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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大首届国际课程周落幕

以国际化视野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
经验分享

校地协同加强新时代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王旭东

津新两校共同开展教研活动

加快职业教育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的重要基础”，提出“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
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
安”。高校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对大学生的国
家安全教育，是其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大职责使命的重要保障。天
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德”）在构建国家安全教育体系过程中
实施校地协同，为构建科学完善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经验。

第一，构建“大安全”理念，建立国家安全教育实践研究中心。中德在
天津市教育两委和津南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国家安全教育实践
研究中心，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大安全格局”为基本定位，打造
集理论研究、政策咨询、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教育研究交流平台、
实践研究基地和智库平台，努力为国家安全教育实践育人工作提供理论
支撑和决策参考。同时，基于该中心，学校将国家安全教育作为思想政治
教育重要组成部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第二，构建“大协同”格局，打造国家安全教育实践平台。中德与天津
市人防办、津南区公安局、梅江戒毒所等单位共同合作整合资源建设实践
教学基地。依托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防教育基地，打造了天
津市第一家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实践教学基地；通过开展公众开放日、安
全知识讲座等活动，积极开展社会服务，面向社会公众普及国家安全知
识。与津南区公安局、梅江戒毒所开展多类型、多渠道深度合作，校警双
方共同组建大学生“义警”工作队；同时，还邀请经验丰富的一线公安干警
到校进行专题讲座，开创了一条以预防诈骗与毒品犯罪、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为特色的教育新路径，增强了学生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实践能力。

第三，构建“大格局”体系，推动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中德与
津南区教育局合作，构建“大中小”一体化国家安全教育新格局，双方签署
协议共同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加快推进学校国家安全教育课程体
系建设、深化拓展实践育人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学校主动对接津南区
各中小学、幼儿园，校地在区域统筹协调、体制机制改革、课程建设、师资
队伍培训、学生培养、科研课题研究等六方面形成合力，促进区域内学校
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共育、协同互补、融合发展。

中德通过校地紧密合作，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形成了学校党委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大安全”工作格局，构建了理论知识
教学、实践活动开展、校园文化塑造、网络平台建设“四位一体”育人模式，为
全方位充分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有效提升了在校学生的国家
安全意识，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竞争
力，近年来约15%的毕业生进入了国防科工企业就业。学校还将在天津市教
育两委支持下与成立天津市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践创新研究中心，促进
全市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学由理论向实践转化，构建我市教育系统
完善的国家安全教育实践体系。高校加强校地协同，共同实施完善的国家安
全教育与实践有助于推动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安
全挑战，对于培养忠于国家的高层次人才意义深远且重大。

近日，中国民航大学首届课程周活
动圆满落幕。15位外籍教授、行业专
家，12门高层次、高质量、高标准的全外
语课程，给同学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知
识盛宴，吸引了中外学子的积极参与。

探索学术前沿
拓宽国际视野

在国际课程周的丰富课程中，学生
与教授们进行深入对话与思想碰撞，从
而获得宝贵的收获和启发。教授们不
仅分享了前沿的理论知识，还结合自己
的研究和工程实践，为学生们展示了如
何将知识应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想象一下，机器人借助这些先进

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执行任务，与人
类更加自然地交互，这将为我们的生
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变革。”控制工程专
业的赵艺博同学对《人工智能技术在
工程中的应用——以机器人为例》课程
所讲授的内容颇有感触，“课上，教授的
讲解使我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器人中
的应用有了更深入的领会和思考。未
来，我需更加努力学习，紧跟技术发展
的步伐。”
“事故案例分析、还原实际工程问

题的学习场景、沉浸式全英文授课和英

文教材、开放式讨论互动……这些不同
寻常的学习活动很有挑战性，夯实了我
的专业知识，同时让我对未来的实际工
作情景和能力要求更加清晰。”《航空人
为因素及维修差错管理》课程对飞行器
动力工程专业的安子恒同学来说充满
惊喜、挑战和收获。

卓越师资育英才
教学相长促发展

本届国际课程周授课师资队伍实
力雄厚，来自美国普渡大学、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的一流学者，以
及来自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等国际航空组织和机构的行业专家
汇聚一堂，每门课程均配有教学经验丰
富的中方教师进行辅导，形成了一支多
元化、国际化的教学团队，为同学们带
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

埃塞俄比亚航空大学、国际民航组
织高级专家Legase Mihret Tesfaye教授
表示：“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基础厚实，
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发展迅速。本次
国际课程活动中我领略到了大学教师
团队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也感受到了中
国新一代青年的活力和希望。中国民

航大学是航空人才培养的高等学府，相信
我们在国际教育合作、人才交流培养等方
面会有更加殷实紧密的合作。”

外国语学院教师罗旭作为《英语公共
演讲——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课程的中
方共课教师深度参与了国际课程周活动，
她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于同学们而言，
本次课程习得的演讲技能将伴随一生，帮
助大家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
事；于我而言，本次课程的组织经历将铭
刻脑海，成为一段最珍贵而难忘的回忆。
这段同大家‘教学相长’的旅程，也是我职
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搭建国际科研合作桥梁
厚植国际化人才培养沃土

国际课程周活动是中国民航大学以
国际科研合作助推人才培养的生动实
践。过去三年间，学校获批的国家和天津
市外国专家项目实现了量的增长与质的
飞跃，获批项目共计19项，累计引进海外
专家41人。自2022年起，学校参照国家外
专项目的管理办法，设立了校内外专引智
项目，用以资助我校教师与海外专家开展
国际交流、科研合作项目预研和所在地国
际化课程建设等活动，并为申请国家外专
项目、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和学生联合培养

项目等做好前期准备。截至目前，已支持
立项28个，引进海外专家33人。

依托外专项目，学校教师与一批世界
知名院校和国际航空类组织、民航主管部
门、航空制造业和航空公司的教授、专家开
展科技创新合作，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
不断提升科研国际合作水平，夯实创新型
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基础。过去三年间，
境外专家累计在校开展80余场高水平学
术讲座，众多学生从中获益。海外顶尖学
者和行业专家的参与，使得学生不仅能够
直接接触和学习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科
研方法和行业实践，还获得了参与国际科
研项目的机会。专题讲座与基础理论研究
相结合、课程教学与科研创新相结合、海内
外教师同授课的教育模式，拓宽了学生的
专业知识储备和国际视野，为将来在全球
化背景下探索职业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本土教师团队能够吸收国际先
进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思路，进一步提升自
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实现了科研合作和
人才培养的互融互促。

首届国际课程周的顺利举办标志着中
国民航大学在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一周的学术交流和文化
融合，不仅极大烘托了校园的学术氛围，也
激发了师生对国际视野的追求和对前沿知
识的探索。 通讯员 袁桦

近日，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螺旋制材——向城市
拉链式马路管道修复SAY NO！》项目和《津蓄聚能——
抽水蓄能电站用大口径水电球阀》项目荣获中国国际大学
生创新大赛（2024）天津赛区职教赛道总决赛金奖。其中
《津蓄聚能——抽水蓄能电站用大口径水电球阀》项目因将
全新的数字化设计、仿真、试验技术融合到产品研发的各个
生命周期，促进传统产品的性能优化，更好地服务企业发
展，在金奖排位赛中获得全市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依靠百利装备集团“天津
制造”品牌优势，主动融入京津冀地区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发展。2023年下半年，学校与集团所属单位天津

国际机械有限公司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
开展阀门产品的研发、试制、人才培养合作。

为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新知识、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增强学生创新能力，过去的一年，学校派薛子萱教师十
余次带队调研天津国际机械有限公司，从大一新生的
认知实习，大二学生的专业课教学，再到大三学生的顶
岗实习，处处都有机电学院师生在企业活动的身影。
备赛让学生养成爱学习肯钻研重实践的科研精神，激
励着机电学子更加求知求进。目前，学生们又已踏上
自觉思考诸如城市拉链式马路的民生问题、绿色低碳
发展的战略问题之路。 通讯员 刘淑君

为做好职业教育对口帮扶，加快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天
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英语教学团队积极与新疆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英语教学团队联系和沟通，共同构建“东西部大学英
语教学共同体”。近日，两校英语团队教师开展教研活动。

活动中，两校英语课程负责人从学院职业教育成果、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教师教学科研和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等
方面介绍了本校教学的开展情况，教师代表在交流发言中结
合教学设计、比赛心得、国际交流等工作分享教学经验，就课
程建设、学科竞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今后，两校将
进一步贯彻落实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的部署要求，深入推
进课程教学改革和教学共同体建设。 通讯员 张艳芳 邵倩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发挥行业办学优势

服务企业发展 助力学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