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理工学院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

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办学以来，学校坚持应

用型办学定位，先后荣获“全国应用型人才

培养工程培养基地”（2015）、“国家级众创

空间”（2017）、“广东省绿色学校”（2022）以
及“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工程技术人员培

养基地”（2022）等多项荣誉称号。

学校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新

提出“标准化+”特色发展路径。通过推

进学科交叉融合、重构课程体系、深化产

教协同等举措，打破传统专业界限，构建

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养既

掌握标准化专业知识，又精通现代产业

技术，同时熟悉行业发展的复合型高素

质人才，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有力

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
善专业课程体系

为切实解决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模糊、专业特色不鲜明、课程体系不完

善等问题，学校对标准化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进行了修订与优化，致力于构建具

有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新版培养方案以应用型能力培养为

主线，创新性地构建了“三模块”课程

体 系 架 构 ： 通 用 基 础 模 块 （占 比

30%）、专业核心模块 （占比 40%） 和

交叉融合模块 （占比 30%）。针对传统

课程体系逻辑松散、学科交叉不足等问

题，创新构建“标准引领、双向赋能”

育人模式，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融

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纵向形成“数

学工具→标准应用→工程实践”能力

链，强化专业核心能力；横向通过 《粤

港澳大湾区标准治理》 等区域化、数字

化课程，增强跨领域应用。改革后成效

显著：三模块课程对毕业要求支撑贡献

度占比合理，课程逻辑关联度提升 35%。

推进教材体系建设，创
新课程教学方法

广东理工学院标准化教学团队着力

构建特色化教材体系，重点推进 《标准

化原理》《团体标准的理论与实务》《社

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概论》等系列教

材的编撰工作。其中，《标准化原理》

作为核心建设课程，已成功立项教材建

设、一流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和

课堂教学改革等系列项目，其教学讲义

经过多轮实践检验，已成为标准化工程

本科专业的主要教学参考。

该教材创新性地构建了“三位一

体”的教学体系。理念创新方面，全面

贯彻 OBE 教育理念，重构“理论-方

法-实践”的知识架构；教学方法创新

方面，采用案例教学与混合式教学相结

合的模式，形成“线上导学+线下研

讨+实践拓展”的教学闭环；评价创新

方面，建立多元考核机制，注重过程性

评价与能力考核。

在教学实施层面，通过“慕课+翻转

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构建了“三阶递进”

的学习路径：课前完成知识获取、课中开

展深度研讨、课后进行实践应用。这种教

学模式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提升了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水

平，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理念。教材建设成果不仅为标准化人才

培养提供了优质资源，更在课程改革领

域形成了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建设优质师资队伍，构
建资源保障机制

学校精心构建资源保障体系，建成

一支结构合理、梯队完善的标准化专业

师资队伍。

打造专业化教学团队。重点引进

学科带头人，组建一支结构合理、梯队

完善的标准化专业教学团队，团队现

有教授 1 名、副教授 2 名、高级工程师 1
名、讲师 7 名，硕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

例达 100%，其中 90%以上的主讲教师

已获得讲师职称，形成了稳定的老中

青结合、多专业协同的师资队伍。

学校持续强化特色专业建设的资源

保障，对标准化工程特色专业实施重点

培育策略。自 2019 年该专业获评校级

特色专业以来，校方已累计投入专项建

设资金 300余万元，重点完善标准化实

验室的软硬件配置，扩充专业图书文献

资源，深度开发数字化课程资源，着力

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

在师资培养方面，学校实施“双轨

制”培养计划：一方面选派骨干教师赴中

国计量大学开展为期半年的学术访学，促

进校际专业交流；另一方面安排青年教师

入驻产教融合示范基地进行为期一年的

实践研修，通过参与企业标准化项目全过

程，切实提升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这种

“理论研修+实践锻炼”的培养模式，有效

促进了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发展，为特色专

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为充分调动师生参与特色专业建设

的积极性，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多元化激

励机制，通过设立专项奖励基金、颁发

荣誉称号、提供发展机会等方式，对在

标准化工程专业建设中表现突出的师

生个人和团队给予全方位激励。其

中，标准化教学团队因在课程改革与

教学创新方面的卓越表现，已连续两

年获评校级“先进教学团队”称号，

并获得经费支持，充分体现了激励机

制对提升专业建设质量的显著促进作

用。这一激励体系不仅有效激发了师

生的参与热情，更为特色专业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依托虚拟仿真平台，创
新实践教学模式

学校标准化工程虚拟仿真实验室已

于 2022年 6月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总投

资额高达 200 多万元，其建设规模和功

能配置在同类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处于领

先水平。

依托标准化工程虚拟仿真实验室，学

校以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为目

标，通过系统整合标准化基础理论及行业

资源，精心构建出“基础操作实验→专业

技能实验→综合创新实验”的递阶式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模式。实验室配备标准全流

程仿真系统、实验室标准文献数据库、智

能检索平台及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等

先进设施。

此外，标准化工程虚拟仿真实验室也

为学科竞赛提供了支持，通过学科竞赛平

台助力学生深度参与标准化工作全流程，

包括标准制定、标准实施、体系构建等，

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形成“理论→实践→
创新”的闭环，有效解决传统教学中理

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近年来，学生在

学科竞赛中成果丰硕，教学团队及时将

实战案例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不仅丰

富了实践教学内容，更形成了良性循环

的教学生态。

大力深化校企协作，加快
实践成果转化

学校创新实施“3+1”人才培养模式，

即 3 年校内 学 习 +1 年 企 业 综 合 实 习 ，

在企业综合实习阶段，学生需要完成

职业素养提升课程、专业能力强化实

践课程，以及 3 门校企联合开发的特色

实践课程—— 《标准化工程专业企业

标准体系构建规范与实践》《服务业组

织标准化实务》《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

自 我 声 明 公 开 制 度 应 用》， 课 程 由 学

校标准化团队与广东省粤科标准化研

究院联合开发，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

的办学特色。

在为期一年的企业实习过程中，学生

需同步完成毕业论文工作。论文选题需紧

密对接企业生产实践，90%以上的选题直

接来源于学生实习实践内容。论文指导采

用“双导师制”，由校内专业导师和企业外

聘导师共同指导，确保论文既具备理论深

度又富有实践价值，真正实现理论知识与

实践能力的有机统一。

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广东理工学

院在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道路上将持

续深耕、笃行不怠。学校将持续优化人才培

养体系，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不

断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学与科

研水平；持续深化校企协作，为学生搭建更

广阔的实践平台。通过多措并举，致力于为

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复合型标准化工程专

业人才，在应用型人才培养领域书写更加

辉煌的篇章。

广东理工学院

多维发力 铸就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高地

（信息来源：广东理工学院） ·广告·

□ 堵 力

经常会想《蒹葭》《采薇》……这些歌当
年也曾妇孺能唱、朗朗上口，在一国一村堪
当顶流吧？

只可惜那些音律终成千古绝唱，仅留
文字让后人回味把玩。每念及此难免心生
酸涩。好在农历五月仲夏时节北京音乐厅
一场《黄钟大吕与昆仑诗乐》的音乐会，抚
平了我多年的深深遗憾，也向世人证明，今
天的音乐人在孜孜以求地找回古韵古音和
天地震动的余响。

一声九千岁的寒芒，幽然而起，音乐厅
穹顶的星光骤然低垂。那用鹤翅骨凿刻的
七枚星辰，是这片土地上的古人丈量天时
的尺规。是夜，它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一截
接通洪荒的时光机。笛箫演奏家刘胜，使用
3D 技术复制的河南贾湖遗址出土、距今
9000多年前的骨笛，吹响了王笑冬先生创

作的《蒙溪》。音乐讲述的是8万年前星空
下的四川古蜀国……

9位青春女子，或穿楚地的白裙，或着葱
绿衣衫。她们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像是凝固
住的千年乐俑，经春风一拂便都活泼起来。

昆仑律灵境女子合唱团的声线，则似
高山雪水融成的溪涧。远处，似有若无的一
缕缕琵琶的香魂飘过。近处，只是花季女子
们清脆的和声。她们吟《关雎》，喉间便有荇
菜缠绕的柔波；唱《交交黄鸟》，即现忧伤鸣
叫应和的深林。古谱中沉睡的音符，在“昆
仑律”的醴泉中渐次舒展肢体。

策划人兼作曲王笑冬言道：“湖北随州
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笃实记录
了十二律吕的音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声学史》中记载，
曾侯乙黄钟基准律实测值为256.4赫兹。不
同于当下的西方音律标准。”

歌韵绕梁，文化自信油然而生。可谓是，
昔者伶伦截竹，听凤鸣以定律；今人握骨笛，
实传九千年不熄的薪火。这岂是简单的宫商
角徵羽？骨孔暗合斗柄旋转，律管曾埋地以候
气。这场音乐会不仅想让我们读懂何为“黄钟
大吕”，何为“律吕调阳”——乐音原是天地吐
纳的声带，而人，不过是在节气流转间应和吟
哦的苇草；更是一次通过音韵的时空压缩
术，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哲学的科普。

无论是伏羲画卦的陶寺观象台、还是
良渚先民观天的瑶山遗址；无论是张衡铸
铜的浑天仪，还是神秘的《黄帝阴符经》，原
来最古老的科学，本是用骨与肉、诗与歌写
就的天文方位和农耕历法。

很感动于这群人的努力，在这个过程
中一定是孤独的吧，无人唱和的吧？面对星
空，8万年对星星来说，只是一眨眼。但我
们经历了多少轮的盛世与战乱、沧海变桑

田，最终保留了这一缕的文脉。它游丝一般
似有若无，却总有勇敢的人屏息凝神地感
知它捕捉它，也深深地为它着迷。所以他们
的合唱团名叫“昆仑律”。

因为他们知道，黄钟不毁，则文明不
坠；骨笛尚鸣，则星河可渡。当合唱团的姑
娘们以气声模拟出候气律管中葭灰飞散的
簌簌轻响，我们终于听见——那自贾湖的
晨曦里起身，途经《诗经》的阡陌，唐宋文化
盛世的繁华，又经历一次次生灵涂炭的埋
葬，最终抵达我们耳轮，这些真的不能仅用
音符来概括，而是九千年不绝的呼吸。

北大教授严文明先生曾提出，中华是
“重瓣花朵”式的文明格局。他描绘中国史
前时代是一个以中原为花心，四周环绕着
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层层
花瓣。花有开有落，就像人有呼吸。眼前的
这9位合唱团女生唱出了花瓣呼吸开阖的

声音，本来，生命有盛放便有凋零，文明有
强盛势大的状态也必定有低沉收缩之时，
她们似乎捡拾起那些被战乱遗忘的故事、
在吟唱生命和文明的生生不息，也有深埋
骨笛错过了几千年星空的长太息。

“从骨笛到合唱”的时空跨越，揭示了
中华音乐文明“观天律地”的基因密码。昆
仑律灵境女子合唱团凭借其独特艺术风格
与学术底蕴，成功让古老音律在当代焕发
迷人光彩。她们不是在简单的复古，而是让

中华文明中天籁与天文同源的智慧，在今
天悄然睁开眼睛。

黄钟大吕，其鸣悠远；昆仑律吕，其韵
新生。

记住《国语》记载的这十二律吕的美名
吧：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
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大美无言
大音希声，就让那些关于华夏文明沉沉浮
浮的韵脚，跟着这千万年的星空千万年的
歌声，在宇宙间回转吧。

昆仑吟唱九千年不绝

昆仑律灵境女子合唱团的诗乐舞。 叶秀军/摄

合肥市古城小学合唱团排练和参赛照片。 梁启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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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黑龙江省绥化
市望奎县委紧贴基层
基础实际，注重在团
结青年、服务青年、凝
聚青年中统筹发力。
坚持扶危济困，深入
推动希望工程 1+1、
金秋助学、九九公益
日等爱心募捐活动，

精准开展资助；扎实开展“西部计划”
行动，本着“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原
则，妥善安置大学生志愿工作队伍、
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才俊在望奎就
业学习、扎根生长；坚持在乡村振兴
主战场锤炼本领，组建青年助农小
分队，开展青农知识讲座、农业知识
普及，引导返乡青年爱土地、爱家
乡。今后，团望奎县委将围绕县委发
展规划，团结凝聚青年力量，为推动

“兴业宜居、智慧共享”新望奎建设贡
献青春活力。

北京首都航空

有限公司团委

书记 李 曌

北京首都航空有
限公司团委始终坚持

“党建带团建”工作方
针，在服务国家战略、
履行社会责任中展现
青春担当。自 2017 年
开通北京-玉树航线
以来，持续开展玉树
青少年助成长项目。

多年来，首都航空团委重点打造
三大帮扶工程：一是“护玉希望 北京

‘心’生”医疗救助工程，累计包机护送
201 名先心病患儿及家属赴京治疗；
二是“牵手玉树 让梦飞翔”成长陪伴
工程，通过航空科普教育、文化交流等
活动，开阔孩子的眼界；三是“蓝天筑
梦”人才培养工程，为当地提供专业航
空培训，助力乡村振兴。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公益+航
空”特色模式，发挥北京-玉树航线优
势，为促进京玉协同发展、服务民族地
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团黑龙江省绥

化市望奎县委

书记 刘厚琦

□ 孙文博 王书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25个孩子穿着洁白的演出服，在钢琴

和按钟的伴奏与指挥下，用稚嫩的声音整

齐唱出《山亭夏日》与《祖国有我》，身体伴

随着旋律摇摆、晃动……

日前，在合肥市第十六届中小学文化

艺术节活动合唱类（班级合唱）比赛中，

合肥市古城小学合唱团捧回庐阳区一等

奖的桂冠。

合肥市古城小学的音乐教室内，墙壁

上可见“音乐是净化心灵的阶梯”的标语。

座椅上整齐摆放着印有曲谱的 A4纸，纸角

微微卷起，印证着孩子们的触摸和摩挲。

这是由一群合唱零基础的乡村娃组成

的合唱团，团里还有一名患有先天性脑瘫

的男生。两个多月了，在年轻志愿者和教师

们的指引下，他们的改变肉眼可见。在小小

的排练室中，也在孩子们心中，“音乐成长

阶梯”已经搭起。

“帮助一群小鸟找到家”
沈忱是一名高校音乐教师，也是“庐小

禾乡娃合唱团”项目志愿者，负责对接和提

升合肥市古城小学合唱教学水平。今年 4
月，他第一次踏入古城小学时，帆布袋里装

着打印好的曲谱，怀揣着充足的信心。

但他很快发现，许多孩子连最基本的

音阶都不熟悉，他们的眼神带着对音乐学

习的胆怯。“尤其声音是散乱的，像一群找

不到家的小鸟。”当他弹奏钢琴伴奏时，有

的孩子紧张得将谱纸扯紧，有的扯着嗓子

直叫。为此，他采用了专属古城小学的零门

槛教学方法。例如，用跺脚模拟节奏，用肢

体去表达孩子们演唱时的情绪。

打拍子、练发声及识简谱，给孩子打牢

音乐理论基础……每周二、三、四下午的两

小时排练时间中，沈忱主张先进行 20分钟

的声训，以及 10 分钟的基础乐理普及，再

进行排演。

“先把嘴角扬起来，像含着糖果。”古城

小学专职音乐教师李艳云示意发声训练，

肩膀耸动，抬起下巴，教室里跟着响起了一

阵“嗡嗡”声，这是孩子们正在努力找到正

确的发声位置。

合唱训练过程中，李艳云与沈忱相互搭

档，另一位志愿者老师赵蔚青则进行钢琴伴奏。

在基础技术掌握后，合唱团面临的最

大难题是孩子们要将两个声部的声音融合

起来，做到和谐悦耳。

为此，李艳云和沈忱分别教孩子将高

声部和低声部唱准，慢慢将“互相碰撞的旋

律”稳定下来。对于孩子们总是唱不准的地

方，教师会提前拎出来多次训练。

“低声部是大地，高声部是云彩。”沈忱

形容道。他还会采取分声部游戏对抗赛的

趣味方式，让孩子们互相倾听彼此的声音，

提升孩子们的团队协作能力。课堂休息时，

他会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对特殊孩子进

行鼓励和心理辅导。

音乐不是“装饰”
合唱团里，一个特殊的男孩张立（化

名）患有先天性脑瘫，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有

很大困难，且内心自闭。

但特别关注他的老师们发现，张立在

每次排练之前总是第一个到达教室，静静

触摸着曲谱，等待教学开始。

对于张立来说，音调和音准曾是难以

翻越的高墙。就连普通孩子正常唱歌的速

度和力气，他也无法达到。李艳云和沈忱在

教唱时，对张立进行一对一帮助。

学习歌曲《玉盘》时，沈忱走到张立身

边，手掌轻轻托住他的胳膊，扶住他的身

体，指尖在空气中模拟着旋律。沈忱还总是

大声鼓励和表扬张立，认可孩子的努力。

“没有人因为张立的特殊而轻视他，反

而都是用爱去围绕他，让他感受到温暖，这

才是合唱的意义。而张立每一次微小的突

破，都是他用意志在生命里凿刻的音符。音

乐在此处不是装饰，而是撬动生命尊严的

支点。”李艳云感慨道。

目前，张立已经逐渐认识一些歌曲简

谱，能够完整唱出歌曲。每次排练时，张立

的母亲站在窗外，眼眶湿润。她对李艳云

说：“张立现在回家也会哼了，调子还不太

准，可却藏不住那股高兴劲儿。”

5 月 13 日，合唱团前往安徽大剧院专

业的音乐厅集体录制选定参赛的两首歌曲

《山亭夏日》与《祖国有我》。当孩子们套上

雪白的衬衫、穿上白色连衣裙站在镜头前

时，兴奋与紧张交织，很多孩子汗珠直冒。

但当熟悉的旋律从赵蔚青老师钢琴伴奏的

指尖流淌出来，两个多月前连腹式呼吸、正

确发声方式都不会的孩子们，此刻声音如

清泉般悦耳。

“结束后，孩子们都不想离开音乐厅的

舞台，他们很享受在音乐厅里唱歌，那也是

乡村孩子的高光时刻。那些正能量的歌词

内容，慢慢流进每一个孩子的身体，唱出青

少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艳云说。

唤醒生命的热情
不到 3 个月的合唱之旅告一段落，但

日常教学仍在继续。在教师们看来，乡村学

校的学生参与合唱，能促进他们的心理健

康、社会能力和个人品格的塑造。

“活动的意义不仅是教唱歌，更是让每

个孩子都被看见、被珍视。”李艳云认为，音

乐是情感表达的出口，从怯场到舞台表演

的成长过程，能显著提升孩子们的自我认

同感。此外，集体歌唱的和谐感能缓解个别

同学的孤独感，促进心理健康。合唱声部的

配合，也让孩子学会倾听、包容和合作，理

解“个人融入集体”的意义。

她从教的 16年都是在乡村学校度过。

这次指导合唱更让她心生感慨：“美育和音

乐的力量，以及教育的光芒，理应照亮每一

个向阳而生的生命。不仅是浇灌那些挺拔

的苗，更是让岩缝里的蕨类也能看见太阳，

让教育的火把照亮最深的巷。”

“这些孩子就像一块块璞玉，需要我们

共同雕琢。排练过程中，我们会给予孩子们

自信心，努力做到让每个孩子都能迸发出

属于自己的闪光点。”沈忱也感触颇深。

一方面，他注意到，孩子们的专注力、责

任感及集体荣誉感得到了提升，学习了喜欢

的歌曲以后，很多孩子的眼睛都“变亮了”。

另一方面，在乡村学校的公益教学，也

颠覆了沈忱自身对音乐教育的认知，给他

带来心灵的洗涤。“在院校专业教学中，更

加强调的是专业，以及技巧，乡村孩子们的

纯真，以及坚韧教会了我，音乐的本质是

‘唤醒生命的热情’。”

眼下，他重新开始思考音乐教育的意

义。“音乐不是高高在上的技艺，是点燃热

情、传递希望的桥梁。在高校日常教学当

中，也希望带动更多青年感受到音乐的温

度，希望他们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将音乐以

及生活更好地连接起来。”

沈忱和赵蔚青所在的“庐小禾乡娃合

唱团”项目由安徽美善公益基金会发起，合

肥市庐阳区新合力社会服务中心统筹志愿者

参与，目前已帮助 60多名乡村学校学生接受

系统性美育教育。未来，在教育部门、团组织等

推荐帮助下，还将建立志愿者驻校辅导、艺术

成果展示等常态化机制，带动安徽省内外更

多有志青年参与乡村美育教育建设。

在古城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叶赛军看

来，合唱之旅的价值和意

义，远远超越奖杯和成

绩。“当张立同学完整唱出

一句歌词，当乡村孩子在

合唱中成长进步，就是对

他们而言最好的奖励。”

村娃的合唱之旅：撬动尊严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