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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库马西！”“你好，中国！”
伴随着一声声愉快的问候，2023 年 3
月，潍坊职业学院与加纳库马西技术大
学合作运营的非洲首家“网络中文课
堂”正式启动。课堂采用“远程直播+辅
导”中文教学新模式，为来自库马西技
术大学5个院系的147名学生提供优质中
文教学服务，这是继“未来非洲”项目
后开启的又一个中非职教合作新篇章。
近几年，学院紧抓机遇，把“中文+职业
技能”作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优
质入口，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先后承接“未来非洲”项目、设立“网
络中文课堂”、承办“汉语桥”项目、建
设“中文工坊”、开发“中文+职业技

能”教学资源等。作为“未来非洲—中
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首批试点院校，3
年来，学院依托“双高计划”建设机电
一体化专业，在境外师资培训、人才联
合培养等工作中取得丰硕成果。2022
年与中航国际携手共克疫情，学院3名
教师赴加纳开展大中专院校升级改造
计划师资培训项目，手把手教授专业
知识和技能，在中加职教合作中展现
了“潍职智慧”和中国担当，获得一
致好评并被当地权威媒体报道。与库
马西技术大学紧密合作，规范有序推
动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联合培养。目
前库马西技术大学15名学生已到校进入
第二阶段专业课的学习，其间他们走出

校园参与“未来非洲青年营”“国际青年
大会”“2023国际青年交流大会”等系列
活动，在学好专业技能的同时亲身感受
了精彩中国、当今中国。学院“未来非
洲”项目工作成果连续3次被《中非职业
教育联合会简报》刊登，面向国际社会
以中英文双语发布。

笃志前行，虽远必达。潍坊职业学
院将紧抓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发展机遇，
精准发力、积极探索，以更加广阔的视
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着的精
神，走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之路，
在新征程中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奋力谱写

“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华章。
（蔺永刚 郎吉斯 鞠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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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高、害虫多，农作物幼苗期
遭受虫害特别严重怎么办？”刚果（金）
当地民众因为农药短缺，焦急地向学院
援非教师邢同胜求助。邢同胜在实地查
看后，立即传授了“水沲捕虫法”。刚果
（金） 副总理视察时，对邢同胜铺设的
“农田捕虫沲”非常认可，连声表示要在
全国大力推广。

近年来，学院持续推进国际化发展
战略，统筹政、校、行、企多方资

源，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融
合，国际化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学院
先后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所大
学、教育机构“联姻”，引进德国、韩
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职业
教育先进理念和教学方法，建设中德
潍萨学院，开展国际化师资培训和教
师国 （境） 外访学研修。学院发挥办
学优势，积极扩大教育与技术输出，
连续 10 余年开展技术援外工作。承接

商务部门“发展中国家大棚蔬菜栽培
技术培训班”等援外培训项目7期，在
刚果 （金）、乌干达、巴基斯坦建立 3
个技术培训中心，多批次选派教师赴
海外开展技术培训。承接加纳教育部
大中专院校升级改造项目师资培训，
累计培训 6000 余人次，制定输出课程
标准、培训标准、培训教材等教学资
源 15 项，为当地企业培养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赢得了广泛赞誉。

▶双驱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2023年，学院成功入选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新增成
员及观察员单位名单”，这得益于学院多年
来坚持强化标准互商、资源共建，持续推
进乌干达鲁班工坊暨贾思勰学院建设的工
作。自2018年起，学院与创造太阳乌干达
石油学院合作建立潍坊职业学院乌干达技

术培训中心，以实际行动助力非洲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同时，为服务国际产能合作
和满足更多海外企业培养“中文+技能”的
复合型专业人才需求，学院与教育部门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老挝万象矿业有限
公司共建“中文工坊”，面向不同国籍的员
工开展“中文+职业技能”海外培训，缓解

境外中资企业发展中的人力资本难题。学
院重视遵循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发展理
念，不断加强对老挝“中文工坊”建设的
调度，强力推进该项工作，截至2022年8
月，老挝“中文工坊”的首批汉语培训学
员顺利开班，目前“中文+职业技能”的培
训班持续开课中。

▶共商共建，共享职业教育优质资源

▶提质增效，做亮“留学潍职”国际教育品牌

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乌兹别克
斯坦的鲍勃正在精心挑选着各类生活用
品和仪器设备。他用流利的中文说：“我
现在利用课余时间做贸易工作，帮我们
国家的人买中国的东西，因为大家都觉
得中国的商品又好又便宜。”2018年，鲍
勃来到潍坊职业学院学习汉语。在教师
眼中，这个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生不
仅学习刻苦，还非常有礼貌。留学两年
后，鲍勃成功申请到中南大学全额奖学
金，继续学习深造。毕业后，鲍勃每年
都会带着鲜花回到潍职看望教师，感谢

教师给他的指导和帮助。自2011年开始
招收来华留学生以来，潍坊职业学院主
动适应国家开放发展要求，大力拓展留
学生教育项目，组建专业的留学生汉语
教师团队和留学生管理团队，不断完善
留学生招收与培养软硬件基础条件。近
年来，学院接收了来自俄罗斯、巴基斯
坦、韩国、加纳等30多个国家的1600余
名留学生来校学习交流。学院不断更新
理念、创新方法，开展灵活多样的课堂
教学活动，多次组织留学生赴潍坊市知
名企业进行实地参观与培训，提高他们

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学院将国情教
育融入日常教学，组织留学生参加志愿
服务等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增进他们对
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其社会责任
感。与此同时，留学生参加省级以上国
内外大赛获奖30余项，留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专业技能水平显著提升，以赛促
学育人成效显著。通过灵活多样的课堂
教学、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异彩纷呈
的社会实践，学院不断创新留学生培养
模式，探索出了留学生国际教育的有效
路径，“留学潍职”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中文+技能”，培养复合型国际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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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组织留学生参加风筝制作活动学院组织留学生参加风筝制作活动

学院援刚果学院援刚果 （（金金））
专家开展技术培训专家开展技术培训

学院留学生参加无人机项学院留学生参加无人机项
目技能大赛目技能大赛 学院留学生参加学院留学生参加20232023年山东省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年山东省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在2023潍坊国际风筝嘉年华活动现场，一些身着汉服的外国友人吸
引了人们的目光。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
的留学生，目前在潍坊职业学院学习。一所职业学院有着怎样的实力和
魅力能够吸引越来越多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到校学习？“潍坊职业学院是
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我非常开心能来到这儿。我喜欢潍坊和潍坊的风
筝。”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安娜说。

多年来，潍坊职业学院始终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和职业教育发展
需求，主动响应国家政策，紧扣“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
界水平”建设要求，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学院实施“平台孵化、双线
并行”工作机制，致力打造“四级联动”国际学生管理服务模式，不断
探索“中文+职业技能”国际化发展新模式。通过成立“中德潍萨学
院”，政、校、行、企共建老挝中文工坊、海外培训基地，开展“未来
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网络中文课
堂等项目，赋能企业“走出去”，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努力
打造国际化发展的“潍职样本”。

用一辈子做“党的马克思主义教师的马克思主义教师””
——记东南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道镛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道镛

通讯员 宋业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丹梁丹

把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教给学生

1972年初，刘道镛进入南京工学
院（现东南大学）。一开始，刘道镛被
安排在机械系上哲学课。除了上课，
还和同学们一起下厂劳动。

有一次，刘道镛和系里的老师与
同学在南京汽车制造厂发动机分厂劳
动一个学期。他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
给发动机电焊螺丝，虽然技术水平要
求并不太高，但那种劳动场景让他记
忆犹新，一想起来，他的手仿佛仍在
传送带上微微颤动。

“这种劳动要求每个人既各司其
职，又密切配合，容不得任何疏忽大
意。”刘道镛由此联想到，教师讲课也
犹如从事工程建设，必须精心设计、
精心施工。尽管已经多次讲马克思主
义哲学，但他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
认为，这门课的内容在不断更新，自
己所教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而自己
对课程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所以每
次讲课都得从头开始，认真对待。

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吸引力，
使同学们入脑、入心？

“关键是要把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教
给学生，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
学生作超越时空的对话。”回望自己几
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生涯，刘
道镛提出，一定要让马克思主义与学
生直接见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
面目，使同学们完整准确地了解马克
思主义。

课堂上，刘道镛激情飞扬朗诵马
列著作中的精华篇章，成为东南大学
思政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他大声背
诵《共产党宣言》：“代替了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他深情地朗读《在马克思
墓前的讲话》：“因为马克思首先是革
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
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
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马列原著博大精深，许多篇章文
采飞扬，具有穿透时代的吸引力。”刘
道镛的经验是，要提高学生学习马克
思主义的兴趣，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去
吸引他们，而读原著、悟原理是避免
人为割裂、断章取义理解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方法。

为此，他不仅在课上读，还在课
余向学生推荐马列原著，并专门抽时

间对学生进行阅读辅导。新华社还专
门刊发了他在课外辅导学生学习马列
原著的题名为“塑造灵魂的好园丁”
的照片。

一位学生在刘道镛的辅导下，从
头到尾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天，他特地
到办公室找到刘道镛，惭愧地说：“过
去，自己连一本马克思的书都没有看
过，却在那里评头论足，指责马克思
主义过时、无用，实在是盲目无知！”

“改变无知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多读
书、勤思考。”刘道镛说，一旦学生真正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就会被马克思主义
所征服，就会心服口服、心悦诚服。

教学是科学，也是艺术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随着教学经验的增加，刘道镛没有

“驾轻就熟”，反而觉得“困顿”。
1982年，他提笔写了一篇小文，题目
直抒胸臆，就叫做《哲学课教学必须
进行改革》。

改的意识有了，但如何改？
“我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一

是在教学内容上作了一些整合，二是
在教学方法上做了一些改进。”刘道镛
说。

除了把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教给学
生，“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他们
直接见面、对话”外，刘道镛认为，

“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吸引力的关键
是善于提出问题”。

在他看来，确立问题意识不仅是
学习研究的方法，也是学习研究的动
力所在，使学生动心、入脑，就要提
出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就要用问题来
打开学生的思路。“敏于发现问题，勇
于面对问题，善于提出问题，进而科
学分析和正确解决问题，正是马克思
主义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学习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刘道镛说。

毕业多年，刘道镛的学生还记
得，课堂上，刘老师不仅要把理论讲
清楚，还会运用理论分析、说明和解
决实际问题，“他的课堂不是干巴巴的
理论，而是充满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
典型事例，他总是能把学术话语、教
材话语转换为更生动的生活话语。”

“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
术，它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既要遵循教
育规律，又能以美的方式来呈现，就
一定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吸引
力。”刘道镛总结了十“以”口诀，作
为自己的思政课教学守则：以“马”
为基，信马言马；以“生”为本，立
德树人；以“实”为据，实事求是；
以“情”为怀，通情达理；以“学”
为先，教学相长；以“疑”为机，引
发思考；以“术”为器，授之以渔；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以“言”
为媒，深入浅出；以“行”为归，学
以致用。

1984年，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东南
大学设置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这是
东南大学继开设1977和1978两届马
列主义师资班之后的第一个宽口径的
文科类本科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
批马克思主义专门人才。

为了探索专业建设的新路子，刘
道镛提出，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
面加强教育与训练。

一次暑假，一位湖北省同学回家
乡进行调研，并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在
返校时送给老师和同学检阅校正。这

种深入实际、拜人民为师的精神在东
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师生中不
断传承，使他们懂得不仅要读有字之
书、还要读无字之书。

回过头来看，刘道镛从专业建设
的经验中，更深入地感悟到了毛泽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是靠总
结经验吃饭的”的深刻哲理，也领悟
了陶行知把老师杜威“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反转为“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的宽广意涵。

“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有系统扎实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还要能了
解和懂得中国的国情、民情，具有从
事社会调查和研究实际问题的能力。”
刘道镛说，教育要走向社会、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这一思路，成为他助
力许多学生成长为各自岗位上的中坚
力量乃至栋梁之材的“关键一招”。

教书育人是一生的事业

从教几十年，刘道镛讲授过近十
门课，包括马列原著选读、马克思主

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他还进
行科研、参与课改、编写教材、参与
命题制定。他参编的全国通用教材
《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主编的《马克思
主义论纲》曾获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

作为一个当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
教师的老教授，刘道镛认为，除了承担
规定的思政课教学研究之外，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师还应当拓展教育的社会功
能，“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曾利用业余时间，给南京市蔬
菜公司的职工讲课一个学期，分文不
取。临别时，公司送给他一个茶杯以
作留念。“能有更多的人来学习马克思
主义，这是对我最大的精神回报。”刘
道镛说。

1990年9月12日，东南大学正式
发文，决定成立文学院。9月15日，
时任校长韦钰任命刘道镛为文学院首
任院长。

文学院的成立，是东南大学适应
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朝向全面发
展要求而采取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的措施。作为文学院首任院长，刘
道镛十分重视人才、珍惜人才。

“引进人才固然不易，而留住人
才，尤其是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则
更为困难。因此，必须要有长远的眼
光、宽广的胸怀以及特别的诚意和耐
心。”在刘道镛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
东南大学引进了一大批著名教授，为
东南大学文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
了东南大学文科的基本架构。

退休后，刘道镛依然心系教育、
心系学校、心系东南大学文科的发
展。他曾先后担任学校研究生教学督
导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连续五届，
历时十年。在研究生教学第一线，师
生常常能看到他带着实际问题或专题
课题进行调研的身影。

他提出，东南大学文科发展要
“增强项，补弱项，设新项，尤其要助
力交叉学科的发展”。

“我想，高校培养高端拔尖人才，
全校各学科之间要全面配合、协同推
进。所有这些，最关键的是要打破思
想上的疏离、组织上的壁垒、行动上
的封闭，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
合型创新人才。”

……
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刘道

镛教授从事教书育人事业，至今已有
60余载。学习、研究、思考，他从没
停下过前进的脚步。

压题图片：2021 年，刘道镛参
加“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仪
式。资料图片。

2023年，在东南大学建校121周年纪念活动上，86岁的
刘道镛再次回到东南大学，和师生分享自己的故事、思考。

“我这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工作者，是很幸福的。”1936年出生的刘道镛，已近鲐背
之年。虽身患重病，经历了二次大手术，但他一谈起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来，就目光有神，中气十足，滔滔不绝。

谈及人生历程的三次选择，刘道镛印象深刻。1956年4
月4日，刘道镛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有了组织依
靠；1960年他由学习经济学转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此
有了精神依归；1963年起，他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工作，自此有了事业依托。这三次选择有三个关键词：“党”

“马克思主义”“教师”，三位一体合成一句话，就是“党的马
克思主义教师”。

刘道镛说：“这一身份标识，决定了我必须履职尽责，对
‘党’忠，忠贞不渝；对‘马’诚，诚信不移；对‘教’勤，
勤勉不怠。”这成了他一辈子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追求和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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