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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 日-14 日，2025 年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国

赛精选化工总控项目江苏省选拔赛在学校举行。大赛

吸引了全省多所学校和企业的优秀选手齐聚，角逐晋级国赛的“入场券”，学校

化工学院教师李雪莲参加比赛，共分为工艺流程搭建、工艺流程优化、化工产品

生产过程运行、安全处置等 4个模块。比赛现场流程规范，选手们全神贯注、沉

着冷静，力求在争分夺秒中做到精益求精，充分展现了该领域技术技能人才的专

业素养和精神风貌。

5月 17 日至 18日，2025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

系列活动暨中国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在山东聊城开赛。比赛吸引了来自聊

城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的全国各地 33 支队伍、528 名龙舟运动员参赛，学校

励志龙舟队依托江苏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龙舟），继续刻苦训练，秉承拼

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在日常训练与比赛中不断提升竞技水平，与强手同台竞技，

最终斩获男子组 500米亚军、200米第五名。

5 月，由江苏省学校美育协会、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团联合会主办的“铭

记历史 珍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大学

生朗诵作品征文活动结果揭晓，学校 5 篇作品从全省 75 所高校的 310 篇参评征

文中脱颖而出，造价 2313潘欣锐作品《听，南京》、环境 2421 潘津津作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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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经纬》、电商 2421范晨曦作品《硝烟尽头繁花盛》、数媒 2431陆政宇作品《青

春--时代的回响与担当》荣获二等奖，化学工程 2411 朱梦洁作品《历史铸利剑，

和平谱新章》荣获三等奖，青年学子们以史为鉴、以文抒怀，以青春笔触诠释了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深刻内涵，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6 月 8 日至 9日，第十九届江苏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决赛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举行，学校化工学院贺新、陈绘如指导的学生团队

项目《3-卤代吲哚类抗肿瘤药物前驱体的工艺革新》，从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

出，荣获特等奖。项目团队创造性地开发了一套绿色、高效、低成本的合成新工

艺，巧妙运用连续流反应器等先进技术，通过路径重构，有效缩短反应步骤，能

够显著提升原子经济性和整体产率。

6月 22 日上午，学校 2025届学生毕业典礼在体育馆隆重举行。现场，

毕业生们打开工程云课堂，输入签到码 1007，寓意着他们在常州工程相聚的 1007

个日日夜夜。党委副书记、校长基国林发表了题为《立心立身立行 做强国建设

的实践者》的讲话；党委副书记潘玉琴宣读了 2025 届优秀毕业生表彰决定；党

委书记、学校校友总会会长李雄威为新聘任的校友联络员颁发聘书，希望他们成

为连接母校情怀与精神的使者。在毕业大课的尾声，毕业生们输入下课签到码

“1252”，这个数字是学校的招生代码，也蕴藏着深刻的寓意，时刻提醒同学们

“要爱我啊”，毕业典礼不仅是对 2025 届学生三年学习生活的总结与回顾，更是

对他们未来人生道路的美好期许与祝福。

※ ※ ※ ※

表 1 全校听课情况表

督导类别
校内教师听课数量

（1-8 周）

评课平均分

（取小数点后两位）

校级督导 177 87.09

听 课 数 据

分 析



二级学院（部）兼职督导 298 88.37

领导听课 98 90.30

合计 573 88.59

表 2 全校听课情况表

序号 开课单位

院级专、兼

职督导听

课数

院级专、兼

职督导平

均分

二级学院（部）

兼职督导听课

数

二级学院

（部）兼职督

导平均分

1 化工学院 23 88.30 50 87.76

2 智造学院 20 86.90 72 89.86

3 建工学院 24 85.96 43 87.86

4 检测学院 10 86.50 32 87.78

5 经管学院 21 84.62 2 86.50

6 设计学院 11 88.55 0 0

7 体育学院 30 87.07 25 89.20

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6 87.88 30 86.17

9 通识部 14 89.79 38 88.58

※ ※ ※ ※

通识部

丁一老师能够紧贴学情设计教学内容，针对体育专业学生，减少抽象古诗词

的讲授。如增加胡适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等贴近他们生活的内容，并引

导学生深入讨论、分享感悟。能合理规划教学内容，协调新旧知识比例。避免单

纯重复旧知或过度讲授全新知识，将浅显易懂的已知内容与重难点知识有机融合、

相互渗透，以提升教学吸引力。语言课堂节奏把控得当，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教学

督 导 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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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调整课堂节奏。课堂中期，学生容易产生疲劳，教师能够通过观看视频、

开展讨论、教学激励等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吸引学生注意力，把控教学节奏。

赋予学生参与课堂管理的责任感，构建师生心理联结，增强学生课堂配合度，营

造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校级兼职督导 薛继红 供稿）

智造学院

智造学院蒋熹老师的课堂教学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素养与创新意识，具体评价

如下：

一、教学衔接新颖有效

在课程导入环节，蒋老师打破传统复习模式，采用“学生汇报+实操”的创

新形式开展旧知回顾。这一设计既检验了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又通过汇报表达

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及动手实践等综

合能力，为新课学习搭建了良好的知识与能力衔接桥梁。

二、问题引导与思政融合巧妙

教学中，蒋老师以精心设计的问题为导向，组织学生展开深入探讨，逐步引

导学生认识到 Linux 系统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过程中，蒋老师紧密结合

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将课程思政元素自然融入专业知识教学，既深

化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又厚植了学生的家国情怀与科技报国信念，实现了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三、教学情境真实生动

在新知识讲授阶段，蒋老师充分挖掘教学资源，以学校提前招生成绩处理这

一真实场景为教学案例，将抽象的 Linux 系统知识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这种贴

近学生生活与学习实际的教学情境创设，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显著提

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效促进了教学目标的达成，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整体而言，这课堂教学设计科学合理、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教学效果显著，

充分体现了教师较高的教学水平与专业素养，是一堂值得借鉴的优质课。（校级

兼职督导 李如平 供稿）



检测学院

检测学院李颖超老师讲授的《食品理化检测技术 1》是该专业核心课程。授

课教师以理实一体化方式开展教学，通过课前提问引导，课中总结重难点，课后

练习巩固将课前、课中、课后三环节有机衔接。授课过程中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对

检测方案和结果的讨论，注重师生、生生互动，以形象的实验结果图、层层推进

的问题逐步锻炼学生自主思考问题、解决的问题的能力。授课过程中使用配套教

学资源，使得学习内容更加直观和便于理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校级兼

职督导 杨怡 供稿）

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青年教师张紫晗老师的乒乓球课堂中井然有序的教学秩序、清晰明

确的教学目标、教师扎实的专业素养，以及学生高涨的参与热情，都令人印象深

刻。本次教学活动充分展现了“健康第一、快乐体育”的课程理念，取得了显著

教学成效。我们通过课堂观察、师生深度访谈、教案细致检查等方式，对乒乓球

课程的教学组织、课堂管理、教学方法及学生反馈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评估，总结

下来，这节课呈现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一、规范教学，构建课堂体系

精准备课，目标导向。教师备课工作扎实充分，教案设计合理规范，教学目

标清晰具体，如“熟练掌握正手攻球技术”“有效提升反应速度”等，为课堂教

学指明了明确方向。

科学架构，循序渐进。课堂结构遵循运动技能形成规律，采用“热身准备→

技术讲解→分组练习→实战对抗→总结放松”的标准化流程，确保教学环节衔接

流畅，层层递进。

专业示范，多元教学。教师动作示范标准规范，灵活运用分解教学法、重复

训练法等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技术要领，夯实运动基础。

二、创新方法，激发课堂活力

分层教学，因材施教。依据学生技术水平进行分组教学，初级组专注基础动

作训练，高级组侧重战术技巧培养，实现个性化教学，提升教学针对性。

以赛促学，寓教于乐。通过小组对抗赛、擂台挑战赛等形式，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培养竞技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课后多样化的体能训练设计，也极大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

数字赋能，增效提质。教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视频回放分析动作细节，

或利用发球机开展多球训练，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和训练效果。

三、润物无声，融入课程思政

教师善于挖掘乒乓球运动蕴含的思政元素，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

体育精神自然融入教学过程。在比赛环节，着重强调“尊重对手、遵守规则”，

培养学生的体育道德风尚和公平竞争意识，实现体育育人的双重价值。

四、成效显著，收获积极反馈

本次课云课堂数据显示，90%的学生熟练掌握了课程要求的乒乓球基本技术。

学生评教结果优异，满意度高达 95 分（满分 100），普遍反映课堂氛围活跃、教

师指导耐心细致，教学效果得到师生广泛认可。

乒乓球课程课堂教学成果显著，充分彰显了教师队伍的专业实力和教学智慧。

未来，体育学院将继续贯彻“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持续深化乒乓球课程改革创新，致力于打造特色鲜明、品质卓越的大学体

育课程，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贡献力量。（校级兼职督导 王赛花 供稿）

督导巡课建议

1.部分老师过多关注自己的教学内容与进度，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理解接受

情况关注不够，对学习训练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点评和指导不够；

2.部分课堂学生缺课情况较为严重，课堂教学组织与纪律管理有待提升，教

学质量有待提高；

3.个别老师入校几年后教学基本功仍然较薄弱，讲课声音小，表达不够清晰；

对学生管理较宽软，绘图课学生不带纸笔，教师要求画图学生配合度也不够好；

4.实训课程如涉及场地中转、设备轮用等情况，建议要细化实训教学活动环

节设计，确保所有学生在授课时间内任务饱满，同时加强课堂组织与纪律管理，

注意在课程中视频的使用比重应恰当；

5.多媒体课件和板书的使用不可偏废，针对教学的重点、难点可适当辅助于

板书，也有利于最后的课堂总结和反思环节。



※ ※ ※ ※

一个办法，解决职业教育 80%的问题

“学校的设备总跟不上企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买了这多新实训设备，为什么企业还是说学生技能不行?”

“新双高的标准框架里不提竞赛了，学校实训怎么搞?”

这些都是好问题，就像出土的青铜器，穿越时空，告诉你，实训，是职业教

育的核心。

不能说全部，但大部分职业院校的大部分专业的大部分实训，都是在玩“过

家家”,出来的学生都是“巨婴”,一问，都学过，一上手，连个简单的活都不能

独立、完整地完成 。

今天，就聊一聊职业院校的实训到底应该怎么搞。

“机”怎么实训

你去看偏机加工的专业，像机制、数控、模具，实训车间里最常见的问题，

是展柜里放一堆单个的、看起来复杂的零件。

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问题，复杂的零件不是能体现学生的加工水平吗?

问题就在这。

机加工最重要的，不是零件的几何轮廓复不复杂，而是每个尺寸是不是加工

到图纸要求的公差范围之内。

就单个零件而言，你怎么知道，这个零件的每个尺寸都符合图纸要求呢?哪

怕，只有一个尺寸超差，不管这个零件多复杂，那也是个废品。你怎么知道，这

个零件将来在什么地方用，能跟其他零件配合实现最后的功能吗？

只要展柜里放一堆单个的零件，那都是欺负外行不懂的。扔一堆奇形怪状的

废品进去，看得津津有味，还夸人家水平高。

所以，至少，也应该放组件。即便体现不出来尺寸控制，也能从配合和功能

倒推出加工水平来。

职业教育

新观点



你可能会说，你的意思就是机加工实训都练组件呗?

思路对，但还不够，否则都拿组合件练练，那职业教育机的专业的问题都解

决了。

最有效的实训，是寻找和针对身边的问题，老师带着学生，一起亲自动手做

东西，解决这些问题。

车间里工具刀具多，容易乱、丢、坏。那就带着学生，找点料，比着工具在

物料上画个 线就行，拿床子手摇着干就行。学生既练了基础技能，还能看到解

决问题的结果。

你说职业院校的学生，喜欢玩。那就带着他们玩啊，带着他们做玩具。

做个桌面足球，行不行?从设计，到加工，到组装。最重要的，是在时限之

内，必须实现功能，能玩。



你看那双方队员，一队车的，一队铣的，都是学生自己设计的，不挺好么。

开始的时候，一次加工一个队员；后来学生聪明了，又另外做了个简单的定

位工装，一次装夹 5个加工。任何一个项目，只要你从 0开始做，没有简单的，

你一定前前后后遇到一堆的问题，少不了返工。学生收获的，远不止专业技能本

身。

拿这个桌面足球来说，我敢打赌，你甚至连从哪个尺寸开始设计，都未必能

说对。从球场的总长宽吗?

当然，不止一种做法。如果想从单挑，上升到团队对抗，来，再做个大的。

你可能会说，我们学校也做过啊，像斯特林发动机，坦克、飞机、大炮的。



对，没错。重要的是，你得让每一个学生都练到，而不是少数学生做几个，

然后到处展。

你可以试试，从蒸汽机，到到斯特林发动机，再到一个小的气动甚至内燃机，

不简单的。

你说不会设计，网上搜图纸，有的是。

“电”怎么实训

你再去看偏电的专业，像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里最常见的问

题，是漂亮的、现成的工作站、线，一堆一堆。

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些设备学生练什么，就这还怕跟不上企

业的需求呢。问题就在这。

在现成设备上，练的只是“片段”,形不成技能链。

和印度一样，无法摆脱解决外购装备的内部整合问题，区域空中优势苦难维

持。

有几个学校让学生从 0开始完整地装过配电柜?有多少比例的学生能独立安

装一个配电柜?有多少学生连剪线钳、剥线钳、压线钳 都没用过?

学自动控制最重要的，不在乎能实现多复杂、多困难的任务，而在能从 0

开始独立地完成一个完整的任务。

如果，用现成的装备，你能带着学生拆成一地零件，然后再装成站、组成线，

实现功能，也行。

否则，你就是在拿预制菜，训练厨师。你说，这种实训是不是“过家家”,

学生不是“巨婴”?

你可以在现成的设备上，练个别技能，比如接气、接电、编程，但你必须要

有完整做一个机电项目的经历，从机加工、装配，到接电、接气，到编程、调试、

排故。

比如，你可以做一个模拟搬运物料的机械手。

对机械手的控制，可以做成手动(分步)和全自动两种功能，和企业生产线上

的要求一样。



除了开关、气缸、阀、传感器、 PLC 等要买现成的之外，其他的搭架子、

装控制柜、开关盒，布线等等，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学生自己从 0开始，并始终

考虑机械手工作中安全的要求，最终实现功能。

这个项目，只是用了旋转气缸、同步带、开关盒；如果，换成伺服电机、触

摸屏，是不是又变成了另一个新项目?学生是不是又能学到新的技能?

做项目，不能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不能实现一个具体功能，不能玩的，不做。

看这个吹笛子。



用压缩空气吹笛子，通过控制气缸的伸缩，来控制曲调，你可以用触摸屏来

选曲子。

看这个打地鼠。

这个游戏都玩过，那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呗。

看这个自动浇水。



可以扫码下载手机 app，你出差的时候可以远程浇水，天天喊“把新技术、

新工艺、新规范融入日常教学”,你说咋落地?

还有，仿注塑机。



还有，抓娃娃机。XYZ 轴的运动控制，是个典型的功能控制，那就做个玩具

呗。

还有，学工科的，男生多。哪个男生小时候能抗拒挖掘机的诱惑?

那就做一个呗，网上买个控制手柄，才几块钱。



每个站，既承载了需要学习的典型技术技能，又代表了技术技能在实际中的

典型应用。

每做一个站，就是一次项目经历。做过项目和没做过项目的学生，可有天壤

之别。

你把这每一个站的图纸、物料清单，都归整好，一次性的项目，就变成了以

后学生的常规教学项目。

你给这每一个站，各开发成活页教材，哪本不是跨学科的?不是项目式的?

你把这些有互动体验感的站，招生时候都带上，哪个学生和家长不被吸引?

职教周的时候带上，哪家学校，能比你有特色?

你再把单个的站连成一条线呢?还有什么比用学生亲自动手做出来的站、线，

更能具象化地体现学生的能力和能胜任的工作岗位?

带着学生一起玩呗，遇到问题求助呗，怕啥。

你可以全班同时只做同一个项目，分组、分人承担不同的任务；你也可以全

班同时分组做不同的项目，组内承担不同的任务；你还可以把一个项目分到不同

的学期中去，和各学期开的课程结合起来。怎么玩，都随你。

玩着玩着，“五金”想要的真成果就都有了，更重要的是，学生练出来了，

企业抱怨少了，职业教育的自信硬了。

最后的话

谢灵运说，如果天下的文采有十斗的话，曹植一个人就占了八斗，然后他自

己占一斗半，剩下那半斗，天下人分去吧。

职业教育的问题，至少有 80%是实训质量差的并发症。

换句话说，校内实训搞好了，很多问题，会自动消失，本就不会出现。



只要学生在校期间，多做项目，只要教师、教法、教材，都围绕项目展开，

江湖，将重归平静。

（本文源自公众号：中育产教融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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