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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很多同学要为求职就业
奔忙的当下，我们几乎不用焦虑，毕
业后就会有国企单位在等我们入
职。”说这话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国家
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首届产教融
合培养班的29名学生。昨天下午该
班举行毕业典礼，好几个来自全国
各地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到现场接新
员工“回家”。那么，这个班的就业
底气究竟在哪里呢？

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与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达成协议。这是高校

与重要央企的深度合作，双方都实
打实掏“硬货”。国家电投提供130
亩土地及6万余平方米建筑设施作
为实体办学基地，上海交大则投入
优质师资、教育资源、办学经费的支
持，并成立了“上海交大国家电投智
慧能源创新学院”。2021年，为支
持国家电投集团部分重点建设项目
和关键地区的发展，上海交大设立
了面向国家电投产业的产教融合培
养班，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
向就业”模式，面向海南、青海、西
藏、内蒙古、四川、山东、广西7个省
区招生30人。当时的招生简章就
明确，该班毕业生学成后将返回生
源地的国家电投所属企业工作，重

点参与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核
心技术攻关和底层技术研发，为区
域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因此，昨天刚刚脱下学位服的16名
毕业生将直接加入国家电投集团分
布在各地的企业，以专业所长服务
国家能源战略，另外的13位同学则
留在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的首届学生

一入校其实就拥有双重身份：他们
既是上海交大的学生，也是国家电
投企业的未来员工。所以，学院为
他们度身定制一整套教学方案，将
“工学交替，实践育人”贯穿本科教
育全过程，主干专业课程深度融入
企业的真实需求。学院开设6门校

企共建课程，集团单位提供7本企
业教材用于教学。培养过程实行校
企“双导师”制，聘请97名国家电投
技术专家担任行业导师，将企业真
实项目、技术难题转化为教学案例，
贯穿课堂教学、实习实训、毕业设计
全过程。学生在校内完成理论课程
学习，每年暑假赴就业单位（联合培
养单位）开展实习实践活动，四年里
共落实建成了25个联培基地。首
届班实现了“三个百分百”：专业教
学100%对接产业需求、学生100%
参与企业实习、研究课题100%源自
生产一线。
“我选择了先读研，三年后再回

家乡内蒙古赤峰市工作。”王洋同学

说，他的本科论文的企业导师是当
地一家新能源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在深入企业实习和调研后，企业导
师与他一同商定了论文主题，是专
门解决风能并网难的问题，这也是
这家企业一直在寻求的突破口。之
前的每年暑假，王洋都会在家乡的
几家电厂、煤矿跟班实习，掌握了许
多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愿
景和困境。
康学良同学即将前往国家电投

集团西藏公司工作。他说：“十周的
电站实地实习，让我对电站的组成
部分、运行模式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我愿把交大赋予的学识化作建
设西部的砖石。” 本报记者 王蔚

上海交大首届国家电投产教融合班昨举行毕业典礼

本科段工学交替 毕业生定向就业

这两天，手机被一

个令人感动的女孩刷

屏了。赵旭红，一个出

生即遭遗弃成孤儿，10

岁又痛失养父，幸得71

岁邻居一家人接力抚

养，待她如掌上明珠，托

举她的求学之路。这个

从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

羊头崖乡青山村走出来

的女孩一路披荆斩棘，

26岁考上东北大学博

士。女孩的奋斗与邻居

的善良，更是共同编织

了一个充满希望与温暖

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

和社会的真情。在命运的低谷

中，女孩没有被困境打倒，而是

以顽强的毅力一路拼搏，绽放出

耀眼的光芒，从被遗弃的孤儿逆

袭成为东北大学博士。

邻居无私的爱温暖而深

沉，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患

难真情。71岁邻居一家人的

善举，不是简单的施舍，而是一

种人性的光辉，这不仅是对弱

者的呵护，更是对未来的托

举。在赵旭红的成长过程中，

这份真情如同涓涓细流，汇聚

成她生命中的江河湖海，滋养

着她的灵魂，也激励着她不断

前行。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相

信，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性中

的善良与温暖永远不会褪色。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前不

久采访过的另一个女孩。从四

川省乐山市峨边县彝族村寨里

走出来的女孩尼里金枝，遭遇了

幼年丧父、少年丧母的悲惨命

运。她自幼勤奋好学，从未放弃

过自己，她那坚强、乐观和奋发

图强的精神感动了一位又一位

老师。他们接力托举，最终助力

她跨入上海音乐学院这座音乐

殿堂的大门。

在社会上，常听到命运不公

的抱怨，但这两个女孩的故事却

让人看到另一种力量——即使

命运再不公，只要自己不放弃，

整个世界都不会放弃你，努力就

是命运最重要的注脚。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各

种困难和挫折。也许我们会抱

怨命运的不公，也许会感到无助

和迷茫，但命运从不会亏待每一

个努力奋斗的人。

“这个专业未来的深造机会多
吗？”“学校的优势学科有哪些？”“行
业认可度如何？”昨天，2025年“复
旦大学附属中学高校招生咨询会”
在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举行。来自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49所全
国知名高校的招生负责人齐聚现
场，助力学子科学规划升学路径。
多所高校的高招专家表示，生活在
信息时代的00后学生比以往更成
熟，更有主见，然而他们的“包袱”更
重，希望其放下对优秀的“刻板印
象”，遵从内心热情来做专业选择。

“标准画像”成“包袱”
“Z世代‘包袱’太重，背负着社

会和家庭赋予的‘标准化画像’。”上
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博
士生导师赵简直言这几年的高中毕
业生考虑问题、接触信息的方式跟
父辈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体现在自
我定位上：我什么时候可以张扬，什
么时候需要收敛一点，什么时候我
觉得我的‘描画’要符合大家的期
望。”老师们在交流中发现，他们会
去揣摩成人的心理：面试的教授希

望看到我是什么样的、希望听到我
怎么回答，往往忽略我最想要什么。
“信息的发达让人获取经验的途径变
多。在自媒体等推波助澜下，学生、
家庭、社会对‘优秀’的定义有了‘刻
板印象’甚至形成‘攻略’。”赵简说，
不少学生进入大学后也会迷茫，未能
从高中“画像”中挣脱。“有的孩子大
学四年都在跟自己拧巴，执着于高考
没考好，这样易走弯路。”

有兴趣才能跑得远
复旦附中高三学生刘骐铭告诉

记者，自己想学“医学大类”方向，这
一选择源于高中时期萌发的兴趣：
“一方面，我很喜欢生物；另一方面，
我平时喜欢运动，受过几次伤，也因
此了解到许多医学知识。我还和志
同道合的同学买了《实用内科学》等
医学书籍来学习。”
赵简强调，学生专业选择应遵

从内心的热情，因为碰到困难时能
不能咬咬牙再往前推，这份热情至
关重要。“在十八岁，对自己未来想
做什么有迷茫是正常的。孩子们要
尝试‘破除’画像，自己去探索。谈
对象还要谈好几个呢，何况职业选
择？人生路途漫长，第一志愿进了

还能改，职业发展之路也会在成人
后一直调整方向。”记者现场也发
现，包括上海科技大学在内，越来越
多的高校不仅会满足考生第一志愿
填报，还会提供大学期间调整专业
方向的机会，给予孩子更多的机会
去不断挖掘潜力。
浙江大学上海招生组负责人表

示，如今学生和家长的志愿关注更
细致，包括校内专业分流如何操
作、能否进入心仪小专业以及“保
研情况”“国际合作”等。“相较于天
生的聪明才智，后天努力和兴趣更
为关键。兴趣是支撑人生长跑的
关键。无论是本科学习、硕博深
造，还是求职就业，没有兴趣完全
支持不下来的。只有感兴趣才能
推动学生在一个领域挖得更深。
尤其在大学阶段，知识体系复杂且
深入，大量知识是从‘刻板之外’延
伸出来的，你没有兴趣就很难主动
接触更多知识。”

携手破除信息偏差
近年来，网络平台上的志愿填

报指南层出不穷，但信息质量参差
不齐。复旦附中党委书记郭娟表
示，探索在高中举办的高校招生咨

询会，就是为了搭建高中与大学对话
平台，让学生从权威渠道获取真实、
全面的信息，减少志愿填报盲目性。
除了高考分数，学生的职业体验、学
科兴趣、个人特质同样关键。
“个人成长应该遵循‘长期主

义’原则，生涯规划不该局限于‘高
考’这一件事，科学的生涯规划需要
学生、家长、高中和大学的共同参
与。”郭娟介绍，在复旦附中，生涯规
划指导从高一延续到高三，分阶段
地给学生提供生涯规划的课程、测
评、指导。学校通过心理活动季，助
力师生共同看见自我的无限可能；
通过家长学校“走进职业”系列活
动，引领家庭探索成长的更多路径；
校友课堂则为学生展示更多职业的
未来；家校社联手提供生涯规划指
导等。“今年我们还首度邀请高二学
生家庭观展，让他们更早地启动关
于兴趣的思考。”
据悉，今年是复旦附中连续举

办大型高校专场招生会的第三年，
未来这一平台还将进一步扩大规
模，惠及更多上海高中生，打造更广
阔的升学指导平台，助力学子实现
个性化成长与终身发展。

本报记者 马丹

多名高招专家为考生们支招志愿填报

破除“画像”遵从内心热情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首届
16名毕业生涵盖数理化、土木、环
境、计算机等学科，11人选择从
教，其中9人签约上海市曹杨二
中、大同中学、同济大学科技中学
等上海知名中学，2人签约浙江、
贵州的知名中学。近日，作为教育
部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
计划（简称“国优计划”）的首批试
点高校之一，同济大学首届“国优
计划”硕士研究生学成毕业，交出
了这样一份亮眼的答卷。
同济大学努力探索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创新实施“双学位”培
养，为学生定制个性化方案，实现
理工学科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组建校内学科交叉、校内外联动的
“国优计划”项目培养委员会，汇聚
教育领域专家和中小学名校长，做

好“国优计划”项目的顶层设计；与
21所上海头部中小学共建培养实
践基地，推行“一校一策”协同育人
模式；建立“专业学科导师+教育
学科导师+校外实践导师”“1+1+
1”导师联合组机制。
“王以同学将人工智能融入数

学教学的创新尝试，朱海宁同学系
统掌握了高中化学全流程的严谨
训练，郭宇峥同学运用问题驱动教
学法，并参与教研协作的深度实
践。”“国优计划”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代表、上海市曹杨二中校长周飞相
信，他们将为中学教师队伍注入适
应未来教育形态、引领教育变革的
强大动能。同济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将进一步深化科教融汇，共
同为基础教育输送更多兼具学科深
度与教育情怀的创新型教师。

丝网版画、八段锦、中草药香囊制作……昨天，松江区机关幼儿园组
织开展“非遗润童心 技艺代代传”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和民
间艺人走进校园指导学生体验非遗技艺，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姜辉辉 摄影报道

同济大学首届
“国优计划”硕士生毕业

非遗润童心

教育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