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 学生技能大收获

摇 摇 根据《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行知联

盟)》的年度工作安排,淮南师范学院结合学校实

际,提前谋划,认真组织,积极开展 2013 年暑期实

践教学小学期工作。 截至 8 月 31 日,伴随第三批

赴安徽理工大学进行金工实习的学生回校,淮南

师范学院 2013 年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实践教学

活动圆满结束。
整合资源 搭建平台 实践教学形式多样

通过“课程请进来、学生送出去冶的方式,相关

教学单位紧密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依托实践

教学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在今年的暑

期实践教学小学期中,淮南师范学院共开设四大

类 25 个项目的课程,其中校内实践课程包括“IBM
软件工程开发实训冶、“MAYA 建模冶、“嵌入式系

统设计实训冶、“商务软件开发实战冶、“证券投资

技术分析与模拟冶等 18 个项目;实习实训包括见

习、野外实习、金工实习等 3 个项目;学科与技能

竞赛培训包括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智能车、机器

人等 3 个项目;暑期学生交流项目 1 项,共计 1902
名学生参与其中。

深度挖掘潜力,整合校内课程资源。 积极鼓

励各院系开设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实习、实践

课程,在对各院系申报课程进行严格筛选的基础

上,今年共开设了 13 门校内实践课程和 3 个学科

与竞赛项目培训,共计 531 名学生参与。
依托实践教学基地,盘活校外教学资源。 淮

南师范学院相关院系紧密结合专业实际,依托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通过“课程请进来、学生送出去冶
的方式,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共开设了 9 个项目的

课程,共计 732 名学生接受了专业实训。
充分利用同城高校资源,搭建实践教学平台。

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充分使

用同城高校安徽理工大学的办学资源,在总结去

年金工实习经验的基础上,今年暑假又在安徽理

工大学工程实训中心分三批安排了化学与化工

系、生命科学系、物理与电子信息系、电气信息工

程学院等 4 个院系 7 个专业的金工实习,共计 634
名学生参加了为期 9 天金工实习。

积极与国际化办学接轨,推出暑期学生交流

项目。 为了与国际化办学接轨,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校际合作研究分会决定从 2013 年暑期开始,推
出暑期学生交流项目。 淮南师范学院根据校际合

作研究分会《关于组织学生暑期课程的通知》精

神,派出政法系法学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5 名学

生,参加了为期 25 天的上海交通大学暑期学校交

流项目的 3 门课程学习。

科学规划 统筹安排 实践教学成效显著

通过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的实践教学训练,
不仅巩固了同学们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
还培养了他们的劳动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使他

们树立了职业意识、强化了职业训练,提升了就业

能力和水平;实现在校期间与企业、与岗位的零距

离接触。 通过暑期学生交流项目的实施,不仅对

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深化专业知识的学习

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联盟高校间搭建了相互交流、
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达到了预期效果。 同时,利
用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对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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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学建模、智能车、机器人等各类学科与技能

竞赛的学生进行辅导和培训,为他们在学科与技

能竞赛中摘金夺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已经举

行的第六届全国计算机设计大赛中淮南师范学院

获得全国三等奖 3 项;“飞思卡尔杯冶全国大学生

智能汽车竞赛(安徽赛区)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

学校重视 部门配合 质量监控贯穿始终

淮南师范学院高度重视 2013 年暑期实践教

学小学期工作,按照《淮南师范学院暑期实践教学

小学期制实施方案》,专门组织教务、后勤、保卫等

相关部门召开了“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工作协调

会冶,保证了暑期小学期制教学顺利实施。 在实践

教学小学期开学前后,教务处分别下发了《关于报

送 2013 年实践教学小学期教学计划的通知》、《关
于开展 2013 年暑期金工实习工作的通知》和《关
于做好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教学准备及课程安排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学生所在院系做好学生的管

理工作,课程开出系认真落实课程开出的相关软

件、硬件条件,任课教师做好开课前的准备工作,
开课前必须有完整的教案和教学进度表,并做好

课堂考勤,在课程结束后进行成绩评定等相关

工作。
实行暑期小学期制,可凸显出教学制度的灵

活性,教学改革的实质性,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发挥

在教与学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今后,淮南师范

学院将继续借助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平台

这一基础,加大校际合作力度,实现联盟学校优质

资源互补共享, 为同学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教

学资源,积极探索暑期实践教学小学期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不断拓宽应用型人才培养渠道。

(淮南师范学院教务处供稿)

(上接第 30 页)基础冶的教学内容,探索合适的教学

方法,希望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师的授

课效果方面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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