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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校英语教学改革之际，趁大一新生还在军训不需要上课，我有时间去京外高

校进行实践和调研。我于９月１４日到重庆邮电大学进行社会实践和调研，旨在加强
全国高校之间的联系，了解京外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情况，借鉴并学习其已有经验，

进一步推动我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进程。

重庆邮电大学是国家布点设立并重点建设的几所邮电高校之一，是工业和信息化

部与重庆市共建的一所以信息科学技术为特色和优势，在邮电通信行业、信息产业领

域，在西部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发轫于１９５０年，在
抗战时期交通部邮政总局原址上开办邮政人员培训班；在此基础上，先后举办西南邮

电分校、重庆邮电学校和重庆电信学校；１９５９年由国务院命名为重庆邮电学院，并开
始本科教育；１９６５年成为当时四川省招收研究生的１０所院校之一；“文革”期间，于
１９７０年改建为电信总局５２９厂，１９７３年改建为邮电部第九研究所，１９７９年恢复办学。
２０００年由原信产部划转重庆市管理，实行部市共建。近年来，学校抓住西部大开发、
重庆大建设、信息产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立足行业，服务地方，加强建设，加快发展，

２００６年更名为重庆邮电大学，２０１３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学校现有在校学生２４万余人，其中，研究生３０００余人；在职教职工１６００余人，其

中，教授１８０余人，副教授近４００人，有４００余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外聘了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英国、加拿大、美国、波兰、印度等国２０余名院士及１００余位
知名专家学者为该校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该校校友、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院

士为该校名誉校长、第一届校董事会主席。学校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省部级学术技术带头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重

庆市“百人计划”专家、重庆市百名学术学科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人选、“巴渝学者”特聘

教授等各类高层次人才５０余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师德标
兵、全国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重庆市名师、重庆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获得者１００余
人，国家及省部级科技创新团队、教学团队等２２支。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办学６０余年
来，为信息通信行业和地方培养输送了９万余名各类人才，被誉为“中国信息通信人
才的摇篮”。现为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全国首批信息专业人才培训基地、

全国首批通信科普教育基地、重庆市软件人才和微电子人才培养基地、重庆市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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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基地。学校主动适应信息行业产业发展需求，加强学科专业建设。现有１５
个学院，４７个本科专业，１２个一级学科、３８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２个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８个学科领域招收培养工程硕士，经教育部批准具有推荐本科
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学校深入实施质量工程，现有１１个省部级重点学科、５个国
家级特色专业、１１个重庆市特色专业，５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８个国家及重庆
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２７门国家及重庆市精品课程和双语教学示范课程，１６个国家及
重庆市教学团队，２７个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开展大
类培养，大力实施“ＩＴ精英人才培养计划”、“外语 ＋专业”中加合作人才培养项目及
“１＋２＋１”“２＋２”“４＋１”等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日
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和港澳台地区高校合作开展人才培养、短期学生交换、带薪实习

等项目，组建了“重邮—惠普软件学院”“重庆国际半导体学院”“微软重庆软件外包服

务人才培训基地”，与企业联合开展定制式人才培养项目，是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留

学生项目高校。近年来，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承担国家及部省级教改项目

１００余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３项，重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８项；学校高度重视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能力培养，已建成校外实习实训和就业基地２００余个，学生
参加第十一届“挑战杯”成绩位列全国高校第２１位，参加数模竞赛成绩连续两年排名
全国高校第二，参加第八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全国金奖，参加２０１２年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捧得该项赛事最高荣誉“ＴＩ杯”，参加全国电子设计、数学
建模、外语竞赛等获国家级奖励３００余项，部省级奖励１０００余项；学校本科毕业生就
业率保持在 ９５％以上，毕业研究生供不应求，成为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五
十强”。

学校坚持自主创新，是全国信息产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和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

工程基地，被誉为“中国数字通信发源地”。学校现建有“国家３Ｇ军民结合终端设备
动员中心”、全国首个“信息无障碍工程研发中心”等３８个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教育
部及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人文社科基地。学校在通信网及测试技术、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智能信息处理、工业以太网（ＥＰＡ）
与传感器网络、先进制造与信息化技术、微电子技术与专用芯片设计等领域，承担了一

大批重大科研项目，先后成功研制第一套符合国际电联标准的２４路、３０／３２路脉冲编
码机和１２０路复接设备及其配套仪表，参与制定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并设计出世界上
第一颗采取０１３微米工艺的 ＴＤ—ＳＣＤＭＡ基带芯片，制定了我国工业自动化领域第
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ＥＰＡ国际标准，研制出我国安全领域信息隔离与交换的关
键设备，研发出全球首款支持三大工业无线国际标准的工业物联网核心芯片，先后荣

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等殊

荣。近五年来，学校承担了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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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重点项目在内的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８００余项，获国家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７０余项，其中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７项，获全国教育科研成果奖和
教育部人文社科奖２项，主要科技工作指标进入全国高校百强之列。学校坚持开放办
学，立足信息行业，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探索产学研结合新模式，努力构

建开放办学大平台。学校成立了董事会，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邮政、

华为、中兴、大唐、普天、联想等行业著名企业，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工信部电信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与长安、四联、机电控股、重钢、力帆、富士

康（重庆）等在渝大型企业，与重庆两江新区、南岸区、西永微电子园、茶园工业园区等

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学校注重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与

惠普、微软、ＩＢＭ、思科、甲骨文、爱立信、诺基亚等国际 ＩＴ龙头企业联合开展人才培养
和科研合作，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５０余所高校开展学术交流、联合办学及共建研发
基地。

学校地处重庆主城南山风景区内，坐落在森林公园环抱之中。占地３８００亩，校舍
建筑面积６３万平方米，图书２３０余万册 ，２万余台微机联网运行，新一代数字校园建
有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红岩网校、文峰网络课堂、重邮ｅ站手机报等新媒体平台。校园
鸟语花香，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学习生活、成长成才的好地方。学校先后

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学校及周

边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全国绿化模范单位、重庆市最佳文明单位、重庆市森林单

位、重庆市园林式单位。学校被命名为重庆市首批“绿色校园”、“数字校园”示范学校

和“平安校园”示范单位。

———构建“三位一体”的教学系统，在教学中加强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培养。一是构筑了研究型课堂教学、创新型自主学习和服务型基层实践“三位一

体”的教学系统。学校对原有的本科学生课程体系进行改革，突出“专业与通识相结

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研究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合”

的培养原则。二是在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发展课程等课堂教学中，增强

教学的学术性，鼓励教师将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将知识学习、研究方法和研

究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三是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学校将创

新型自主学习纳入培养方案，并计以１０个毕业学分，增加了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课程
学时，要求学生开展为期半年的基层顶岗专业实习，把专业实习、综合实践和服务学习

紧密结合。

———打造“２３８”学术文化体系，加强大学生文化修养和学术探究能力。为使大学
生课内、课外都能在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中学习、训练、创造和发展，学校构建了

“２３８”学术文化体系。２是指两大计划，即以中国土壤学科开拓者侯光炯院士命名，以
科学探究为宗旨的 “光炯计划”，以国学大师吴宓的字命名，以素质教育为目的的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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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计划”；３是指研究性教学、自主性学习、创新性实验三大学术文化平台；８是指“雨
僧”讲坛、“光炯”实验班、科技创新基地、创新实验计划、科技创新基金、科技文化节、

科技文化竞赛、创新实践学分等八大项目载体。在这一学术文化体系内，学校设立了

本科生创新实践学分、本科生创新基金，建立本科生科技创新基地，鼓励学生积极争取

参加教师科研项目。学校还精心打造１００门重点课程、１００本经典图书、１００个创新基
地和每年１００场精品讲座、１００项特色活动等“五百工程”，举办“雨僧讲坛”，建设数字
化平台“雨僧网”和编辑《雨声》专刊，全力助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探索“顶岗实习”基层实践模式，提升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学校在对教师教育有关问题进行广泛调研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顶岗实习的探

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一是建立了“顶岗实习支教”模式。学校配合科技支农计划

的实施，通过签订校县合作协议，将区县作为科研和教学实习基地，把部分科研和推广

项目带到地方开展，极大地支持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推进了产学研一体化。三是进

一步拓展顶岗实习基层实践模式。学校还进一步拓展渠道，通过多种途径，创造性地

把大学生顶岗实习与西部地区基层学校师资、基层农技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素

质更新融为一体，为大学生搭建起综合实践和服务学习的有效平台，形成系统的顶岗

实习基层实践模式。

———推行“２＋１”学期制等体制改革，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保障。为保障
学术文化活动体系和基层实践模式的有效运行，学校实施了“教学管理体制创新工

程”，推行了不同于三学期制的“２＋１”学期制改革，在传统的春秋２个学期之间灵活
设置１个夏季学期，实行学年“五时段”排课制，增加教学安排的灵活性和师生教学的
选择性，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自主参与学术活动和基层实践。实施绩点学分制，探

索“按学分毕业、按绩点授位”的教学管理新模式；改革教学组织形式，开展分级分类

教学和小班化教学，实行班级授课制形式下的基于学生差异的个性化教学；推行学业

导师制，帮助每一个学生掌握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构建包括学生评教、教

师评学、专家评课、教学事故处理等诸多环节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在全国率先创设

“本科教学质量１１０”监控电话，受理对一切教学活动的举报、投诉、建议。
另外，我仔细调研了缙云论坛。

９月１６日，由缙云论坛和社会科学处联合主办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解读暨项目选题大家谈”在桂圆宾馆举行。研讨会由缙云论坛主席、经济管理学院

王志章教授主持，特邀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新民教授，西大期刊社编审、重庆市

学术期刊审读专家韩云波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邹芙都教授做系列

讲话的解读报告。全校１００名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
四位教授从不同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解读，提出各自

专业领域的选题建议。法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强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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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为主题的重大意义，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三个方面解读了会议通

过的决议。他认为，这些创新点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各个学科都可以找到自

己的研究空间。

韩云波教授重点解析了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这是继延安文艺座谈

会讲话后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在选题方面提出一是要还原历史遗物的本来面目，二是

考虑应然性。邹芙都教授从微观层面梳理了２０１４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立项课
题，总结了比例较大的七类选题，如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社会生

态和环境变迁等，这些选题与习近平不同场合的讲话内容密切相关。王志章教授做总

结性发言，提醒大家关注习近平讲话中新思想、新表述。

与会学者同嘉宾进行了自由交流，互动话题涉及民主和法治关系、公共服务、市场

经济秩序等，会场学术气氛非常热烈。与会学者表示，本次研讨会收获颇丰，希望能更

多地参与此类活动。

王志章教授介绍，缙云论坛是由西南大学人文社科教授自愿发起、经学校主管部

门批准的非官方、非营利性、智库型的学术组织。此次研讨会只是一个起点，缙云论坛

还将陆续组织开展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活动，希望全国中青年学者踊跃参加，为促进

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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