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深秋清华  谈职业教育 

                  我院教师谈参加清华职教师资培训班感悟 

11 月 4 日至 10 日，我院 45 名教师在副院长刘文君的带领下，赴清华大学

参加了“职业院校骨干教师、教育教学负责人综合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收获

颇多。以下是几位教师的培训感悟。 

清华园里的三场偶遇 

                        （高洁，外语系教师） 

走进清华，坐在清华的课堂里，是我们每个人自小的梦想。在清华培训学习

的五天里，我偶遇了三场幸福。 

    偶遇“好天气”：培训的那几日，秋韵笼罩下的清华沉稳而大气。洒满银杏

落叶的马路上，随处可见黄叶起舞。第三天，我们与今年北京的第一场雪不期而

遇，雪中的清华园美不胜收，处处渗透着浓浓的清华文化。 

偶遇“好心人”：有一天晚上下课后，我和同伴在清华校园里闲逛，被清华

大礼堂的古罗马式建筑吸引，又看到那儿灯火通明，忍不住好奇地去一探究竟。

原来，那里正在举办清华“明德之夜”大型慈善文艺晚会。当我们正因为没有票

而遗憾地在门口徘徊时，路过的两位热心的大叔从兜里掏出两张门票送给我们。

我们惊喜得连连道谢，大叔却说：“不用谢！都是缘分！”脱口而出的“缘分”，

真正诠释了清华的包容，清华人的友好与洒脱。 

偶遇“好老师”：这几天，我们听了 9位导师的 10场讲座。导师们个个知识

渊博、理论精深，田彩凤老师慷慨激昂，谈起清华历史如数家珍；张学政老师激

情飞扬、妙趣横生，70 岁高龄的他用十几本厚厚的手抄笔记震撼了我们,体现了

清华认真踏实的教风；张渝鸿老师温和细腻，润物细无声，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

为我们讲解教育教学的艺术；赵志群老师温润儒雅，刷新了我们对传统职业教育

教学的理解。老师们的讲解让我们的思想观念不断受到冲击，许多工作、学习、

生活中的困惑豁然而解。我明白了,清华人的诗不仅是关于风花雪月、荷塘月色，

更是深藏在校园里那些忙碌穿梭的人影中、在那些匆匆摇响的自行车铃中、在那

些深夜不熄的灯光中。我们怀着对清华的一份敬仰和尊重，爱上了这趟清华之行。 

                           感悟清华精神 

                      （宋功品  化纺系教师） 



   这次学院提供了去清华培训的机会，也让我圆了儿时想去北京看看的梦想。

我们被安排住在清华大学附近的快捷酒店，周围有好几所大学。詹天佑修的中国

第一条铁路穿街而过，街道上人很多，大多是学生模样，在这里随时都能让我想

起当年读书的时光。 

培训中，我一直坐在最前排，渴望能和教授们有更多的交流。第一课就是介

绍清华的历史，赔款建校、屈辱求生、事业救国、从我做起。田彩凤教授娓娓道

来，无一冗字，遍数优秀清华学子，动情之处，让我不禁落泪。接下来几天都是

如此，清华的教授们不停地给我们以震撼和冲击。教授们工作严谨、语言幽默、

人文素养丰富、功力深厚，让我们惊叹！教授们工作敬业，即使天降雨雪，无论

年纪多大，几乎每次上课都提前到场，一站半天，确实不容易！教授们满身正能

量，无论青年教授、老教授，上课时都传播正能量，从国家民族的高度出发，视

民族复兴为己任，积极向上，努力奋斗，让我们感同身受！ 

培训之余，游遍清华校园。爆满的图书馆和灯火通明的科技楼，学堂路行色

匆匆的学子，体现的都是“行胜于言”的校风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

精神。清华人也是普通人，唯有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与常人不同。我们出来学

习培训的目的，就是吸收能量、提高自己，把学习到的教学、教育技巧运用到自

己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去。“一进清华门，就算清华人”，今后我们将以清华的精

神激励自己，要求自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院建设工作中去。 

                       再访清华园  

                （吴正毅   宣传部教师） 

在毕业十年之后，重回清华园培训学习，对我来说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这

个我曾经学习和生活了七年的校园，虽然新添了许多建筑，但老师们认真严谨的

教学作风、学生们求知若渴的学习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过。短短几天的培训，

让我又重温了紧张充实的学习生活，也有了许多新的收获。 

我们江阴学院与清华大学有着奇妙的缘分，校训中同样都有“自强不息”这

四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学生，可以科研创新，在祖国高精尖的

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江阴学院学生，同样可以用扎

实的技能和灵活的头脑，成为总经理、小老板和优秀的班组长。所以，不管是名

牌大学生，还是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只要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都能够实现自己



的梦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这次在清华培训，又与之前在这里学习专业知识不同。这回我是以学生和教

师的双重身份听讲，带着自己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疑惑来听。于是，在教授们精

彩生动的讲解中，对职业教育又有了新的理解。培训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了课

堂教学设计、学生心理管理和教师的自我解压方法、幕课制作和翻转课堂的实施、

思维创新方法、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等各个方面。我觉得，这次培训最大的收获

便是让我们这些老师拓宽了视野和思路，对职业教育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

识。而培训中丰富的内容，其实更有待于我们在以后长远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中来

实践和消化，比如怎样制作一门优秀的微课，能否把培训中学到的课堂教学技巧

（如怎样设置合适的讨论议题）等熟练运用到教学中，怎样去更耐心细致地聆听

学生的需求、赢得学生的信任，如何突破陈旧思维、鼓励学生创新等。再访清华

园，秋色依旧，美景依旧，清华人忙碌的身影依旧，于是，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

力量，提醒着我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在这个飞速

发展的时代里，跟上职业教育前进的步伐。 

 

 

 

 

执着于影视制作事业的“90 后” 

                     记我院艺术系优秀毕业生王晗 

                                                              正毅  

阳光的笑脸，蓬勃的朝气，我眼前的王晗是个自信开朗的“90后”。同时，

他又比同龄人多了一点沉稳和执着的劲头。王晗是我院艺术系 12 届的优秀毕业

生，现在是江阴广电集团演艺中心的制作组负责人。工作四年多来，他先后获得

江阴广电集团“十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采编奖”、“党员示范岗”等荣誉，今

年 6月又被评为江阴市“我身边的好青年”。领导和同事称赞他是“90后的责任

担当”，“用 90后的肩膀，担起了领跑的重任”。 

 如今，王晗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制作大型活动纪录片、政府和企业宣传片、

广告片等，已经成功完成了不少出色的作品。但对他来说，第一次接触视频制作



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王晗

是 09影视 2班的学生，在

校时就表现出了对影视剪

辑制作强烈的兴趣，大二

时进入了艺术系原厂影像

工作室。师生工作室是艺

术系的专业建设特色，由

教师带领学生去完成一些

真实的课题项目，在不断

服务社会、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技术和服务能力

的学生。进入工作室后，王晗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华宏科技制作宣传片。他当

时拍摄了很多镜头，但在剪辑时毫无头绪，只会根据解说词填空式地配镜头，甚

至出现了衔接上的空白。这时，周箭老师向他传授了镜头组接的技巧，令他豁然

开朗。从此，他更加热爱影视制作了。2011 年 5 月，在学院首届原创短片展映

节上，王晗执导的短片《书·生》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故事片奖，还获得了

“全国大学生 ACG作品大赛”提名奖。王晗说，正是在校三年的知识积累和在工

作室进行多次实际项目操作的经验，为他进入江阴广电集团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 

王晗在 2011年 10 月进入江阴广电集团演艺中心制作部实习，一年多后成为

了正式员工。他是同事们眼中的“拼命三郎”，总是“宅”在机房里，在电脑上

研究影片和软件，为了制作一个影片，一连数天夜以继日地呆在机房也是常事。

就像今年 6月，为了制作新桥镇“最美基层共产党员”颁奖典礼的影片，王晗需

要在 11 天内完成片头制作以及 10位候选人的独立影片制作，时间紧、工作量大、

要求高。王晗二话不说立刻投入工作,带领制作团队理清了每一位候选人的工作

经历、生活环境和光荣事迹后，利用 7天时间完成了紧凑的拍摄。当时连天的暴

雨打乱了拍摄计划，为了顺利完成拍摄任务，王晗和同伴们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

间去补镜头，完成后期制作。就这样，机房成为了他们的“家”，累了就趴在桌

上眯一会，醒了就赶紧继续制作。最终，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看到客

户满意的笑容，王晗的心里乐开了花。他说，只要片子得到认可，再多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短短三年时间，王晗已经从一名新员工成长为制作组负责人，并且得到广电

集团上下一致认可。江阴电视台演艺中心的王长缨主任评价王晗说：“他各方面

的能力都很完善，从前期策划到后期剪辑制作，具有宏观的统筹能力，对具体事

务的执行也非常到位。”王晗确实一直在努力，为了让影片能够呈现出最好的视

觉效果，他总是不断尝试各种剪辑手法、包装效果，反复推敲。有的时候，为了

让背景音乐更贴合影片的主题，他会下载几百首备用音乐，一旦觉得有适合影片

主题的，就留下来。有人问他，这样辛苦工作值得吗？他都会回答说：“当然值

得，要对得起肩上扛的这份责任和担当！”对他来说，能为自己喜欢的事业而努

力奋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执着于影视事业、用刻苦和坚持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正是王晗最骄傲的“90 后宣言”。 

 

 

 

 

 

[青春故事] 

青春在路上 

                   13机电 1班    李沈一 

    时光荏苒，未曾想我已在学院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一路走来，回望曾走过

的足迹，或深或浅，最后都化作了成长的印记，刻在我的心上。 

从大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努力获得专业成绩的第一名。专

业课上，我从不看手机，眼里只有课本和黑板，从不落下一堂课，努力做到不留

疑惑。课上，我是最活跃的一个，积极和老师互动，才会立即知道自己的问题，

查漏补缺。课下，我随着自己的兴趣去看机械类书籍，认真画好每一幅图纸，利

用网络去查询不懂的问题，尽力去搞懂每一个细节的含义。在强调动手能力的实

训环节，我更是沉浸于动手操作的幸福中，认真地布好每一条线路的走线，捋直，

再捋直，就像是慢慢垒起自己小小的梦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期末考试后，

我的专业成绩平均分在 90 分以上，其中还有两门科目满分。机电一体化专业的



同学们送了我一个称号：“学霸”。 

虽然“学霸”的称号把我推上了专业第一的位置，但也拉远了我和同学们的

距离。为了提高成绩，我经常一个人努力学习，出入食堂，来回教室，形单影只。

这种孤独感让我心寒，竞选班长，失败；争当入党积极分子，又失败；参加系辩

论赛，还是失败……我迷茫，我彷徨，我如此努力地学习，却得不到同学和老师

的认可和支持，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这时，班主任李老师对我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我是块金子吗？”

我问自己，“我需要一束光来检验自己。”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会有那么一束微光，

幸好，我抓住了它。这束微光就是我热爱的机电工程系学生会。 

我加入了机电系学生会秘书部，在多次受挫后，我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

个组织中来，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尤其是我的部长，不仅成绩优异，而且社会

经历丰富，从此被我视作榜样。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发错了信息，老部长

在所有委员面前显得十分尴尬。我以为他会责备我，然而他没有一句抱怨，而是

对我说：“没事，多发几回就会了！”又认真地嘱咐我，我们在发信息前，要仔细

核对信息是否有时间、地点、事情等要素，千万不要再忘了在最后加上“收到请

回复，谢谢！”等用语。那时候，我明白了，把事情干好才是硬道理。后来，在

工作当中，我发现了秘书部存在着一些问题，并利用空余时间更新了部门所有的

表格程序，让部门表格特征化，与院学生会接轨。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二时，我顺利当上了部长。这一学期，我和三位部长一

有空闲，就会给新成员们传授我们的学习方法与感受。这一学期，我们三位部长

依旧是班级里的佼佼者，而更开心的是，干事们成绩也有所提高，其中好几个平

均分超过了 80 分。与人一起进步，远比自己一个人埋头苦读更快乐。现在的我

再也不会形单影只，我的班级是我的依靠，学生会是我的港湾，而我的部门更是

我的挚爱。 

青春在路上，此时我觉得无憾，因为进入江阴学院后，我没有轻易放弃任何

一次值得尝试的机会。我先后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学院一等奖学金、优秀学

生干部等荣誉称号。我不能企望用自己的双手去拥抱天空，唯能用双足踏遍远方！

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心怀感恩与希望，一如既往地努力前行，努力成为拥有核心

能力与职业素养的现代班组长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