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记者 臧莺

上海工匠学院今年举办首届“工匠

学历班”，共有76名学员被录取，于9月

17日正式开班。据悉，学历班由沪上著

名工匠亲自担任导师，让学生不仅可以

在课堂上提升基础理论水平，还可以和

导师组成“师徒”深入学艺，共同研究实

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开展技术技能

创新，实实在在地“把毕业论文写在岗

位上”。

近年来，“工匠精神”已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高频词。《中国制造 2025》提出要

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

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

牌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任

务、攻坚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在这一

过程中，培养一批技术精湛、能够适应

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中、高端工匠显

得尤为关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7 年上

海市总工会与上海开放大学共同成立

了上海工匠学院。学院根据产业工人

的需求和特点，为他们提供终身学习的

平台和向上发展的阶梯。学院面向“现

在工匠”开办“工匠研修班”，面向“未来

工匠”开办“匠心学堂”，这两大品牌培

训项目为各类工匠、高技能人才和一线

产业工人提供了学习机会。

今年是“上海电视大学”更名为“上

海开放大学”10周年，也是上海工匠学

院成立5周年。在继续做强“工匠研修

班”“匠心学堂”品牌培训项目的同时，

为进一步向普通劳动者提供接受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的机会，助力在岗员工能

力与学历“双提升”，上海工匠学院首次

尝试举办“工匠学历班”，开设行政管

理、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电子工程等

专业。

据了解，首届“工匠学历班”的学生

中，有 20%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985、211、

双一流高校，其中不乏拥有博士和硕士

学历者；56%的学生持有中级以上技能

等级。这期学生中，80%从事制造业工

作，其中不乏世界五百强或知名企业的

从业者；11%的学生荣获过省部级及以

上奖项，其中还有获得过国家级奖项和

荣誉的。

学校将为他们量身定制人才培养

方案，配备工匠导师，引入德国工匠教

育在线课程，融合工匠学院教学资源，

让他们接受最新理论知识的同时能解

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在拓宽视野的

同时开启创新思维，让这批学员来自于

岗位、学习在岗位、未来也将毕业于岗

位。工匠学历班有一位毕业于华东师

范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博士新生，应

工作需要，他再次跨入学校，选择了机

械电子工程专业，他希望通过新专业的

学习，帮助他突破工作上的技术瓶颈，

这与工匠学历班“来自于岗位，毕业于

岗位”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他说：“开

放教育与工匠教育的结合，将有助于在

岗位上擦出更多智慧的火花。”

主办方表示，上海工匠学院举办

的“工匠学历班”“工匠研修班”“匠心

学堂”，将持续坚守新时代追求极致、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持续扩大工匠培养

普及面，为广大一线职工提供最优质的

工匠教育资源，为每一位希望成为工匠

的产业工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为广

大一线职工成长、协作学习与交流搭建

平台，为上海培育更多具有匠心精神的

产业工人，以优异的办学成果迎接党的

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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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毕业论文写在自己岗位上
上海工匠学院首届“工匠学历班”开班

推广普通话 喜迎二十大
上海市杨浦区黑山路幼儿园开展推普周活动

近日，黑山路幼儿园开展了“推广普通话

喜迎二十大”推普周系列活动。

“请讲普通话”倡议书：小、中、大班幼儿畅想

创意，画出心中的普通话倡议书，按照自己的

喜 好把心中的普通话形式用画笔展示出来。

结合大家集思广益的倡议书，贴在走廊和展示

墙上。

推普小能手：在推普活动过程中，中大班哥

哥姐姐，结合中国传统节日和主题活动，宣传推

普周活动。自己设计制作宣传标语，为本次活动

贡献一份力量。

普通话诗歌朗读周：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

学习朗读交流普通话，吟诵诗歌。说普通话，写

规范字，以实际行动迎接“二十大”。整个交流过

程中，通过视频教学及有声朗读，帮助老师们积

累正确的诵读技巧。

秀出我的普通话：在表演区中可以讲故事、

展示自己的绕口令，念儿歌等。孩子从“害羞”到

大方自信地介绍自己，是老师们陪伴和鼓励的收

获，是孩子们自主学习的收获。

“啄木鸟”行动：通过本次“啄木鸟”实践活动，

老师们切身体会到了规范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小小阅读家：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在家里

用行动坚持亲子阅读打卡，每一个家庭带动每一

个萌娃想学说标准普通话的心。

通过此次“小小阅读家，学说普通话”活动，

幼儿不仅在表达中学说普通话，同时让家长享受

亲子共读的快乐，体验亲子阅读的乐趣，一个幼

儿带动一个家庭，一种语言促进一种文化，让推

普活动走进家庭，在每一个家庭中生根发芽，延

续优良的传统文化。

党建联建 助推“双减”在行动
杨浦区开鲁新村第一小学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

体味劳动的乐趣，开鲁新村第一

小学党支部与社区党总支、居委

共建，拓展学校劳动教育场所，学校

组织学生积极投身社区实践活动，

走进自然和社会生活，探索校园+

社区“双减”新空间。9月23日下

午，通过校、社、企三方联动，组织开

展社区“瓶子菜园”劳动实践活动。

“瓶子菜园”是学校和社区长

期合作的劳动教育实践项目，因

受疫情影响，社区瓶子菜园无人

照料，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生气。为进一步美化社

区环境，开一社区“大手牵小手”，开展重新点绿

瓶子菜园的劳动实践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戴

上白手套，手持工具，对菜园里的枯树枝、杂草等

进行了集中清理。翻土、挖坑、培土、栽种上海青

和杭白菜、浇水，每一道工序大家忙而不乱地认

真完成。

当天，同学们手捧着绿油油的菜苗进行劳动

体验，学习生态种植的方法知识以及低碳环保的

理念。同学们还收到了社区赠送的家庭阳台种

植套装，进行家庭微种植，同时培育出的菜苗可

以赠送给邻里，激活更多人的绿色生活方式。劳

动的种子在社区、校园、家庭播撒、开花、结果。

此次劳动实践活动为同学们开启了一次独

特的体验之旅，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知识，在体

验中提升技能，厚植爱社区爱家乡之情，增强社

会责任感。学生们切身感受到劳动也可以这么

“生动”，劳动助力“双减”，同学们在不同场所体

验了不一样的精彩，收获了不一样的知识！

时报记者 柳琴

近日，上海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基地成功入选首批 100 个国家

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单

位。此次上海市共有3所高校入选

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单位。上海大学“双创”教育实践基

地开展研究型挑战性教学和联合大

作业，全面实行 OBE（结果为导向）

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学生实践能力，

形成独具上大特色的卓越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体系。

上海大学“双创”教育实践基地

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将创新人才培

养纳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和教育教

学评估指标体系，不断完善创新创

业教育体制机制。组织修订上海大学

《本科生学科竞赛指导目录》《本科

生学籍管理规定》《研究生创新创业

认定标准》《研究生创新创业学分认

定暂行管理办法》《在校学生自主创

业认定暂行办法》《本科生学科竞赛

获奖、自主创业、科技成果学分认定

实施办法》等文件，强化创新创业实

践教学体系建设，实施跨学科联合大

作业创业实践教育改革。自2016年

以来，学校开展创新创业课程 1516

门，平均每年覆盖13000人次左右。

据“双创”教育实践基地负责人

介绍，基地实行院校两级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实训模式，现有院系级创

客空间 7 家、创新工作室 24 家以及

电子设计等 8 大创新创业实训基

地 。 现 有 包 括 高 品 质 特 种 钢 、

TFTLCD关键材料及技术以及先进

钢铁材料技术等国家级科研教学平

台在内的各种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

示范基地254个，推动科学研究向创

新创业汇聚，发挥大设施、大平台、

大项目的育人作用。

近年来，学校每年开展创新创

业 活 动 近 500 场 ，参 与 活 动 人 数

20000 余人次。探索跨学科联合大

作业创新创业实践模式，到 2021 年

累计立项239项，投入资金达1293万

元，覆盖全校理工、人文、经管大类

22个学院，参与教师超过1000人次，

培养学生超过3000人次。

作为上海大学“双创”教育实践

基地重要组成部分的上海大学科技

园，是上海市第一家由高校创办的

大学科技园。园区自成立以来，依

托上海大学科研、人才优势，累计注

册企业 1200 余家，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 46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6家，专精

特新企业10家，主板上市企业1家，

新三板挂牌企业 4 家。累计投入

2900余万元，孵化培育200余家大学

生创新创业企业。

上大入选国家级“双创”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