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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全国教育报联盟第十次年会暨联合采访活动在天津举行。《教育导报》《教育时报》
《江苏教育报》《甘肃教育报》《东方教育时报》《山东教育报》《浙江教育报》《教师报》《天津教育报》等
9家全国教育报联盟成员单位的媒体记者，先后深入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耀华中学、天津
外国语大学、天津市优念睦南幼儿园、天津科技大学等学校开展联合采访，实地感受天津教育高质量
发展成果。

教育新风推动百年津门
——全国教育报联盟联合采访天津行走笔

□本报记者 刘丹丹/文 黄 轶/摄

“有了它，洗衣机内桶拆解不仅快，而且准

确。”在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史清卫国家技能

大师工作室内，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王宝龙指着

一台设备向记者们介绍。该学院师生基于企业

实际研发“洗衣机内筒拆解装置”“轴套剥离装

置”，不仅解决了企业生产技术难题，还将项目

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

为破解技术难题，师生团队走进企业，了解

产品废品率，核算拆解成本，同

时和企业工程师沟通，做了大

量调研工作。“既要实现拆解，

又要控制成本，还要考虑零件

下一步回收问题，这需要全盘

考虑，以及机械结构设计、数控

编程加工、电气电路设计等多

个专业工种的配合。”王宝龙

说，一个小模具的背后凝结着

师生对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走进机械工程学院实训

室，仿佛置身于一座精细模具

的博物馆。在众多师生获奖作

品中，一个小小的塑料机器狗引起记者注意。

王宝龙介绍，这是一名大三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获得优胜奖作品的复制品。别看只是

一个巴掌大的作品，从图纸设计到加工模具再

到注塑脱模，需要历经8个小时的精细操作。

2017年，史清卫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领

衔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群建设，将数字化、智能

化和绿色精密现代制造技术应用在企业技术技

能项目开发与创新中。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始

终瞄准京津冀精密模具产业发展，先后攻克了

“柱塞式隔膜泵”等15项技术难题，申报并授权

专利9项。其中，发明专利“激光漫反射检测装

置及其在柱塞隔膜泵中的应用”填补了国内双

隔膜泵生产技术空白，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

益近千万元。

0.01毫米是什么概念？是标准，更是底气。

去年，一家从事超精密零件加工的企业向史清卫

工作室求助。史清卫与工作室成员一起，从对零

件外形设计、削切深度、加工技术等不断尝试，反

复实验，最后做出误差小于0.01毫米且表面光滑

如镜的零件，超过企业要求的标准。

据了解，这里连续12年承办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以赛促教氛围浓厚。此外，学院还有

与世界知名企业瑞士GF合作共建的高职院校第

一条精密模具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与德国卡尔

蔡司公司合作建设的精密检测实训室，开展蔡司

全球质量认证体系下的基础证书培训；华北地区

唯一超高精密的激光纹理加工中心……处处体

现行业精密，时时紧扣世界标准。

“您坐的那个位置可能于敏院士就曾经坐

过！”天津市耀华中学的礼堂内，学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侯立瑛笑着说。此言一出，记者们纷纷

落座，感受一把“院士座”。

这座古朴典雅的礼堂建成于1935年，共有

1285把座椅，历经近90年光阴，在2021年被确

定为天津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最难得

的是，这座礼堂至今仍然在使用，是耀华师生举

办各项活动的重要场地。

耀华中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27年的天津

公学，1934年更名为耀华学校，取“光耀中华”

之意。除了礼堂，这所历经百年积淀的中学

校园中，每一座建筑都散发着历史的光芒。

耀华中学的学生可以说是，每天行走在历史博

物馆中。

校史馆是耀华人的精神家园，赵天麟烈士

的铜像矗立门前。1934年，赵天麟出任第三任

校长，提出了沿用至今的校训——勤朴忠诚，其

所蕴含的价值追求成为耀华办

学史上始终贯穿的灵魂。

“了解耀华的历史、感悟耀

华的传统、学习耀华的精神，是

每一个耀华人必修的一课。”侯

立瑛说，在新时代，如何为耀华

中学悠久的历史和一以贯之的

校风赋予新的内涵，成为每一名

耀华师生肩负的使命。

古朴的建筑中不仅承载着

朴素的校风，更装满了走向未来

的力量：这里拥有含2万多册明

清古籍和民国文献的图书馆、人

工智能教室、创客教室……近年来，耀华中学

以“立德为先、多元发展、面向时代、光耀中华”

为办学理念，逐渐形成“光耀教育”的办学特

色。全校教师聚焦学科核心素养，积极探索跨

学科主题学习、大单元项目化学习、启发式和

体验式学习等方式，构建了以“生光基础类课

程”“增光探究类课程”“勖光创新类课程”为成

长阶梯的课程体系。

坐在椅子上，记者不禁遥想，近百年前坐在

这里的先贤对未来的期许是否正如今日这般。

在天津，五大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里浓

缩了近现代天津的风云变幻。五大道拥有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

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被称为“万

国建筑博览会”。

在充满历史感的建筑群落中，静静矗立着一

所高校——天津外国语大学，她在今年9月将迎

来60岁生日。校园中的百年钟楼，如今也肩负

起新的使命：在钟楼的底层和一楼侧房，新建了

一个800余平方米的中外制度比较思政课重点

实验室，收录展示了100多个中外案例故事，不

仅让思政课变生动，还通过信息技术赋能，增强

互动性和学生的参与感。

“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

国精神和中国担当！”实验室案例展示区留下了

前来参观的大中小学生的数百条留言。学校党

委书记周红蕾介绍，中外制度比较思政课重点实

验室是天津市“大思政课”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

建设项目，主要服务于学校思政课教学及全市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教学。

同时，天津外国语大学牵头成立了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与天津市、河北省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的20余所中小学相连接，

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联合教研、“同上一堂

思政课”等活动，并整合天津独有的历史资源，将

思政课堂搬到大沽口炮台遗址、安幸生烈士故

居、潮白河国家湿地等地，让思政教育真正入脑、

入心。

据了解，天津外国语大学拥有外国语言文学

类专业33个（外语语种3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5个，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6个。学校拥有全国唯一

的“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国家特殊

需要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一直以来都是这所高校的

责任与使命。

在实验室展示区陈列着众多英文版的党和

国家重要文献，以及非遗传承等与传统文化相关

的多语种翻译作品，这些都是由该校师生参与翻

译的。一直以来，学校结合外语专业特色优势，

通过培养高端翻译人才、夯实外译学术研究、扩

大对外合作交流等举措，打造系列精品课程，将

思政教育融入专业学习，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的实践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四月的风吹过五大道，空气中弥漫着

春天的气息，不知不觉间，脚步在一座小

洋楼前停驻。如果不是孩子们清脆的欢

笑声传出来，很难想象这是一所幼儿园。

走进天津市优念睦南幼儿园，迎接来

客的是一张幼儿们自制的“参访证”，上

面是幼儿画的幼儿园外观图，充满童

趣。“听说今天有客人来参观幼儿园，孩

子们昨天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通过讨

论，设计了参观证、参观路线图……”总

园长刘淑婷说。

幼儿园的一草一木都有幼儿的痕迹：

院子里的花木上挂着幼儿用图画形式

“写”的介绍词，二维码扫描进去是一个视

频，其中幼儿们声情并茂地讲述植物的故

事；走进教室，用铁丝做的班花、晕染的布

料，还有从大自然中收集来的树叶、树枝、

种子，以及各种形状的石头、木片，都成为

丰富的教学资源……

泥塑在天津是一项常见的民间传统

艺术，比如“泥人张”的招牌在大街小巷都

有，在优念睦南幼儿园也有自己的“泥塑

手艺人”。走到“今天我想玩”区域角，一

名大班的小女孩正在全神贯注地捏泥巴，

她面前是一排做好的花朵造型的泥塑作

品。她身旁的教师介绍，小女孩从小班开

始就展现出对泥巴的热爱，在做泥塑时她

总是能安安静静地坐许久。如今她的泥

塑作品已经不再是仅仅捏出造型，而是根

据不同主题，融合树叶、种子、花瓣等多种

材料设计而成的“艺术品”。

这正是该园践行“走近儿童心灵”儿

童观的生动体现。“幼儿园尊崇以幼儿为

中心，融合中西方文化特点，形成了以方

案教学为主要课程活动形式的三位一体

课程体系。”刘淑婷介绍。丰富的材料可

以帮助幼儿动手动脑，为此该园开设光影

探索、泥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课程活

动，并拓展教学资源，组织幼儿到社区、博

物馆、大自然中去探索和学习。

在这所幼儿园，环境也是“教师”，精

心设计的环境可以让教育自然发生。与

此同时，教师变为倾听者、观察者、记录

者、实践反思者，当幼儿遇到问题，教师会

提供支持，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记者发

现，刘淑婷还将自己的办公桌搬到了二楼

的公共空间，与幼儿们的活动场所融合在

一起。“幼儿园就像一个家，教师和幼儿是

一家人。”她笑着说。

天津科技大学科技园有100多家企业。与众不

同的是，这里85%以上的企业是由该校师生领办或创

办的。简言之，这里既是企业，又是教学实验室。

“这上面的每一项专利都已在企业中得到运用，其

中有一些是针对企业需求做的研究。”站在一面“专利

墙”前，王红星教授团队的成员介绍。对许多高校而

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头疼的问题，而天津科技

大学则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一套可

复制、可推广的“科大模式”。

作为新中国首批建立的4所轻工类高校之一，天

津科技大学有着“新中国轻工业人才的摇篮”等美

誉。学校党委副书记安玉健介绍，近年来，该校主动

服务国家战略和天津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在深化产

教融合、培养创新人才的道路上不断走深走实。

在天津科技大学，教师专利技术成功产业化的案

例数见不鲜：轻工学院教授程博闻与泰达控股共同建

设泰达新材料产业研究院，突破国产功能纤维制备关

键技术；王红星团队面向“双碳”国家战略需求，聚焦

新能源和催化材料的研发；陈宁团队通过菌种改良、

发酵过程控制等，开发生物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的分

离纯化技术……据了解，截至2023年，该校拥有有效

发明专利1100余件，签订技术合同650余项，合同交

易额2.4亿余元，并与200余家天津企事业单位签订

150余项合同，合同交易额4000余万元。

这背后是一张强有力的“政策网”在支撑。比如，

学校在天津市高校范围内完成首个职务科技成果转

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减半征收。2021年，学校制

定了《天津科技大学科技园管理办法》，对知识产权

赋权、绩效考核、职称评聘和仪器开放共享等有利于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进行优化。该校明确，将

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按照完成团队和学校以19∶1的

比例进行分配；教师可在科技园内兼职或者创办的

企业申报职称。

这一系列举措无疑大大激发了科研人员推动科

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同时，在全校形成了产教融

合、产教共育的良好氛围。“目前，学校正围绕十个行

动计划，高质量完成一百项建设任务，力争打造成服

务‘科教兴市、人才强市’的标杆，成为支撑引领京津

冀区域发展和轻工业进步的先锋。”安玉健说。

一墙“不再锁在抽屉里”的专利证书

一堂“中西合璧”的思政课

一把“穿越百年”的椅子

一件“毫厘必争”的模具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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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优念睦南幼儿园的孩子在探究种子

天津外国语大学有一面用多语种翻译
校名的红色砖墙

天津科技大学学生在酿制啤酒

天津市耀华中学校史馆中教师正在讲解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讲解精密模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