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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

共建活动
” ,

做好服务育人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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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后勤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

与思想政治工 作
、

教学工作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
、

相

互促进
,

对学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与学生开展
“
共建活动

”
`

,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高校后勤工作坚持服

务育人的一种重要的途径和方式
。

一
、

在参加劳动实践中进一步培养青年

学生与劳动人民的感情
“

共建活动
”

形式可以多样化
。

例如
,

可以直接组

织学生参加帮橱
、

校园绿化
、

卫生打扫等建设文明校

园的劳动
,

使学生在劳动中得到锻炼
。

大家知道
,

目

前在学校里学 习的大部分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

的学生生活中
,

参加劳动的机会很少
,

有的学生劳动

观念相当淡薄
,

所以组织他们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

是非常必要的
。

这几年我院后勤部门和学生处
、

团委

把组织学生参加校园绿化
、

卫生的劳动
,

列 入正常的

工作计划
,

每年参加这方面劳动的学生达二千多人

次
.

广大学生通过这些劳动
,

锻炼了思想
,

增强了与

劳动人民的感情
.

比如
,

不少学生通过食堂帮橱
,

亲

眼看到了饮事人员工作的艰辛
,

从而转变了以前不

正确的看法
,

更加尊重炊事人员的劳动
。

有的同学还

专门向食堂意 见箱里投了赞扬信
,

赞扬后勤职工的

高尚品德
。

二
、

加强沟通
,

帮助学生进一步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在
“

共建活动
”

中
,

后勤干部职工联系国际
、

国内

形势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广泛开展谈心活动
,

认 真做

好每一个学生的思想工作
.

如在开展共建文明食堂

活动中
,

食堂管理人员利用与学生一道检查饭菜质

量
、

食堂卫生的机会
,

与他们一起谈思想
、

谈人生
、

谈

志向
、

谈工作
、

谈学习
,

勉励学生要热爱祖国
,

勤奋学

习
,

立志成才
。

在 1 9 8 9 年动乱期间和近几年来国家

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

我们教育学生要始终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
,

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要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以江 泽民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

学校膳食科还经常与管委会

的学生一道
,

组织
“

五节
”

(即节水
、

节电
、

节煤
、

节粮
、

节油 )工作座谈会
,

广泛听取学生对学校后勤工作的

意见
、

建议
。

我们还经常利用召开伙管会和生活班委

座谈会的机会
,

向学生宣传艰苦创业
、

勤俭持家的思

想
,

使学生更加了解国情
,

理解支持后勤工作
,

同时

也促使学生为报效祖国而努力学习
。

针对学生中普

遍在的问题
,

我们还经常利用宣传栏
、

黑板报的形式

对学生进行有的放矢的思想教育
,

有一阶段
,

发现有

个别同学浪费饭菜的现象比较严重
,

为配合思想教

育
,

我们在食堂餐厅二楼黑板报上写 上
“

锄禾 口当

午
,

汗滴禾下土
,

谁知盘中餐
,

粒粒皆辛苦
”

这样一首

古诗
,

勉励李生们要珍惜粮食
,

节约每度电
、

每滴水
。

在长期与学生直接接触的共同生活中
,

学生与职工

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

起到了互相学习
、

互相促进

的作用
。

三
、

委以实职
,

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工作能

力

就学生而言
,

开展
“

共建活动
”
的最终 目的主 要

在于受到教育
,

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和将来参加
“
四

化
”

建设的本领
,

所以
,

我院后勤部门十分强调创造

条件和机会
,

让学生通过参与后勤劳动和管理工作

的实践
,

不断增长组织管理才干
。

学生十几年来的学

习基本上都是书本上的知识
,

要用书本上的知识来

指导 自己的实践毕竟还有一个过程
。

在开展共建活

动中
,

我们积极创造条件
,

让学生参与后勤管理
。

(下转第 6 9 页 )

收稿日期
:
19 9 6一 1 0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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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建设评估方法探讨

交流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使初次参加课程建设的教

师了解到如何进行课程建设
,

使参加过课程建设的

教师学到更好的经验
。

4
、

院级评审 主要由专家组和学院教学委员会

对各系 (部 )已通过评估的课程进行复评和验收
。

其

程序主要有如下几点
:

( l) 熟悉课程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

( 2) 听取课程建设负责人的汇报
,

认真查阅自

评
;

( 3) 参观课程建设成果展览 ;

( 4) 必要时可组织听课
、

评课
、

座谈会等活动
;

( 5) 根据评估指标体系分别对参加评估活动的

课程进行评议
、

打分
,

并作出最后的综合评价结论
。

四
、

几点体会

几年来
,

通过我院课程建设的评估实践
,

我 们深

深感到
:

( ” 课程建设评估有力地促进了课程建设质量

的提高
。

通过课程建设评估
,

大家进一步明确了 课程建

设的目标和要求
,

因而都能自觉地在提高课程建设

质量这个中心环节上下功夫
,

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
.

近 几年来
,

我院各有一门课程被国家教委
、

省教委评

为
“

优秀课程
” 。

被省教委评为课程建设一
、

二等奖的

有 3 门课程
。

由我院教师牵头主编的教材有 “ 门之

多
,

参加全国统编的教材有 4 门
。

我们还注意到获得

通过评估课程建设的课程
,

对其它课程的建设有很

好的示范作用
。

对参加评估而未获通过的课程
,

评估

组可以向该课程所在系部就某一部分的欠缺情况进

行交换看法
.

在充分肯定这些教师为课程建设进行

的不懈努力和取得成绩的同时
,

指出不足之处
,

希望

他们再接再厉
,

争取在下次课程建设评估时能够顺

利通过
。

(2 )要充分发挥系部级领导在评估中的作用

我院 1 9 8 7 年以来
,

先后选定 20 几门课程作为

学校课程建设的重点
,

并先后有 10 多门课程通过评

估
.

但在检查评估中
,

我们发现有的课程措施不力
,

进度慢
,

成果不大
。

这主要是与这些系部领导对课程

建设的重视程度有关
。

有的系部对课程建设工作抓

得紧
,

在评估进程中能认真组织自评
,

对本系部的课

程建设工作经常检查和督促
,

使得课程建设工作能

够顺利进行并通过评估 ;有的系部领导对课程建设

工作不够重视
,

抓得不紧
.

因而有的课程 虽立项已

五
、

六年了
,

但仍无大的进展
。

(3 )促进了教风学风建设

课程建设工作成效如何
,

往往与教师的事业心
、

责任感密切相关
。

凡能顺利通过院级评估的课程
,

总

是与有关教师在课程建设中的努力分不开的
。

这些

教师长期以来
,

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

并积

极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
。

他们在实际教

学工作中
,

不断对原有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和

创新
,

使培养的人才更加适应社会的要求
。

应该肯定

他们无论是在理论教学还是在实践教学 中
,

或者在

自身水平的提高上
,

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

良好的教

风促进了学风建设的良性循环
,

广大学生从教师身

上学到了许多对事业高度负责
、

精益求精的敬业精

神
,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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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聘请两名学生担任食堂副主任
,

让他们了解食

堂的情况
,

参
’
J食堂的民主管理

.

沟通学生与食堂职

工的联系
,

请他们想办法
、

出点子为搞好食堂献计献

策
。

通过这些活动
,

许多同学都极大地提高了认识
·

他们说
,

我们一天三顿饭在食堂进进出出
,

原以为食

堂工人也就是从事烧烧煮煮的简单劳动
,

实际上并

非如此简单
、

食堂工作也有丰富的经济理论和科学

的经济管理方法
。

有位同学担任食堂副主任一段时

间后
,

在他的个人总结中这样写道
:

食堂工作是一项

复杂的工作
,

在短短的的几个月的工作实践中使我

不但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

而且还学

到了不少处理工作的方法
,

增长了才干
,

社会经验也

更加丰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