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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帆奋楫破浪行
——宁波工程学院40年改革发展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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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历来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引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全方位打造
课程设置、主题讲座和课外实践“学—悟—
行”一体贯通的链式机制，让学生通过学习
文化的艺术内涵、感悟文化的艺术魅力、践
行文化的艺术之美，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文
素养，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目标。

以多样化的课程设置培育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力

丰富多样的课堂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增进学生的理解与感悟，
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学校积极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
程。基于构建“大思政”格局的基本方向，
学校积极开设“大学语文”“楷书技法”“皮
影雕刻与工艺设计”等课程，并结合职业生
涯与发展规划等相关课程，推动学生在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融入对未来发
展的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此外，学校
还开展“潮汕民俗文化”校园公开课，探究
潮汕民俗文化的特色活动，感受潮汕民俗文
化的无限魅力，增强文化自信；聘请非遗传
承人邓春红为客座讲师，定期为学生传授非
遗剪纸技艺，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剪纸艺术的
魅力，增强非遗传承的活力与后劲。

依托教育基地平台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系列课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
州灰塑”代表性传承人邵成村来校开设“岭
南建筑灰塑技艺”课堂，带领学生充分认识
灰塑这一岭南独特的建筑技艺。依托国家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设计了“源于民间—研于课堂—
创于实践—兴于社会”的研创思路，规划了

“一体两翼三个抓手”的整体发展全景，以
“手工技艺+艺术审美+文化体验”激发学生实
践与创新能力，激活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学习力。

以丰富的主题讲座厚植领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力

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主题讲座，帮助学
生深入学习和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实质，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潜移
默化地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和人文素养。

结合本土特色感悟岭南文化之美。依托
“博雅讲坛”开展“广府文化的前世今生”讲
座，让师生领略广府文化的独特魅力。此
外，学校还邀请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
作“我的粤剧生涯”讲座，彰显了粤剧艺术
深厚的历史积淀，引导学生充分感受粤剧独
特的岭南艺术之美。同时，还开展“春华秋
实——民乐专场音乐会”，为师生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民乐盛宴，让师生感悟古典音乐之美。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传递时代之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被授予
“时代楷模”称号，学校邀请其中的三位校友举行“学习时代楷模、践行初心使
命”先进事迹报告会，把“时代楷模”的精神品质更直接地传递给师生，倡议
师生传承“时代楷模”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精神，让“时代楷模”们务实
求真、默默耕耘的情怀成为指引新时代高校师生奋力前行的宝贵精神力量，为
师生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以寓教于乐的课外活动激活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
动力

通过举办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活动中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真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内化为学生的行动指南，指导学生的
思想和行为，从而更加有效地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创新社团活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形式，筑牢行动之基。学校探索
社团活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新方式，组织举办“传统龙狮武术文化
节”汇演活动，由学校龙狮协会和武术协会为师生带来了龙狮武术盛宴，表演
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大胆创造的精神，同时也展现了
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促进师生进一步了解传统龙狮武术文化，感受传统龙狮武
术文化背后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坚持“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发扬中华龙狮
精神”的理念。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基地开设实践类课程“皮影雕刻与工艺设计”，展示了皮影雕刻刀法、刻工、上
色、上油、连缀等工艺，让学生亲手制作雕刻皮影、表演皮影戏，近距离体验
非遗的魅力。此外，学校还积极组织并参与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广东省
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美育课程进校园行动，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
传承与延续乡土艺术文脉，筑牢文化自信。

在高速发展的物质社会中，先进的精神文明显得尤为可贵。学校致力于打
造“学—悟—行”一体贯通的链式机制，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好深厚的文化底色，坚定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谢秀英）

温州商学院

电影文化融入高校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优秀的电影文化有助于帮助学生
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健康的人生观、
坚定的理想信念。随着媒介融合技术
的迅猛发展，电影文化借助融媒体对
当代青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
响。利用电影文化做好新时代大学生
的意识形态工作，发挥好对大学生的
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已成为高
校教育改革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肇始于1999年的温州商学院 （以
下简称“温商”） 坚持内涵发展、特
色发展、创新发展的理念，扎实开展
电影文化融入高校教育的探索与实
践，努力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坚定理想
信念、开阔视野思路、现代商业精神
的高素质应用人才。

思路清晰
明确电影文化融入高校教

育的逻辑理据

融媒体时代的电影文化表现出更
为复杂多元的特点，用好电影文化的
教育作用，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传
递坚定的家国情怀，是高校教育的应
有之义。温商立足时代，以创新发展
的眼光探索电影文化融入高校教育的

逻辑理据，有效夯实了电影文化这一
教育资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融合应用
的基础。

开展“当代主旋律电影视听语言
分析”周日党课，以电影艺术为切入
点，分析当代主旋律电影的特点，阐
释视听语言在影像中的意义，引导学
生重视艺术创作的人文关怀等。打造
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围绕地方影视
传播不定期举办讨论会，针对电影的
地方性、本土性、中国性、全球性及
相对性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引导教
师不断建立学术自信。举办“电影艺
术赏析”课的集体听评课活动，共同
讨论课程教学的得失，认为课堂教学
过程应更重视知识点的完整性，教学
设计上应注重结构的合理性。组织

“微电影专题”课程教学观摩活动。
课程内容饱满、脉络清晰，课程思政

元素贯穿始终。参与观摩的教师通过
深入的探讨与剖析，在教学方法、教
学思路与培养方案建设上实现了思想
的碰撞。

举措多元
开拓电影文化融入高校教

育的实践路径

信息化迅猛发展与全球化不断深
化的时代背景下，电影文化也表现出

“众声喧哗”的态势。高校必须利用优
秀电影文化实现对学生思想的引领，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取向与意识
形态。温商多措并举，创新开辟电影
文化融入高校教育的实践路径，极大
地增强了教育的感染力与吸引力，使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政教育。

以“我是党员我先行”系列活动
为抓手组织党员观看《建党伟业》等
系列红色电影，举办“红色党教·重
温旧时光”电影欣赏活动，放映《战
士》等影片，以观影的形式增强党员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展以“电影里
的党歌我来唱”为主题的“初心茶
社”活动，用红色电影桥段里的红歌
引领学生回顾红色年代、牢记红色历
史，做积极向上的新青年。组织“心
随影动，涤荡心灵”心理电影赏析系
列活动，带领学生通过观赏优秀心理
电影学习、感悟与释放，汲取爱与希
望的力量，更好地调节自己的内心，
获得自我成长。连续举办多届原创微
电影大赛，旨在为学生提供实现理想
的平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行动
力，丰富校园生活，助力学生进一步
强化专业技能、提升个人修养。

成果丰富
凸显电影文化融入高校教

育的价值与作用

融媒体技术开启了“微媒体”时
代，微电影凭借自身的传播特点与艺
术特质迅速风靡各大高校，融入学生
的学习生活。温商牢牢把握时代特
征，积极培育电影文化在校园文化中
生根发芽的土壤，坚持“从青年中
来，到青年中去”，提升学生讲好“中
国故事”“温州故事”“温商故事”的
能力，主动探索新时代新青年的心理
状态与社会发展的热点动态，创作众
多具有思想深度的电影作品，凸显了
电影文化在高校教育中的成果。

重磅推出《我的温暖“老班”》

电影，通过温情元素、新颖的剧情及
精湛的技术，超越类型片的框架，给
予观众沉浸式的惊喜体验，赢得了点
映场观众的普遍认可。学院网络与新
媒体XR_LAB团队运用数字人技术和
虚拟现实技术精心打造了元宇宙电影
《告别核桃》。发布由学生党员自编自
导自演的献礼微电影《我是一名大学
生党员》，讲述温商学子从群众到正
式党员的心路历程，充分展现了当代
大学生党员的风采，在澎湃新闻客户
端的观看量超过30万。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的微电影《风光正好》走红网
络，仅3天就获得了超过200万的点击
量，获得澎湃新闻、《浙江日报》“今
日头条”号、《温州晚报》、温州电视
台等媒体报道，以及中国大学生在
线、浙江高校新闻等微博转发。

（黄佳楠）

40年，既是时间上的长度，又是事业
上的广度。岁月的画卷里展现着宁波工程
学院创业、兴业、展业的图景。

荣名
因甬而生 因德而立

宁波市简称“甬”。1983年，乘
着改革发展的骀荡东风，建设浙江教
育副中心的方略在甬落地。彼时，国
家将宁波的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为华东
地区重要工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口岸、
浙江经济中心，地区急需发展与城市
定位匹配的高等教育结构。宁波工程
学院的前身宁波高等专科学校（以下
简称“宁高专”），在水网如织的甬
城大地应运而生，可谓应时应需，与
东方大港相映生辉，充分展现了知难
而进的宁波气质。不张扬是宁波人的
品性，也是宁高专人的性格。学校草
滩创业，从零开始，实现了“当年筹
备、当年建设、当年招生、当年开
学”的目标，开设了“地方急需特色
应用专业群”，闯出了“学生走读不
包分配”的办学新路。

青山有色花含笑，绿水无声鸟作
歌。建校初期，办学资源急需丰满，
师资力量亟待加强，得知德国将援建
中国四所高专后，学校抢抓机遇、积
极争取，与德国北威州亚琛高等专科
学校缔结为姊妹学校，“以外促内”，
成功起步。两校间的友好合作持续升
温，亦带动了两市之间的互动互访。
1986年，宁波与亚琛结为友好城市，
教育花圃种的开放共赢之花香飘四
海。

艰难困苦志弥坚，踔厉奋发果称
甜。在“团结、创新、讲实、求精”
的宁高专校训指引下，学校人人思
进、务实笃行，全国性大型业界会议
纷纷选址宁高专。1988年6月，在首
届教代会上，时任校长王兴廉宣布，
学校奠基任务已经完成，进入巩固、
充实、提高阶段。

荣获
敢试敢闯 全国示范

发展稳中进，改革破浪行。1992
年，中国高等教育吹响了“深化改革
开放”的集结号，学校扭住专业教学
改革与建设这个“牛鼻子”，坚持产
学研“三结合”，形成了“一主两
辅”“一精多能”的人才培养模式，
相关成果被主流媒体以《秘书会开汽
车》《宁波高专成为实用型人才摇
篮》为题报道。短短几年间，学校有
6个专业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示范试点
专业。其中，机械加工工艺为高等工
程专科产学结合教学改革试点专业，

房屋建筑工程、计算机应用与维护、
财务会计为高等工程专科示范专业，
秘书与市场营销为高职高专教育教学
改革试点专业。全国地方高等工程专
科学校协作会专题研讨会、德国援助
中国四所高专年会等会议在甬召开，
中外嘉宾聚首翠柏，共商教育宏图。

思想的碰撞激荡起干事创业的澎
湃春潮。1992年，学校入选全国首批
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名录。1997年，与
全国其他26所高校一起成为示范性普
通高等工程专科重点建设学校，学校
事业发展高位推进。

荣誉
坚持不懈 升格本科

1999年，宁波市进入全面建设现
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新阶段，科教兴
市“一号工程”应声落地。在时代脉
息中把握机遇，在千锤百炼中焕发新
生，宁工人闯“娄山关”、啃“硬骨
头”，自强不息，担难不怯。2001
年，学校与宁波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筹）合并。并校后的新宁高专共有
翠柏路、启运路和雅戈尔三个校区。
学校积极变更校区功能布局、调整机
构干部，全校师生齐心，为新宁高专
的事业发展立柱架梁、夯基垒台。念
念不忘，终有回响，经过700多个日
日夜夜的对标对表、奋楫争先，2004
年5月19日，学校正式更名为宁波工
程学院。升格本科不只是量的累积，
更是质的嬗变，学校发展由此步入新
天地。

荣耀
提升标准 追求卓越

文化具有铸魂、塑行、赋能的强
大力量。升本后，经全校海投，“知
行合一”成为宁工人的精神旗帜。文
化的无形之韵缓缓浸润人心，奋发图
强的热情尽数迸发，让本科教育的美
好蓝图步步化为有形之景。以人才培
养模式为核心、学科建设为龙头、专
业建设为基础，学校的本科教育逐渐
开枝散叶。学校理论实践并重、产学
研结合，联动专业核心课程优化和专
业核心能力锻造，“知行合一、双核
协同”培育现代工程师，这是宁工人
探索本科教育规律交出的答卷，也是
全体教职员工共同遵循的准则。

2007年至 2009年间，宁波工程
学院风华校区一期工程投用、二期开
建，以优异成绩通过学士学位授予权
评估。2010年，中国共产党宁波工程

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为学校事
业前行举旗定向。

为了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与时俱
进，学校守正创新，构建政策制度保
障、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改革课程体
系，以“合格+特色”为准绳，着力
强化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
程实践能力，把应用型人才培养不断
推向纵深。2010年，学校入选“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首批实施高
校，面向工业界、面向未来、面向世
界，站上了新的办学高地，成为中国
高等工程教育的“突击手”“排头
兵”。

荣辉
产教融合 高歌猛进

学校应用型、地方性、国际化的
办学底色经过岁月洗礼后更显鲜亮，
与德国亚琛应用科技大学（原亚琛高
等专科学校）等国外高校的友谊也愈
发醇厚。2012年，学校围绕杭州湾跨
海大桥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研究获得
国家科技部门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立项
资助，杭州湾跨海大桥强潮海域跨海
大桥建设关键技术获2011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学校领衔的杭
州湾跨海大桥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成套
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成为获奖项目的
6项关键技术创新之一。学校积极筹
谋，由宁波市投资3.3亿元，与同济
大学、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德国
埃斯林根应用科技大学等高校及杭州
湾新区共建杭州湾汽车学院，全省首
所培养本科及以上汽车通用人才的专
业学院由此诞生，办学模式实现创
新。三校区发展格局已然成形，学校
事业高位推进，高标准通过本科教学
工作合格评估。

建设国内一流应用型大学是一代
代宁工人的追求和夙愿，但变革发展
之路绝非坦途。2013年前后，学校的
应用型建设从“破冰区”迈入“深水
区”，饱含工科鲜明特质的学校精神

“讲实求精”因势而进，这是学校对
工匠精神的传承解读，也是宁工人精
神谱系中的核心音符。“三讲三求”
似海上明灯，指引敢闯敢干的宁工人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傲霜寒梅的
坚韧，执着追梦，蝶变新生。博士后
基地挂牌，沈昌祥、丁文江、周绪
红、张玉奎等院士工作站创建，海蓝
宝众创空间晋级国家队，一个个创新
的构想如花绽放、幽香扑面。

水积鱼聚，木茂鸟集。2015年，
中国共产党宁波工程学院第二次代表
大会召开。同年，学校成为浙江省应
用型建设试点示范高校。2016年，风

华校区全面投用，学生得以在阳明像
旁畅谈理想、鲁班锁前手不释卷、十
二桥上倚栏赏景。阳明文化照亮了中
轴线，工匠精神装点了鹭林河，两者
同频共振，擂响了学校事业发展的

“进军鼓”。同年，学校入选国家产
教融合发展工程建设高校，当选全
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首届理事长
单位，在逐梦路上创新实干、勇往
直前。

荣盛
云梯高架 举步望远

“双轮驱动”战略与人才强校战
略吹响了学校事业连战连捷的“冲锋
号”。靠前发力、就地服务，学校设
立地方研究院、工程中心、现代产业
学院，探索“科教产教双融合”人才
培养模式，把现代化建设的“主战
场”作为历练师生的“演兵场”，把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作为师生的科
研课题和课堂真题。2017年，学校中
标《中国制造2025》重点项目。2019
年，获市“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
经费额度居全市高校榜首。2020年，
获市顶尖人才项目1项。同年，中国
共产党宁波工程学院第三次代表大会
举行，提出“优化三结构、实现四提
升、落实八举措”，确立了“早日建
成国内一流应用型大学”的目标。
2021年，学校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和两个硕士点，成为国家教育强国建
设高校，杭州湾汽车学院入选全国首
批现代产业学院。2022年，学校在年
度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中
挺进百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
作研究中心国字号平台落户宁工，格
林纳达孔子课堂更名为孔子学院。朝
着国内一流应用型高校的建设目标，
学校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步履铿
锵。

艰难知勇毅，磨砺得玉成。40年
来，学校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以创新为破局之策，以实干为立
本之源，守一达变，在应用型大学建
设的道路上务实笃行。全体宁工人艰
苦创业、奠定基础，坚韧跋涉、创建
示范，奋勇攀登、升格本科，江海弄
潮、追求卓越，善作善成、产教融
合，砥砺奋进、升硕如愿，共同擘画
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壮
美图景。

往日不是一首写在风里的歌，而
是历史书卷中一行行清晰的墨迹，它
记录着宁工人栉风沐雨的不懈努力，
更昭示着宁波工程学院未来发展的波
澜壮阔。

（晓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