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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李佳卉） 1月 30日
至 2月 15日，我校赴美国大峡谷大学互
派项目考察团一行 8名教师和 13名学生
在教务处处长杨鑫的带领下，对位于美
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大峡谷
大学进行为期 16天的访问交流。

我校于 2011年 2月与大峡谷大学护
理学院签署合作协议，确定建立师生互
派项目。美方已于 2011年 7月完成对我
校的交流访问，此次是我校代表团首次
回访交流，实现了专业学习、学术交流
和文化体验三方面目的。

在专业课学习方面，我校师生亲身
走进了大峡谷大学成人健康、综合护理、
健康评估、产科护理的课堂，并体验了
模拟实验室教学。在交流期间，我校教
师也为美方带去了关于我校教务管理、
基础护理教学、护理专业工学结合教育
“1.5+1.5”办学模式等理念及以中医理

论和临终关怀为主题的
讲座，双方就此进行热
烈讨论，加深对彼此教
学体制、管理模式和医
疗现状等方面的了解。
课余，团组成员参观了
当地综合医院、儿童医
院、儿童救助中心、临
终关怀院、监狱医院、
失业救助中心等，并体
验了丰富多彩的美国本

土文体活动。
参加交换项目的师生感到开阔了视

野，更新了观念，有利于他们在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中用国际眼光和国际思维去
重新定位、规划。通过学习和实践，教
师吸收了不同的管理模式、教学方法及
手段；学生则对学习英语的兴趣更加浓
厚，更坚定了成为一名国际护士的信念。
互换交流项目传递了两校之间的友好和
热情，加强了沟通与了解，促进了学术
与文化交流。学习结束后，大峡谷大学
护理学院院长安·麦克纳马拉亲自为我校
师生颁发纪念证书，对已经进行的合作
交流项目表示充分肯定，并希望两校之
间今后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加深合作。
大峡谷之行，旅途虽长，但拉近了两校
间学术与文化的距离；行程虽短，却必
将对两校师生乃至学校的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文化校园 给力医专
———张校长在 2012年全校教职工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本报讯（通讯员 胡皓
月）2月 24日中午 12:30，学
校在图书馆报告厅召开了二
〇一二年春季学期全校教职
工大会。会议由校办主任张
立主持。
全体参会人员纷纷提前

入场，通过观看片长近十分
钟的学校专题片《映像·医专
2011》，一起回顾了学校
2011 年度发展历程中的精
彩瞬间。
大会正式开始，全校教工合唱

了校歌《心中圣地 长春医专》，不仅
以优美的旋律拉开了会议的序幕，
更加以悠扬的歌声昭示出学校精神
对医专人自身的号召与激励。

张湘富校长以《文化校园 给力
医专》为题目，做了新学期开学讲
话。讲话中提出了“文化校园”的哲
学信念，通过重新梳理古今文化的
地位，深刻解读了“文化校园”的内
涵，对医专文化之旅进行了再思考，

描绘了“文化校园”的愿景，
提出了“文化校园”建设的终
极目标，并与大家一起探讨
了“文化校园”的实现途径。

最后，张湘富校长对新
学年学校主要工作进行了部
署，并以原创七律诗《岁月》
与大家进行了心灵的沟通。

此次大会的召开，在医
专文化的助力下、在医专精
神的支撑中，全校教职工将

进一步振奋精神，努力拼搏，以实
际行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校
园”，回归教育的“化人”本质，
还原教育求真、至善、致美的灵魂，
以更加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开
启新学期各项工作的良好局面。

———学校召开新学期全校教职工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杨春花）2月
29日上午，我校教学改革工作会议
在善教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张湘富
校长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刘伟副校
长主持。教务处全体、各系（部、中
心）主任、主管教学副主任，公共学
科部、基础医学部全体无课教师参
加了会议。
会上，外语教研部、计算机教研

部、医学人文部、体育教研部分别对
本部门的教学改革思路或方案进行

汇报。他们教学改
革方案在深入研讨
的基础上，结合张
湘富校长新学期讲
话精神，进一步更
新观念，解放思想，
对改革背景、基本
思路和实施方法进
行深入研究，从教
学模式、课程目标、
考核方法等方面进
行改革，不仅注重

知识的传授，更注重文化的熏陶、精
神的塑造和素质能力的提升，基础医
学部就如何使科研工作上层次、上水
平谈了自己的看法，表示将着重从自
身实际出发，成立专门组织机构，在
充分利用现有的实验室资源的同时，
以项目带动团队建设，建议加强实验
室建设和以博士带动科研，打造品牌
科研团队，力求教科研整体上层次、
上水平。

张湘富校长认真听取汇报后，

对各部门能够认真研究教学改革相
关工作，提出教学改革思路和改革
措施给予肯定。他指出，教学改革工
作仍然需要深入思考，教学改革要
根据我校学生实际，充分考虑到不
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注重
实效性，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
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
在教学工作中，教学改革要做到实
处，教师肩负着“教学”和“教育”的
双重任务，要使学生不仅具备适应
未来社会的专业知识技能，还要具
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张湘富校长鼓
励与会人员，要勤于学习，更新知识
结构，不断提高自身教书育人能力。

最后，刘伟副校长强调，我校今
年的教科研工作重点是教科研整体
研究要上水平，各部门要做好准备，
切实做好教科研工作的立项工作，
强调教学改革重在实施和推广，改
革措施要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真正
做到能落实、能推广、能取得良好教
学效果。

激发教育活力 创新教改思路
———我校召开教学改革工作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黄志远）
2011年 12月 30日，我校第九
届学术年会在善教楼报告厅圆
满闭幕。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张
湘富、副主任委员刘伟、学术委
员会全体成员及全校专业技术
人员出席大会。大会由学术委员
会秘书靳丹虹主持。

靳丹虹副处长强调：为保证
学术成果的充分共享，同时兼顾
其适用性，本届学术年会增设了
分组交流环节。在历时一个月的
分组交流中，共设置 9个学术交
流组，共交流论文 39篇、课题 7
项、专家讲座 1场，既保证了学
术成果的充分共享，又兼顾了专
业适用性。也是对“绿色校园”理
念的一个践行。本届年会的主题
是“交流、提高、发展”，在充分交
流中得到提高，在不断提高中谋
求发展。

会上，图书馆的刘盛男作了
题为《图书馆服务与资源介绍》
的专题讲座，药学系的刘志红老
师和基础医学部的张淑芳老师
分别以《合成麝香与生态风险》、
《姜黄素抑制喉癌细胞生长的实
验研究》为题进行了大会交流。

大会对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期间为我校
科研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集体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学
术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刘伟宣
读《第九届学
术年会表彰决
定》：授予基础
医学部第九届
学术年会“优
秀科研集体”
称号；授予于

景龙、刘志红、孙立波、纪耀华、
张立、杨铭、周密、赵学峰、袁兆
新、惠春第九届学术年会“十佳
科研人员”称号。学校学术委员
为获奖的集体和个人颁发证书。

最后，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湘富做了重要讲话。张湘富同
志首先对2009年1月1日至2010
年12月31日期间的科研成果做
了简要回顾，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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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回访大峡谷大学推进“互派项目”

一、文化地位综述
1、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胡锦涛总书记

提出高校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
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大力增强科学
研究能力；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2、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
上提出：“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
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医专文化之旅的再思考
2001年，学校提出了“文化兴校”的思

路。2006年，学校正式将文化纳入管理
中。转眼数年，学校得到长足发展，得利于
医专固有文化的助力，医专精神的支持。
但在今天文化大背景下，俯视我们的校园
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进步空间。
（一）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的区别
区别一：校园文化中，定语“校园”修

饰中心词“文化”，字面语义为属于校园范
围内的文化现象；文化校园中，主语是
“文”，谓语“化”，宾语为“校园”。字面语义
为凭借文化这个工具来教化校园中的一
切。
区别二：校园文化是一个尝试过程中

形成的几个点或某个方面的一些结果；文
化校园是对文化的新认识，有目的的全面
实施的过程。
区别三：校园文化仅把文化当作学校

的一项具体工作来对待，是文化在大学校
园中呈现出的表象特征；文化校园是全方
位、深层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校园
自身的内在要求，涵盖了学校各方面的工
作，站位高，层次深。只有文化校园才能实
现文化传承的任务。
（二）文化校园的愿景
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针对校园整

体，二是涵盖每个医专人。
（三）文化校园的终极目标
1、回归到“化”的本质之中。文化校园

正是要通过改变人、塑造人，还原教育求
真、至善、致美的灵魂。

2、使学校文化走向自觉、自信。文化
校园是一个哲学信念，要让校园彻底被文
化所冲洗，让文化因子浸入到校园的各个
角落。所谓“大道无形”，文化因子虽然是
无形的，但要通过文化校园建设，将"文
化寓化无形为有形，散发其张力，让身处其
中的人感受到约束力。

3、实现人才培养的任务。高校的主要
任务就是人才培养，一个没经文化牵引走
向文明的学校是不会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的，文化建设追根到底是为人才培养服务
的。

4、让员工感受到校园的和谐与幸福。
文化校园，是文明校园、和谐校园的基础，
更是民主、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础。
三、文化校园的实现途径
（一）厘清“道”与“器”的区别
“道”与“器”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

《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道是无形的，指规律和准则；器
是有形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
（二）教育与教学的区别
1、教育。“教”是指教师全身心授业；

“育”指同化未成年人和蛮族人，使之成为
文明人。教育是着眼于他人素质、能力而
进行的影响其精神世界或心理状态的信
息传递活动。

2、教学。是教育活动整体的一部分、
一个环节，是对知识、经验、方法、能力的
传授过程，它的目的是充实、壮大一个人
的内涵。

3、反思。学校的中心工作是育人，因
而学校的文化建设必须要对传统文化中
“道”与“器”和今天的教育与教学概念有
所理解，否则我们的文化建设就会与我们
的中心工作相悖。
（三）深入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
文化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
辱观。
（四）校园展开有“形”的建设活动
营造具有医专特色的文化氛围，用固

化的文字、图案、元素育人、育心；创新文
化活动形式，让每个员工走进书店、思考
文化；让员工的笔动起来，全员共话文化
建设。
（五）员工队伍中深化文化的思路
全员抓审美、党政人员抓自省、教学

人员抓自信、学工队伍抓自律、后勤队伍
抓理念、领导干部抓自讼（颂）、处长说法
话事（文化）
文化校园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探索

创新的过程，是全体员工的共同使命，是
各级领导的责任，是绿色校园建设的再深
化。文化校园的提出从目前看，建设的难
度大，但空间也大。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让自己感到满意，让走进医专的人受
到感染，让环境育人真正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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