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四大工程，开创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新局面 

徐华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增强办学实力

的关键所在。为了加快教师培养步伐，营造有利教师成长良好环境，促进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学院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四大工程为核心，以培养高学历、高职称、

高技能人才为重点，构筑人才高地，为学院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一是实施博士培养工程。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取得证书后学院全额承

担学习费用，并给予部分交通和住宿补贴。在职攻读博士期间，若取得一定的教科

研成果，学院将适当给予一些教学课金补贴。同等条件下学院优先选派博士、在读

博士参加国内外研修、访学或培训，优先推荐申报各类人才培养项目。 

    二是实施教授培养工程。从系部公开遴选部分副教授作为教授培养对象重点培

养，三方共同制定培养计划，进行跟踪培养。培养对象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申报教

科研项目、评选荣誉，学院将为其早日达到教授职称申报条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

助。 

    三是推进双师素质工程。实行教师定期顶岗轮训，每个专业每学期选派 1 名专

任教师脱产下企业进行专业实践，管理与考核按《教师专业实践管理暂行办法》执

行。在脱产实践期间，教师除享受基础性绩效工资外，学院根据情况将适当补贴奖

励性绩效工资中教学课金。鼓励教师参加专业技能和职业资格考证，积极获取第二

证书，学院承担培训与考证费用。 

    四是推进工作室建设工程。大力支持专业教师创建工作室，发挥专业特长，不

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指导学生实践的水平，给予工作室领办人一定的待遇，尤



其加大对“中华技能大赛”获得者、“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省技能大

师工作室”领办人、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表彰的高技能人才的奖励和资助力度。 

在各工程实施之前，学院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打破“传统、平衡”的观念，

实行政策倾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下一轮师资队伍规划与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十三五”期间，学院将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力争达到博士 15人、教授 25

人，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达到 80%以上，建成院级教师工作室 30 个、市级以上

技能大师工作室 5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院将强化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营造尊重人才、爱才惜才的氛围，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为优秀人才搭建施

展才华的舞台，形成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评估后，你找到着力点了吗？ 

         机电系周宏雷主任访谈录 

 

    一、在这次评估中，机电系被抽到一个专业剖析、一门说课、三门课程的听课

以及一个校企合作企业。作为系主任，您在评估中最深的体会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答：首先，专家对我们的“双师”队伍建设、教科研成果、实训基地建设、人

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声誉等几方面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对我们老师能够为地方

企业开展技术服务、进行课题开发并获得那么多的发明专利表示了赞许，对我们能

够根植企业，将企业真实项目素材融于课程教学之中、将职业道德教育融于专业教

学当中予以了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行“根植企业，双向培养，二元一体，

四双并行” 现代班组长型人才培养举措的决心。 

其次，在专业设立方向以及专业群构建方面，专家指出要进一步对周边企业和

学校相关专业进行深层次调研，在此基础上设立贴近地方经济特色的专业方向，并

做到与其他高职院校的错位发展；在专业群建设方面，我们充分认识到专业优化、

整合的迫切性，将借助于现有条件整合资源，发挥核心专业之长，综合现有师资、

考生意愿、企业需求等一系列因素做好专业规划。 

第三，我们将会把校企合作的成果认真总结并加以推广。在走访合作企业的过

程中，专家认为我系在 2002 年与江苏富仁集团合作紧密，当时学院与其签约成立“富



仁工学院”是具有前瞻性的，对其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应该成为学院的特色和

亮点。 

 二、作为专业带头人，您觉得数控技术专业建设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今后建设

的方向在哪里？ 

   答：可能有两点吧，一是对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方面。数控技术专业准确把握了现

代班组长型人才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核心能力的具体内涵。专家在“数控技术”

专业剖析时，对我们描述中提到的“办事公道、以身作则”大为赞赏，说这点能够

体现“现代班组长”的“领导”风范。 二是我们归纳的专业特色：现代班组长型人

才培养举措——“根植企业，双向培养，二元一体，四双并行”。早在三年前，我

们就推行这一专业建设举措，并要求老师利用课内课外等各种时机，指导学生设计、

制作自己的作品。专家听课那天看到了我们展出的学生作品，欣喜地询问“这是你

们学生自己做的？”专家看到了我们人才培养实实在在的成果。今后，我们将继续

加强校企合作，深化实施“双纲导教，双轨施教，双师执教，双证毕业”，以“师

资队伍建设和课程改革”为抓手，带动整个专业建设。 

     三、培养现代班组长型人才，您觉得今后该如何在我们的课程教学和专业建设

领域加以凸显？ 

    答：评估中，专家反复问到现代班组长型人才”中“现代”的含义、“班组长”

的具体内涵，这是我们今后工作中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在人才培养中，一定要通

过“根植企业”，随时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岗位的人才需求，制订好导教的“双纲”，

适时调整培养方案。针对企业中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机器人焊接等应用多的特

点，我们会修订“数控技术”专业教学计划，共同编写特色教材，融合素质教育和

专业教学。要构建科学、实用的课程体系，以针对岗位能力培养的课程群的组合来

支撑人才培养；通过多种形式，如教师工作室、社团等将教学虚拟项目开发与工程

实践项目研发相结合，并由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和学生组成项目小组，共同进

行项目开发、管理和运行，通过“双轨施教”，全方位实施人才培养。在课程教学

中，继续大力推行“双师执教”，基于工作过程导向转变授课形式，形成教师即教

练、教材即训练手册、课堂即工作现场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独立去完成与典型工作

任务较为一致的学习任务。同时，从结果考试转向过程考评，考场转为工作现场（模

拟），在教学做的一体化过程中让学生掌握知识，习得技能，养成品德。 

 

 

 



项目引入  创新实践  以赛促学 

 

   井新宇 

如何实现我院“现代班组长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我系

通过近几年的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实践，逐步形成了人才培养模式，即项目引入、

创新实践、以赛促学，基于工作过程，着力培养现代班组长的职业综合能力。这既

符合高职教育的特点，又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如何实现项目引入？我们的教学团队通过校企合作的途径，根据职业岗位能力

培养目标，科学合理地把项目转化到学生的学习领域。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设备的

维护、维修及改造，校企合作开展技能人才培训和开展科研项目。如我系教师常年

为纺织企业维修大圆机，把维修所需的职业素质、技术和经验整理编写成教材，作

为《电器维修》课程的教学载体；多年来，我系持续为兴澄特钢、长电科技和阳光

集团等企业培训高级工、技师等高技能人才，结合企业共性需求和职业标准，改革

《维修电工》课程，使培养方案和过程更贴近企业的需要；智能型污水排放系统是

我系教师与企业合作的科研项目，此项目授权发明专利，被省教育厅立项为科研成

果转化项目。我们把项目开发过程和工程实施规范整理编写成教材，作为《单片机

应用系统》课程的教学载体。 

把企业项目转化为学习领域的教学案例，就要创新实践教学的方法，以学生为主

教师为导，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如我们的导师制和工作室制，如同师

傅带徒弟，部分学生成为教师的徒弟，同时成为另一些学生的师傅，继而带动整个

班级同学的学习。如模拟电子技术、单片机、EDA 技术、电子仪器与测量、PLC 应用

技术等课程，我们建立了很多学习小组，让学习小组的同学先学起来，然后在课堂

上帮助更多的同学学习，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同时针对专业特点，我系教

师开发制作了 180 余套实

训开发板发给学生，师生

共建“口袋”实验室，仿

真实验室学生可以自带电

脑，增强学习的便利性，

训练学生“学、做、讲、

写、管”的能力，采取过

程化的考核与评价，培养

学生清晰的思维、流畅的



表达和精湛的写作能力。2011 年，“基于工作导向创新实践的电类专业课程体系构

建研究与实践”被立项为省重点教改课题，2013 年顺利结项。 

专业竞赛对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起到引领作用。我们依托电子竞赛开发创新型

项目课程，从学生兴趣入手，分层培养，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专

业竞赛一般分为技能型与设计型两种。技能型竞赛项目较好地适应企业对操作与工

艺的要求，设计型竞赛项目大部分面向技术发展及技术前沿。电子信息协会是我系

的专业社团，协会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实现人品、技能和管理的三位一体，按照三级

会员制分层培养。我们对一级会员以培养兴趣为主，夯实其认知基础，培养创新意

识。通过课程竞赛选拔，一级会员可成为二级会员。二级会员，要强化他们的团队

合作和系统创新能力，他们要指导一级会员，经选拔参加技能和设计竞赛，由指导

教师推荐可成为三级会员。三级会员，要着力培养他们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创新品格。

他们要进入教师工作室开展实际项目开发并指导一、二级会员。2013 年，电子信息

协会被评为无锡市先进学生集体；2013-2014 年，教师指导协会成员参加省级以上的

竞赛，取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江苏赛区二等奖 1 项、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一等奖 1项、江苏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 2项。 

 

 

 

 

 

【他山之石】 

西方人性化管理之我见 

蒋莉 

  2011 年 8月至 2012 年 9月，我有幸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研。虽然毕业至今已有

二年半之久，但我对伯大的感情并没有因时间的逝去而淡化。每当我和其他归国的

留学生谈起母校，心中总是充满着美好的回忆和深深的感恩。 

  为什么伯大对我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为什么至今我们仍对伯大怀有如此深

厚的感情呢？这主要归功于伯大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 

  记得 2011 年 8月 5日上午，经过 20小时的长途旅行，我拖着疲惫的脚步跟着接

机的同学来到宿舍。洁白的墙壁、雅致的窗帘，精制的桌椅一下映入我的眼帘。走

近桌子，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纸盒，里面装有新鲜的面包，桶装的方便面，袋

装的洗发水、沐浴露以及温馨的小饼干和爆米花，洗手间里还备好了卷纸。看到学



校为新生精心准备的这些生活用品，我的疲乏、忐忑一下子烟消云散，眼下的一切

让我感到我回到了一个温馨的家，而不是来到异国他乡。在学校的整个住宿期间，

学校将学生的安全始终放在首位。学生凭卡进入宿舍，每个房间都安装防火装置，

并且工作人员每周前来检查防火系统是否有故障。无论我们在宿舍碰到什么问题，

只要打宿管科电话，专业人员立刻前来维修解决。有一次，隔壁宿舍有位室友的薏

米出虫，厨房天花板上爬满了白色绦虫。当我们联系宿管科后，十分钟后灭虫公司

人员就来进行专业杀虫，此后，宿管人员连续几天来宿舍进行跟踪，直至完全放心。 

  伯大的教学也是实施人性化管理。每学期上几门课程、选什么课程都由学生本人

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每个学生安排两位导师，分别负责学生的教学和论文。我们

在学习上遇到任何困难，可以及时联系导师寻求帮助。第一学期给我们上《审计学》

课程的教授是个希腊人，由于她的英语带有很重的希腊口音，上课时我们基本听不

懂她所讲的内容。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及时与教师沟通。这位教师爽快地接受了我

们的建议：每次课前把要讲的重点、难点知识以讲义的形式发给我们，以便我们加

强预习和复习。很快我们适应了她的口音，并对她所讲的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双休日，学校安排向导、车子带领我们自愿参观剑桥、牛津等大学和名胜古迹，

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英国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 

    伯大人性化管理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我们的教育教学管理能够多采用人性化

管理，少一些硬性、强制性的管理；如果我们的教师能够时时处处把学生的利益放

在首位，热情关爱学生，潜心教学，不断创新；如果我们的管理人员能够竭尽所能

为学生的安全、学业和前途着想，全方位地提供优质服务，形成一种互尊、互动、

互爱的校园氛围，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一定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学业，完善自己，也一定能成为素质高、能力强、受

社会欢迎的优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