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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瑶）12 月 2 日，学校

召 开小学 教育（师 范）专业认 证专 家见 面会 。

校党委书记宣勇出席并致辞。校党委副 书记

曹仁清、赵文波，纪 委 书 记 邱 卫 东 ，副 校 长

李 安 、柴 改 英 ，党 委 委员，党委组织部、统战

部部 长 ， 党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徐 勇 参 加 会 议 。

柴 改 英 主 持 会 议 。

宣勇在致辞中对专家组的莅临指导表示欢

迎和感谢，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学校办学历史、

学科发展、专业建设以及小学教育专业的发展

历程等情况。宣勇表示，专业认证既是对小学

教育专业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的全面检验，也

为我校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对进一步完善 我校

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学校

内涵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施建祥宣读考察

文件，并详细介绍了专家组成员以及认 证依

据、实施方案和有关要求。

专家组组长，南京师范大学原教务处处长

边霞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目的和意义、理念

与标准、问题导向及后期整改等方面进行工作

说明。

专家组表示，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至 关重

要，需要通过有效手段进行保障与提升，专家

组将充分尊重不同高校专业之间的差异，坚持

对照认证标准，发现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 问

题，并为专业改进教学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形成人才培养

共同体，共同改进，共同促进师范人才培养质

量的提升。

小学教育 （师范） 专业负责人从专业历史

沿革、建设概况、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方面

汇报了我校小学教育（师范）专业建设的基本

情况。

见面会上还进行了专家提问、现场交流等

环节。会后，专家组成员集体考察了校史馆、图

书馆、教师教育实验中心等地。进校考察期间，

专家组将分别通过听课看课、座谈访谈及查阅

资料等方式，对小学教育专业进行认证。

12 月 4 日下午，学校召开小学教育 （师

范） 专业 认 证 专 家 意 见 反 馈 会 。 校 党 委 书

记 宣 勇 、校 长 洪 岗 等 在校的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出席。

会上，洪岗代 表学校衷心感 谢专家组的

辛勤付 出，并表 示，学校将 认真 研究 、深刻 领

会、迅速传达专家组的反馈意见，切实担负起

主体责任，将整改落实到位。他对做好今后整

改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提高站位，统一认

识，树立质量意识；二是聚焦问题，逐项落实，

确保整 改实 效；三是 突出重 点，深化 改革，坚

持持续改进。学校将以此次认证作为新起点，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强化师范类专业内涵建

设，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创新，全面提升师范类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专家组 组长边霞介绍现 场考查的整体 情

况。专家组对我校师 范类（小教）专业人才培

养 取 得 的 成 绩 给 予 了 充 分 的 肯 定 ， 一 致 认

为， 人才 培养 方 案 基本 覆 盖认 证 标 准要 求 ；

初 步 建 立 了 基 于 OBE 理 念 的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人 才 培 养 国 际 化 特 色 凸 显 ；实 践 课 程 设

置 较 好 地 支 撑 了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 四 课 堂 联

动、三习 贯通 ”的 育人 机制健 全，毕业 生培 养

质量较高 。

专家组成员根据问题导向原则，本着遵循

标准、促进专业持续改进的目的，围绕认证标

准的八个一级指标，逐个反馈发现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施建祥对学校师范类

专业建设与发展提出三点建议：要以本次专业

认证为契机，认真领会专业认证理念，高度重

视专业内涵建设；要全面动员每位专业教师深

刻理解专业认证标准，树立认证主线意识和底

线思维；要高度重视整改工作，认真梳理专家

意见建议，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小学教育专业负责人在表态发言中谈到，

将认真组织学习专家组提出的反馈意见，逐条

分析问题、进行归因，提出整改措施并持续改

进。

此次小学教育师范专业认证坚持“学生中

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理念，旨在实

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专家组进

校考查期间，通过听课、查阅资料、访谈、实地

考察走访等方式，对我校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现

场考查。

认证专家组全体成员，相关职能部门、学

院（部）主要负责人及教师代表参会。

本报讯（通讯员 祁玉雯）“同学们好，我

们又见面了，在浙外生活、饮食都习惯嘛？”

“平时怎样安排自己的早晚自习？”“在哪里参

加二外学习？”“志愿服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呢？”……

12 月 3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宣勇走进英

文 学 院 2020 级新 生寝室， 与 同 学 们拉家常

话，聊身边事，谈大学志。大家围坐在宣书记

身旁，气氛融洽。虽然冬日寒冷，屋内却温暖

如春。

同学们向宣书记递上学院为每位新生精心

定制的《和山立志·立志英才》笔记本，上面密

密麻麻地书写着开学以来同学们学习生活 的

点点滴滴，宣书记一页页翻看着大家的记录：

晨读、口语练习、二外培训……他一边翻看一

边仔细向同学们了解情况，叮嘱大家学会时间

管理、自我管理、全面管理，有目标、有步骤、有

准备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他说，待大家毕

业 10 年、20 年后，再次翻看这本满满记载自己

青春足迹的《和山立志·立志英才》，定会默默

感激日日逐梦的自己,更希望这些珍贵的本子

能留存在学校永久珍藏。

宣书记一一询问了每位同学的学业规划、

工作任职、课外安排等，同学们表示，能够较快

地适应大学生活并融入到学校浓厚的学 习氛

围与多元的校园文化中，能够合理安排学习与

课外时间。

宣书 记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大学生活 的难

忘记忆与寝室趣事，并说道：“大学不仅仅只

有学习一项任务，这里更为同学们培养科学

的学习方法、正确的思维方式、良好的综合素

养提供了平台，而这些素养能力的提升才是

大学带给同学们的宝贵财富，能使人受益终

生”。

宣书记向大家赠送了《习近平与大学生朋

友们》一书，希望同学们以“青年学子学青年习

近平”学习教育为契机，勤奋学习，坚定目标信

仰，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开拓创新。

同学们纷纷表示，宣书记的谆谆教诲已铭

记在心，带着这份冬日里的特别温暖，定会不

惧风雨、不畏坎坷，为成为更好的自己奋力前

行！

党校办、英文学院相关负责人、辅导员等

陪同走访。

宣勇会见西湖区区长董毓民一行
本报讯（通讯员 魏梦凡）12 月 4 日上午，西湖区区长董毓民

一行来校，就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与我校合作，共同推动西湖区

高校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学校高水平建设目标开展调研。校党

委书记宣勇出席，副校长张环宙主持。

宣勇对董毓民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西湖区政府给予浙外

在建设发展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简要介绍了学校概

况和“三地”建设愿景，表示此次调研交流是进一步了解政府需

求，提供精准服务的良好契机。希望双方能够在今后的合作中，增

进了解、加深友谊、促进合作，携手同心，将合作落到实处，结出丰

硕成果。

董毓民对浙外积极服务地方经济表示感谢，他简要介绍了西

湖区经济发展建设的现况，表示西湖区正实现从风景“名”胜到

“名校、名人、名企”的产业转型，肯定了区校合作的重要意义，并

以“教育共建基地”“跨境共推高地”和“开放共谋阵地”三个地回

应“浙外三地”。希望双方加强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推动高校经济发展。

张环宙简要介绍了学校社会服务智库平台的有关情况，提出

了在教育、文旅、跨境电商、外语服务经济、干部培训、学生创业、

助力亚运等方面的合作与设想。

西湖区政府办、区科技局、区教育局、区商务局、区团委、留下

街道和蒋村街道主要负责人针对相应领域发表看法，展开交流，

对合作事项表示认同与期待。

校办、学生处、科研处、国际处、合作处、团委、经旅学院、教育

学院、跨境电商学院、科技学院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一带一路”学院、华侨学院、国际学院

执行院长陈利强教授荣获第四届“浙江省突出

贡献中青年法学专家”荣誉称号。

◎教育厅党委办公室公布了浙 江省 高

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名

单，在全省遴选产生 30 个“双带头人”教师

党支部书记工作室，我校跨境电商学院、科

技学院数学金融竞赛党支部书记工作室成

功入选。

◎在 2020年“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

写作大赛中，在英文学院肖奇民老师指导下，

英文学院 2017 级英师 1 班廖佳欣同学获全国

英语写作大赛总冠军。

◎在 2020年“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

演讲大赛中，在英文学院楼翎、夏国建和应外

学院陈果等老师指导下，英文学院 2018 级

英师 2 班沈宇龙、2019 级英师 2 班陈小涵、

2018 级商英 3 班李致远，西语学院 2019 级

法语专业饶云龙，电商学院、科技学院 2018

级国际商务专业饶皓敏、2019 级国际商务专

业王科程同学获全国总决赛二等奖，2019 级

英师 1 班张天丽同学获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其中，王科程还获得学术英语演讲专项赛决

赛一等奖。

宣勇走进学生寝室与新生共话和山立志

浙外召开小学教育（师范）专业认证会

喜讯

洪岗出席安巴孔子学院
第二届理事会线上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陶国霞）近日，安提瓜和巴布达孔子学院第

二届理事会顺利举行。校长洪岗出席会议，副校长柴改英、安提

瓜和巴布达教育部常务秘书 Rosa Greenaway、安提瓜和巴布

达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Eugenie Arlene Weste 出席。

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的安巴孔院理事会改为线上会议。虽然

与会者相隔千里，但距离未能隔绝真诚的交流和探讨。

洪岗首先感谢与会者在疫情期间对安巴孔院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并总结了安巴孔院揭牌运营第一年期间遇到的挑战和取得

的成绩。洪岗指出，随着孔子学院转隶的完成，运营模式将不同

以往，今后浙外将以更多实际行动支持安巴孔院的发展。他对未

来安巴孔院的发展提出三点建议，质量优先，教学质量是孔子学

院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为了满足安巴孔院规模的扩大，需要培养

本土教师；浙外欢迎安巴孔院的学生来校学习，并将提供更多奖

学金机会。

Rosa Greenaway 表示，安巴孔院运营良好，并相信 2021

年安巴孔院会有更好的发展。Diamond Joseph随后总结了孔

子学院这一年开设的课程、举行的文化活动和教研活动，并表示

接下来孔子学院将继续保证教学质量，并寻求更多合作机会。安

巴孔院中方院长感谢浙外对安巴孔院的支持，介绍了安巴孔院运

营初期为宣传孔子学院汉语项目所做的不同尝试。

安提瓜和巴布达多位教育官员、安巴孔院中外方院长、国际

处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2020 年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
A 级测试（美术类）在浙外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孟艳芬）11 月 29 日，2020年浙江省学生艺

术特长水平 A 级测试（美术类）在我校举行。省教育厅高度重视

此次测试工作，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丁天乐，校长洪岗，副校

长 柴改 英 ，校 党 委委 员 ，党委 组 织部 、统 战部 部 长，党 委 宣

传 部部长徐勇，省 教 育厅体 卫艺处 处 长 李 建章、副 处 长

潘学 东 等 参 加 现 场巡查 ，进 行 考 务 工 作 指 导 。

丁天乐强调，此次考试处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社会关注度

高，各项考务工作要规范，防疫要落实到位。

为确保此次测试顺利进行，考试前期省教育厅多次召开艺考

考务协调会，对考试方案、疫情防控方案进行反复认证，就细节反

复推敲，商议制定应急预案。考试前一日，丁天乐等领导来校巡

视，布置落实校外停车、周边交通有关工作，并对考务安排进行检

查。学校成立了考务工作领导小组，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召开校

级考务协调会，层层落实考务工作。

此次考试期间，校内各单位积极协同、加强联动，纪委全程监

督，确保本次考务工作圆满完成。同时，本次测试得到了浙江工

业大学、浙江科技学院、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大力支持。

今年报名参加艺术特长水平 A 级测试 （美术类） 人数共

3866 人，共设 378 个试场，涉及书法、中国画、西画、设计、摄影 5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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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除了家乡的饭菜有独

特的味道，还有一种味道不可取代，那
就是校园食堂。宽敞的餐厅，一字排开
丰富多彩的用餐窗口，不仅售卖美食，
还能品味青春。

“You’re what you eat……”英
语课上，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解着食物与

人的性格等关系，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下课后，我和室友急匆匆地奔向和畅
园，寻找自己的味蕾。

食堂的饭菜品种琳琅满目，色香味
俱全，让来就餐的师生挑花了眼。我急

切 地 问 着 窗口的 阿 姨 ：“ 糯 米 饭 有
吗？”阿姨愣了愣，笑着说：“大冬天吃
砂锅暖和，糯米饭要等开春！砂锅好
吃的，来一份吗？”我咧着嘴笑了笑：

“好，来一碗！”阿姨像是捕捉到了我

的失落，她的笑意更多了些，不停地

说：“这砂锅热乎得不得了，暖胃！”我
感到她毫不 吝啬地把一股暖意抛 向
我，一时失了神，窗外的雨声都好像失
音在了她的笑容里。

砂锅是现煮的，看着它咕嘟咕嘟
冒着泡儿，升腾的热气使我的眼镜蒙

上了一层白雾，我的思绪随着热气儿
越飘越远，泛出了记忆里的那一碗家
乡的味道———糯米饭。它出自一间老
城区里的小店，经营者是一位四五十
岁的阿姨。我已经不记得她姓什么了，
只记得她爱笑。老阿姨不善言辞，但从
只言片语中也能了解到她的用心———

只在春天做这碗饭。一大早买的新鲜
豌豆、春笋，再配着独家腌制的咸肉，
切成小丁的春笋、香菇、咸肉在油锅里

几下翻来覆去，只一会儿便能勾出我

肚子里的馋虫……那圆滚滚的豌豆带
着盐粒儿滑入舌根，咸香的肉丁和笋
丁裹在湿软的糯米饭里，甭提有多香
了。在店里，饭管饱但不能浪费，还免费
提供紫菜蛋汤。阿姨的这份“精心”，成
了无数食客的留恋，我也是其中一个。

“小姑娘！砂锅好了！千万不要用手
直接拿呀，烫手……”食堂阿姨一席话
把从回忆中我拉了回来。眼前的这碗砂
锅突然和家乡的那碗糯米饭重叠了一
般，也被加入了许多“精心”：用料十足，

“学校食堂大妈手抖”的段子根本不存
在。阿姨们生怕我们吃不饱，两大勺失

控似的往碗里舀，最后还不忘仪式感满
满的来勺汤汁收个尾。菜品是新鲜的，
为让师生吃上放心的蔬菜,学校严把蔬

菜采购质量关。每一样菜都是现炒的，

色泽鲜亮诱人，味道一点都不输给外面
的饭店。价格是实惠的。“很好吃！”“便
宜！”没有华丽的词藻形容修饰，最普通
的几个字，是我们打心眼里对食堂体验
的褒扬……在寒冷的冬日，和室友围坐
在一起,吃着热腾腾的砂锅,东南西北

地胡侃着。一碗砂锅下肚，饱了胃，暖了
心。和香园、和畅园食堂，喂胖了多少浙
外人的青春啊！

我不禁想，回忆固然美好，当下也
是珍贵。原来记忆里的味道并不只是那
一碗糯米饭，而是蕴藏在那碗饭中的温
情，而这份温情，我在浙外也找到了，这

记忆里的味道，就真真切切地在我眼前
冒着热气。

（作者系中文学院 2018级汉师 1班学生）

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青春呢？是轰轰

烈烈？难忘？还是……安静？
这种触动最开始来自于一位新生歌

手的话：“你要允许一些人，有一个安静的
青春。”

浙外是一所宁静的大学。在这里，一

切都是那么“静”，但又不失精彩。
浙外的课堂是“安静”的。这种安静来

自于来自老师们的春风化雨，来自于同学
们的求知若渴。“谓有金石姿，良工细磨
砺”，为了上好每一堂课，我们的老师们精
心构思设计，反复试课修改，不断推敲完
善，最终打磨出一节节妙趣横生、精彩纷
呈的优质课，把自己最美好灿烂的瞬间绽

放在学生面前。笔尖滑过纸面，碰撞出激
情与想象的火花，交织出五彩斑斓的梦。
同学们认真专注的模样，是教室中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老师爱学生爱学术，学生爱

学习爱学校，在安静的课堂中演绎地淋漓
尽致。

浙外的生活是“安静”的。大学是绚丽
多彩生活的缔造摇篮。和山脚下，静思湖
边，每天都在上演着“多元、高雅、现代”的
校园文化活动。在这里，不用踏出国门，就
能尽情感受多个国家的民俗文化、经典美
食、异域风情。在这里，传统曲艺、琴棋书

画等文化展示与体验，让师生能领略美妙
的传统文化盛宴。只要你善于发现，浙外
总能给你惊喜。

浙外的学子是“安静”的。每次从图
书馆门口路过，无论多早，无论多迟，总能

看到许多抱着书本学习的同学，他们大多

都是形单影只，但脸上总会挂着充实的笑

容。星光不负赶路人，他们或许选择了“安
静”的青春，但这也是青春的另一个角度。
有人站在台前，就会有人站在幕后。其实，
幕后工作一点也不比幕前简单。大一期
间，我参与策划了跨年盛典游园会。一场

精彩的活动，背后是无数工作人员辛勤的
汗水。一次次彩排、一次次完善，视频、音
乐、节目，不断磨合，只为达到最好的效
果。站在传统文化游园会的入口前，看着
蹴鞠、脸谱、风筝、汉服等传统文化体验体
验项目摊前, 人头攒动……我体会到了

“安静”的快乐。
在成为大二的学姐之后，也认识了许

多小学妹。就像看到了当初的我们一样，
也有学妹是安安静静的，似乎慢热的样
子。但她做的事却细致沉稳，只要给她一
个合适的平台，就能表现地很好，我想，

“安静”的青春，并不意味着沉默不言，只
是顺着自己的生长轨迹。

“安静的青春”需要一些理解。安静的
青春，或许没有令人骄傲的成绩，没有好
看的皮囊，也没有有趣的灵魂。他们或许
是不善于表达，不善于展示自己，只是安
静的站在一边，默默的做自己的事情。好
像，安静才是大部分人的青春。安静度过

青春的人，他们没能惊艳别人的岁月，没
能成为别人的光，他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
式生活去了。

无论选择哪一种青春，希望我们都能
活得精彩过瘾。

（作者系中文学院 2019级汉师 2班学生）

腹有诗书气自华。

喜欢读书的人，身上总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书
卷气”。这种书卷气淡淡的，却总是于不经意间表现
在举手投足中，让人仿佛欣赏一道清丽的小溪，很是
赏心悦目。

与自己喜欢的书籍相遇，就像是进行了一次心

灵的对话。19 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以其剧作、诗歌、
童话和小说闻名于世。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道林·
格雷的画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主人公道林·格雷
是英国社会的富家子弟，有着英俊的外表和殷实的
家境，所有世间美好都被格雷齐聚一身。在生命的前
十几年里，他恣意享受着美、青春与财富给予他的一
切特权。然而，他却因为自己虚度光阴，并没有真正
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和价值。格雷虽然美貌依旧、青春

常在，但灵魂的千疮百孔让他承受不起。时间是公
正，它不会遗漏你的任何痕迹，不同的是，时间印记
刻在他的灵魂上，而不是脸上。在王尔德热烈而张扬
的笔法下，我感触深切到，作为正值青春年少的我

们，不可虚掷时光，更不能把我们的生命献给无知、平
庸和低俗。

于是，书成了我的精神粮食。只要一有空，我就
会迫不及待地约室友到弘文馆“淘金”，认真挑选自
己喜欢的刊物,然后坐下细细品读，静静的享受文化

大餐。
弘文馆是一座知识的宝藏，环境温馨明亮，设施新

颖便捷，书橱排列有致，各式各样的中外书籍陈列其

中。每次走进弘文馆,一股书卷气都会扑面而来：从“斗
酒诗百篇”的李太白、通宵达旦秉烛夜读《春秋》的关云
长，到“才思敏捷,学养深厚”的莎士比亚、浪漫派戏剧
大师雨果等等，一个个充满书卷气的诗人、儒将、作家
的故事接踵而至，活灵活现。

虽然室外温度很低，但因为弘文馆里人很多，丝毫
没有感觉到一点寒冷的气息，因为都被浙外学子们学
习的热情填满了。沉浸在书籍世界中的我们，时而动
笔，将感悟、好句记录在笔记本上；时而在书架前流连，
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时光缓慢流走，安静的阅览室
里，只能听到书页的翻动声和轻微的脚步声。此时，灯
光也十分“乖巧”地默默陪伴着，见证着同学们一个个
奋斗的身影和一段段不负青春的韶华。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爱读书的
浙外学子，收获了自己的精彩：我们登上了全国英语
写作比赛的最高奖台，我们的专业志愿者服务获得
中央电视台关注报道，我们参与翻译的多语种《习近

平治国理政》付梓出版，我们的合唱团获评第十五届
中国国际合唱节成人男声组“一级合唱团”，我们的
学生党支部入选第二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
育创建单位……

我也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做个有“书卷气”的
人。

（作者系西语学院 2019级西语中外合作 1班学生）

浙
外

读
书
治
学
的
好
地
方

记忆中的味道
■ 顾锦艺

“安静”的青春
■ 滕叶慧娴

做个有“书卷气”的人
■ 辛鹤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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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坐落于和山北麓，校
园典雅别致，景色宜人，幽静
里透出勃勃生机。在这里，中

西方文化精彩碰撞交融；在这
里,教师潜心治学,学子孜孜求

学。老师爱学生爱学术，学生爱学习爱学
校。这里，少了一份喧嚣，多了一份宁静，是
得天独厚的读书治学之地。

校报持续聚焦“人文气、书卷气”，通过
做精品牌栏目、策划外语专版、刊登优秀师
生作品等，营造读书治学的良好氛围。本期
刊出部分学生投稿，以飨读者。

浙外美食 林大洋 摄

初冬的浙外 赵振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