒

“园区找到了打造网红摄影基地的新定

位，客流量迎来了高峰！”近日，温州鹿城区“米

房”文创园负责人专程来到温州肯恩大学，向

这里的大学生团队致谢。这支团队3个月前

由温肯学生组建。商业咨询需要帮助客户提

出解决方案。大学生能胜任吗？“米房”负责人

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说，学生团队对创意园现

有的导视系统、业态环境、园区设施等做了认

真分析，最终给出了全套解决方案。

组建团队，缘于温肯商务与公共管理学

院实施的特色课程——国际商务咨询。院长

曹江说，明年打算继续加大“挑战性”，把咨询

项目的对象定为海外企业。大胆为学生创造

学以致用的机会，并为其争取更大的展示舞

台，正是温肯这所“年轻”高校的特有风格。

2014年正式成立的温肯，作为我省与美

国新泽西州友好省州项目，以及教育部扩大

教育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的中外合作办学重

大项目之一，带着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创

业精神，身携中美高等教育融合的基因，在育

人模式探索上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为学生提供国际化视野的钥匙
9月底，纽约联合国大楼内，联合国大会

的一场高级别论坛上出现了温肯学生的身

影。大三国际会计专业学生王逸尘经过层层

选拔，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参与到这场

以科技、社会企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题

的讨论中。这并非王逸尘第一次参加国际会

议，早些时候，她还参加了在德国波恩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新一轮

气候谈判。公众场合上，王逸尘展现出来的

自信和流利的英语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王逸尘的故事在温肯并非个例。温肯成

立 4年以来，有上百名学生走上了国际舞

台。比如走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

大会的2018届毕业生楼敏慧、代表中国青年

参加APEC会议的2017届毕业生夏雪。还

有不少学生带着论文奔赴世界各地参加学术

会议。大四学生徐晟楠带着自己关于“环境会

计”的研究成果和同伴一起前往日本参加了学

术会议。“除了见到了专业领域的大咖，也锻

炼了演讲技巧和公众场合的表现。”她说。

她们的自信与底气从哪里来？在温肯，超

过90%的课程中课堂人数平均为25人。小班

化的环境为探究性学习提供了充足空间。课

堂强调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过

程性评价理念深入人心，课后作业、小测验、课

堂展示、小组项目等贯穿课程全过程，有的课

程考核期末测试成绩只占10%~20%。学生

对知识输入和输出的频率因此大大加快。

温肯采取全英文授课，对于每届新生来

说，语言能力是挡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关卡。

学校专门提前了新生报到时间，用来开展为期

10天的新生英语强化训练营项目，通过集中

授课和各种工作坊，鼓励大家开口说英语、提

高社交能力并了解美式教学风格。“英文能力

是学生利用学校各类国际化平台和资源的前

提条件。”项目负责人何晓璐表示。

另外，学校还设立了种子基金，对学生代

表学校参加国内外比赛和会议给予支持，鼓

励年轻学生勇敢去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

今年暑假，全校近10%的学生都参加了海外

志愿者活动和各类海外实践项目。

挖掘学术潜能做“扬长”教育
尽管毕业两年了，温肯2016届计算机专

业毕业生王永富对母校还是有种特殊的感

情。在美国西北大学读完硕士的他，近日专

程回母校看望昔日的教师。王永富说：“这里

的节奏很快，还有很多和老师一起做项目的

经历。所有这些给我在美国的硕士学习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

王永富所指的师生科研合作，是温肯的

一项学术特色机制。学校鼓励学生和教师拍

档开展学术研究，还专门设立项目，并给予经

费支持。教师孟宇在校内开设了一门必修生

物类课程。在课堂上，她乐于和学生分享自

己的科研项目，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机会。

在她所在的生物科学专业，学生从一年级开

始就可以申请参与教授的科研课题，通过参

与实际项目来打开科研思路。

2018 届毕业生许诺是最近的获益者

之一。刚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就读计算机专业

的他，入学两个月后就收到了美著名高校教

授的直博邀约。其中，本科期间发表的5篇

论文成绩成为打动对方的关键“筹码”。大三

时，许诺加入教师的研究团队，并找到了自己

最擅长的研究方向。

孟宇有着在国内和国外高校的求学经历，

在她看来，温肯的课程体系有明显的“T”字型

特色，既让学生广泛涉猎，同时也给他们机会在

某一细分领域深入。在温肯学生的毕业要求里，

通识课程的学分占到了总学分的25%~35%。

学校鼓励学生积极辅修，提升文理跨学科技

能。“有的学生还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学校能

提供些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们一把，去

发现更多的可能性。”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

说。2016届英语专业毕业生周晓高，因为在

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论感兴趣，就朝这个方向努力。毕业之后成功

申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

学校还组建了专门团队，为学生提供学

术支持服务，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状况，给予

提升自我管理能力、个人信心、学习动力等方

面的悉心建议和情感支持。

践行自主管理重视团队精神
课余时间，温肯学生见面最多的恐怕就是

被他们称为“书院导生”的学长了。在温肯，没

有传统意义上的班级和辅导员。但学校在学

生管理上找到了新的切入点——让学生管理

学生。书院导生制就是其中之一。书院导生

由校方选聘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按30∶1

的比例配置。这些书院导生，既要承担公寓文

化建设、学业促进的责任，还要成为新生的朋

辈导师，帮助他们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

大三学生张卓已经做了一年半的书院导

生。“成为书院导生是件光荣，也很严格的

事。每位书院导生经过考核后，还有1~2个

月的实习期。一年一聘，相当于半个学校的

职员。学校还会发放详细的操作指南，进行

规范上的指导。”张卓会经常和对接的学生们

沟通，了解大家的近况。碰到自己没有把握

的问题，还可以咨询身后的书院导生团队。

每周，书院导生会都会举行例会。“与传统意

义上的学生干部相比，书院导生的自主权更

大，非常锻炼人。”张卓说。

在温肯，书院导生、公寓文化建设专员、

校园生活导师等共同构成了学校书院制的管

理体系。而在其他领域，学校也鼓励学生通

过互助来解决日常困难，重点培养大家的公

共意识和团队意识。每年新生报到前，学生

们会组织起一支叫“mentor”的学长队伍，帮

助新生顺利完成报到流程、尽快融入新的环

境。没有固定班级，学生们也有一支类似助

教的“PREP”队伍，帮助新生顺利完成选课、

开展社交、组织周末集体活动等。

温肯：发掘学生的无限可能

近日，宁波市美发美容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共有来自行业和院校的3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为男
士修剪、女士修剪、新娘化妆等6个组别，现场由评委记录考察选手
的实操水准并打分。图为时尚晚宴造型比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王国海 摄）

匠心妙手大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