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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之 代表访谈

“不能按照一个尺
度来衡量学生”

记者：十八大报告中提
到，要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雪：要达到人才的高
质量高水平，需要有过硬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注重加强
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解决好理论与实践脱
节的问题。我们学校提出拔
尖人才培养计划，对各方面
素质好的学生，由教授和专
业负责人直接带，还在校外
建了实际训练基地。

记者：学生的创新空间
是否还需提升？

张雪：是的，但这有个
社会整体观念和系统培养
的过程。创新意识不是大
学才开始培养的，而是学
前、小学、中学、大学贯穿始
终。在这过程中，不能按照
一个尺度和标准来衡量学
生，学习成绩不是惟一标
准。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
考核评价体系需要多元化，
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有成
长成才的空间。

记者：十八大报告中还
提到要加强师德建设。

张雪：学生要可堪大用，
人格塑造非常重要。除了专
业知识，还要有担当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这就要求教师
要切实担当起教书育人的
责任和使命，不仅传授学生
科学文化知识，而且用自身
的人格力量去影响学生。

在学术探讨上，教师可
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必须坚
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
有纪律。特别是在课堂教学
以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回
应上，必须要严格约束，加强
对学生的正确引导。

处理好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记者：现在高校的反腐
倡廉建设受到公众广泛关注。

张雪：现在高校与社会
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央提
出，要加强对高校招生、科研
经费等领域的专项治理。

当前高校科研经费数
额越来越大，管理亟待加
强。我们针对科研经费使
用中容易出现的漏洞和薄
弱环节，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加强管理。如每个学院的
科研专项经费如何使用，学

科带头人必须在教代会上
向全院老师作报告。只要
公开了，必然就会透明，就
不容易出现问题。

记者：按照教育部规
定，大学章程需在年底前出
台，首师大的进展如何？

张雪：正在着手制订完
善学校章程，主要包括党委
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等
几个方面，着重处理好学术
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学校坚持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坚持重大问题
和重要决策提交党委常委
会集体讨论决定，建立健全
规范高效的校、院系两级决
策机制，建立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分工合作、团结协
调的工作机制。

学校注重发挥学术委
员会、教代会在学校民主决
策中的重要作用。如学术
委员会明确要求校级领导
不担任委员职务，学校职能
部门及院系正职领导原则上
也不担任委员职务，还建立
了主动征询学术委员会意
见的制度，更好地发挥教授
治学、民主管理的作用。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高校科研经费
管理亟待加强”

代表张雪表示“只要公开，就不容易出问题”；
教育考核评价体系需要多元化

十八大代表张雪表示，教育的考核评价体系需要多元化。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现代职业教育
是重点发展方向”

代表刘林表示，职业教育专业目录需要更新；
学生实践不能成廉价劳动力

昨 日 ，十
八大代表、首
都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张雪，
就学生创新能
力、科研经费
管理等话题接
受 了 记 者 采
访。其表示，
中央提出要加
强 对 高 校 招
生、科研经费
等 领 域 的 专
项 治 理 ，“ 当
前高校科研经
费数额越来越
大，管理亟待
加强。”

昨日，十
八大代表，北
京 城 市 学 院
院长、党委书
记刘林接受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当前我国
更注重学校学
历教育，职业
培 训 是 个 短
板，政府投入
不足。党代会
专门提出来，
将健全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
把“一腿长一
腿短”的情况
扭转过来。

十八大代表刘林表示，现代职业教育是今后重点发展方向。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专业设置要结合
现代产业发展变化

记者：十八大报告提
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你如何看？

刘林：对职业教育加入
“现代”两个字，这是一个新
提法。现代职业教育是以后
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当前我国更注重学校学
历教育，职业培训是个短
板，至少政府关注不够，投
入不足。党代会专门提出
来，将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把“一腿长一腿短”的情
况扭转过来。

记者：当前的职业教育
存在哪些短板？

刘林：我觉得需要更新
职业教育发展观念。有一
种现象你注意到没有？用
工荒。这其中有个原因，
就是传统的职业教育跟不
上就业观念的发展，跟不
上劳动者对就业环境、就
业待遇、就业前景的要求，
所以职业教育跟老百姓的
需求脱节。

过去我们的职业教育，
更多的是强调盯着用人单位
的需求，，需要什么就培养

什么，但忽略了另外一个市
场，就是生源市场，现在很少
有人报考职业学校。近年
来，中等职业教育在萎缩，
学校数量、招生数、在校生
数都在下降。这说明什么？
就业观念有问题。要重塑现
代职业教育的培养、教育理
念，包括培养模式。

记者：很多人认为，职业
教育就是学一技之长。

刘林：有这个问题。但
做好一个工作，光靠技能是
不够的，而是综合素质的体
现，职业素质将对职业生涯
起 到 关 键 作 用 。“ 中 国 制
造”不如国外的精细、质量
高，这跟职业素质教育不
足 、质 量 不 高 有 很 大 关
系。中国要培养新一代的
职业人才，必须是高素质的
职业技能人才。

记者：现在职业教育的
专业设置是否也存在问题？

刘林：专业设置要紧密
结合现代产业发展变化。现
在的中等职业教育目录，很多
专业不需要通过三年来学习，
几个月就可以了。同时，很
多成为工具性的技术，比如
计算机和一些办公技术，这
样的专业已经过时了。

在专业设置上，有的夕
阳产业还有专业设置；有的
明显还不行；有的为了求奇
求特，不成熟的情况下也设
置了专业。为此，专业目录
需要更新。

“有些实践场所并
未增强学生技能”

记者：是否需要给学生
更多的实践机会？

刘林：我们应该更新培
养模式，用现代方法培养学
生，更加遵循科学的规律。
现在有些职业学校组织学生
实习实践，但实践场所让学生
只是增加经历，并未增强技
能。甚至出现职业学校把学
生变成廉价劳动力的情况。
学生不但没学到东西，身体
还受到损害，肯定也不行。

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
职业教育，包括过去提到的
订单式的培养，也有反思的
地方。不是所有专业都适
合订单。现在定下来了，三
年后是否过时？因此不能
盲目，要更加科学理性地看
这个问题。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