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芳 版式 朱琳萍 校对 方嘉蕾 张莹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第一升学 大学· 本版电话：8806626714

本报讯 近日，常州机电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机 电 一 体 化 专 业
2018 级学生叶文静，照例带上
学校公益组织“高鹏书屋”募集
到的数十本书，向常州“一加爱
心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一
加”）出发，为北环新村社区的特
殊儿童送书、讲故事，陪伴他们
度过周末时光。

这样的活动，小叶已经坚持
了 3 年之久。自 2019 年成为学
校“高鹏书屋”志愿活动的负责
人后，叶文静就先后带领了上百
名 同 学 参 与“ 一 加 ”的 志 愿 服
务。在学校，他们每学期开展爱
心捐赠、义卖义演等公益活动，
筹集图书；在“一加”，他们精心
组织好每一堂辅导课，为每一个

特殊儿童带去知识和陪伴。
叶文静告诉记者，孩子们渴

望陪伴的眼神，就是自己坚持下
去的最大动力。“感谢学校‘高鹏
书屋’和‘一加’为我们青年大学
生提供的志愿服务平台。”

当天，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同“一加”共建了一所校外“高
鹏书屋”，这也是该校捐建的第
十所“高鹏书屋”。

“高鹏书屋”负责人王玲介
绍，这所“高鹏书屋”比较特别，
一是在于它的“流动属性”，因为
帮扶对象多为患有自闭症、渐冻
症等疾病的特殊儿童，志愿者需
要带上书籍到儿童家中或指定
服务点进行辅导和相关活动；二
是它筑起了校地两大公益组织
的“连心桥”，大大拓展了高校志
愿服务阵地。

（杨曌 解峰 图文报道）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为特殊儿童建起“流动的书屋”

本报讯“没想到大一刚
入学就成为地铁公司的‘准员
工’！”近日，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2020 级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专业的学生孙玉陈，
在通过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运
营二分公司（以下简称“苏州
地铁集团”）的面试后，激动地
说。和他一起加入该公司的，
还有该校 99 名来自轨道交通
学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专业、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专业的大一学生。而他们，都
是该校首届“苏州地铁订单
班”的学员。

面试现场，考官们参考学
生的高考成绩，着重考查了学
生的专业底子、岗位匹配度，进
行排名录取，最终从大一新生
中预定了 100 名“准员工”，进
入地铁委培订单班，接受三年
工学交替专业学习。该校轨道
交通学院院长吴志强告诉记
者，学校将按照地铁公司对员

工的岗位技能需求，与企业共
同制定实施人才培养方案，以
期输出满足企业需求的高技能
人才。学生毕业后将正式进入
苏州轨道集团工作，并享受企
业正式员工待遇。

据苏州地铁集团人教部
部长潘婷介绍，苏州计划于
2024-2025 年增开新线，岗
位人才缺口较大。“这次与常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组建订
单班，也是看中了学校专业化
的师资与完备的教学资源。
未来我们还将视情况扩大招
生计划。”

近年来，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建设了一流轨道交通
教学设备，投入资金逾千万，
为实践教学和高质量就业保
驾护航。校长杨劲松表示，

“地铁订单班”实现了学生入
学即入职，校企双导师合力育
人，让学生端上“铁饭碗”。
（杨曌 沈叶菁 文 王锐 摄）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刚入学
就成了苏州地铁公司“准员工”

近日，省常中 400 多位学
子走进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开展以“工匠精神，
实业兴国”为主题的职业体验
活动。

活动当天，刘国钧高职
校 安 排 了 刘 国 钧 纪 念 馆 参
观、刘国钧精神主题讲座以
及参观教学工厂等环节，让

省常中学子近距离感受企业
家精神与工匠精神；设置了
分析化学、沙盘模拟企业经
营、趣味电子等 14 项职业体
验项目。同学们基于前期个
性化课程选择，分别在 14 个
专业场所开展丰富的学习实
践活动。

皇甫大欢 陆涵 图文报道

近日，山西太原工业学院通
报“8 名学生因在体质测试时冒
名替考被取消学位获得资格”一
事引发社会关注，再次将“大学
生体测”的话题推向风口。

眼下正值期末，常州各高校
正陆续对学生进行体能测试。那
么，大学生体测到底有多难？体测
该不该与毕业挂钩？高校又该如
何引导学生锻炼？来看记者调查。

学生 最头疼引体向上、
耐力跑，有的班普遍不
及格

记者对常州高校大学生进
行了随机调查。受访学生普遍
认为最难的体测项目就是“耐力
跑”和“引体向上”。

在常本科院校一位学化工
的大三学生小 L 告诉记者，男生
都要做“引体向上”，而且上了大
三之后，引体向上的达标次数还
要比大一大二时多一点。他说，
得亏自己平时在宿舍里撸撸铁，
体测时勉强能做 10 个，刚好达
到及格线。“我们班级的男生在
这项上普遍不及格，大家每次听
到‘引体向上’就会很头大。”

除了引体向上，“耐力跑”也
是大家提及最多的“老大难”。
在常某高职院校经济管理专业

大二女生小X身材有些圆润，所
以，每到 800 米长跑时，她就成
了体育老师眼中的“困难户”。
对此，她的理由是：“冬天本来就
冷，很难把身体活动开，再跑个
800 米、1000 米，那更是难上加
难，感觉嗓子都在冒烟。能不能
改改这个项目的测试时间？”

不过，对于体测的存在价
值，多数学生给予了肯定的回
答。“体测可以督促我们锻炼身
体。设置及格线也是合理的，有
一个标准去衡量自己的身体机
能，是很有必要的。”小 L 说。但
事实上，调查结果显示，因为受
学习、生活等时间安排影响，会
经常锻炼的学生仍占少数。

老师 标准还可以提高，
力度还可以加大

常州工学院一位从业多年
的体育老师告诉记者，因为体质
的差异，男女生会在不同的项目
上显现出优劣势。男生在速度
力量上比女生好，如 50 米和立
定跳远；女生在柔韧性和协调性
上比男生好，如坐位体前屈。

记者了解到，《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从 2003 年启动，于 2014
年修订。测试项目的类别有身

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共
测试 10 个项目。普通高校学生
毕业时，《标准》测试的成绩达不
到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对于体测和毕业挂钩，该老
师认为合理。“从国家层面来讲，今
年的疫情给我们敲响警钟，全民都
要转变观念，健康第一；从法律角
度来说，高校实行体测不合格不发
毕业证，是有政策依据的。”

另一位大学体育老师则认
为，现在的大学生身体素质普遍
较差，因为在中小学时期落下得
比较多。“体测是为了监督大学
生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当前的
体测标准并不高，只要真正养成
体育锻炼习惯，达到要求还是比
较容易的。”她表示，体测的标准
还可以提高，体测违规的处罚力
度还可以加大，让学生充分意识
到体育的重要性，达到体育“育
人、强体、健心”的目标任务。

探索 体测项目纳入课
程，成立体测中心

如何让学生变“被动”为“主
动”？江苏理工学院体育部进行了
教学探索。体育部主任易锋告诉
记者，该校将体测项目纳入体育课
程内容，并成立了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测试中心——在校期间，学生都
可以去该中心进行动态测试，鉴于
学生的测试结果，学校针对达标困
难学生，集中组织课外训练。此
外，江苏省从2020届毕业生开始，
颁发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级证
书，即由原先的学位证、毕业证增
加为“三证”，就业时会成为“加分
项”。“一般用人单位很看重求职者
的身体素质，如果没有拿到健康等
级证书，对学生将来的就业也会有
影响。”易锋说。据了解，该校
2020 届 4500 多名毕业生中，有
4218人拿到了该证书。

杨曌 文 王红福 摄

引体向上、耐力跑成“老大难”

大学生体测，想说“爱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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