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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2 月 27 日，上海健康医学院与人民卫

生出版社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携手在图书出版、数字出版、虚拟医学

设备研发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培养医学

及医学相关类应用型特色人才。人民卫生

出版社此次在上海健康医学院设立分社，

也是该社在国内开设的首个分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总部位于北京，被誉

为国内医药卫生出版业界的“翘楚”。根据

国际相关权威机构的评估报告，在全球科

技医学出版 50 强中排名第 21 位。而上海

健康医学院则是一个去年刚组建的新医学

院校。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

策划、编辑、出版和推广适合应用型医学特

色人才的纸质教材以及慕课等多媒体教育

平台。“高等医学教育具有两大属性：一是

高等教育，二是职业教育，二者缺一不可。”

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黄钢介绍，作为一所

定位应用型、特色性、国际化的市属本科医

学院校，学校致力于构建完整的应用型医

学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医学及医

学相关类应用型特色性人才，近年来推出

了乡村医生、院前急救、康复治疗等专业方

向。然而，以往由于缺乏规范的教材，专业

教师不得不自主编写教案和教材。此次与

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不仅能提升本校的

教学质量和规范性，还有望在国内同类高

校中起到引领作用。

除了出版方面的合作，双方还计划在

医学专业人员、社区卫生相关人员的教育

培养，以及养老服务等相关健康服务产业

项目方面进行合作，并就医学专业设置、医

学教育大数据平台建设进行相关合作。

与此同时，配备虚拟医学设备和医疗

器械的“虚拟医学教学中心”在上海健康

医学院里开工建设。“它将是一个实训中

心，将真实模拟各种复杂的病症和病况，

让学生在操作过程中实践所学。”校方表

示。

■本报记者 符佳 浦东报道

在日益火爆却又良莠不齐的培训市场，

市民如何才能挑到适合自己的放心品牌和

培训项目？一张榜单或许能帮助到你。

3月 1日，浦东新区召开民非教育机构

特色项目获表彰大会，首批 12个金牌项目

和 7个优秀项目新鲜出炉，获得命名表彰。

这也是浦东新区成教协会首次面向全区

170多家民非培训机构开展同类评选，并以

此助推促进民非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

新区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张萍介绍，

随着教育培训市场的火爆，浦东新区目前

经批准登记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共有

170多家，其中既有经新区教育局批准设立

的民非学校，也有经新区教育部门审核通

过、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教育培训公

司。近年来，新区成教协会力推创建优秀

民非教育机构评选活动，继2012年、2014年

两度评选创优民非教育机构之后，首次在

2015年开始评选民非教育机构特色项目。

“这几年，浦东的民非教育更加注重品

牌意识，逐步形成品牌效应，因此评选受到

了他们的热烈响应。”张萍透露，此次共有

28家民非学校申报了 28个项目，申报机构

涵盖了民非教育的文化、教育、艺术、体育、

职业技能等领域。经过学校申报、项目发

布交流、评委投票评议和网上公示等程序，

12 个金牌项目和 7 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

他们大多经过长期培育打造，既有浦东新

区未来教育培训中心《睿思学习法系列课

程》、浦东新区珠心算教学培训中心的《幼

儿珠心算》等自主研发的系列课程，也有上

海三达进修学院《“项目经理”系列培训》、

上海沪东中华进修学院《船舶建造师岗位

能力培训》等助力浦东经济建设发展且深

受企业欢迎的的培训项目，也有夏友梅故

事艺术进修学校《开心果故事团》等传承非

遗的普及教育等。

“这 19个项目也是浦东新区民非教育

的第一批品牌项目。”张萍透露，新区成教

协会今后将每年组织一次面向全区民非教

育机构的评选，通过评选优秀机构、优秀品

牌、优秀教师等，搭建一个浦东民非教育交

流共进的舞台，促进民非教育的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如果将新区基础教育比作成一棵“大

树”，那么在实现基础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

过程中，既需要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这样“主

干”的茁壮，也需要一些具有区域特色办学

联合体的“枝繁叶茂”。3月 1日，新区第三

教育署“观澜办学联盟”和“园西办学联盟”

宣告成立，在探索和创新小区域教育均衡

发展的道路上率先起步。

“观澜办学联盟”和“园西办学联盟”分

别以观澜小学和园西小学作为领衔学校，

共涉及三署辖区内的 13所小学，覆盖川沙

新镇、祝桥镇、新场镇等街镇。其中，“观澜

办学联盟”包括观澜小学、新城小学、浦东

新区实验小学、东港小学、六团中心小学和

祝桥小学；“园西办学联盟”包括园西小学、

施湾小学、黄楼中心小学、坦直小学、石笋

小学、六灶小学以及新场小学。这些学校

各有特色及亮点，抱团发展旨在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缩小差距，最终实现区域内的教

育优质、均衡、持续发展。

有着 182年建校史的观澜小学是浦东

新区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在践行校创始人

黄炎培“实用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学校的

课程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观澜

办学联盟”领衔学校的当家人——观澜小

学校长金维萍表示，6所小学将联盟视为新

“家”，早在去年年底就召开了校长联席会

议，商议确立了家风、家训及家规——《观澜

办学联盟章程》。结盟前，各学校还做了基

于校情的排摸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将“教

学”、“德育”和“师资”作为未来三年发展的

关键词，并确立以项目为引领，由各校轮值

主持。如，今年观澜小学计划就“学习准备

期”的问题开展研究；东港小学将把特级教

师乔永杰的“乔氏数学教学法”引入课堂实

践；明年浦东新区实验小学计划重点开展家

庭教育的案例研究等。“一校一特色，六个学

校就做出了一批特色。我们希望通过相互

借力，挖掘并放大各校的亮点，在资源共享

最大化的同时提升自我。”金维萍表示。

“园西办学联盟”的特点则是成员学校

的“感情基础”非常扎实。园西小学校长姚

星钢告诉记者，园西小学和施湾小学、黄楼

中心小学早在 10多年前就是结对学校，和

坦直小学、石笋小学又同是办学联合体成

员，现在又加入了六灶小学和新场小学两

个新伙伴，组成联盟。经过研讨，7所小学

的校长们达成共识：教师队伍素质是教育

均衡的核心之一，办学联盟将高度重视教

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和发展。由此，该联盟

从“学科教学”和“课程共享”两方面规划未

来三年的工作。在学科教学方面，今年开

始到2018年，联盟内将陆续实施语文、数学

和英语以及其他学科的各年级师资流动培

训，努力形成“学习、研究、实践、探讨”为一

体的教研氛围，为教师成长搭建平台。而在

课程共享方面，各联盟学校还计划将一些成

熟的校本特色课程和文化课程拿出来进行

共享，如园西小学的团队合作文化和学生行

为规范课程、黄楼小学的迪士尼项目、新场

小学的古镇文化、坦直小学的彩豆文化等。

“如果说之前浦东的基础教育是随着

地区经济发展的脚步迅速发展，那么如今

在从教育大区到教育强区的推进过程中，

已逐渐由被动跟进向主动引领转变。”第三

教育署署长丁黎忠表示，两大联盟的 13所

小学在校生人数达1.5万人，相当于上海其

他区县一个区的小学生体量。这些学校各

有特色、互有参差，将他们组合在一起，是

期待能在学校管理、制度、师资以及课程等

方面扬长避短，碰撞出新的火花，进而提升

整个第三教育署的教育水平，也为新区其

他区域的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借鉴。

■见习记者 周蓓君 浦东报道

1月1日刚刚上任的纽约大学新任

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近日首次以校

长的身份正式到访上海纽约大学。这

位曾任牛津大学校长的著名化学家、

教育家，在上纽大校长俞立中的陪同

下，不仅深入上纽大的校园各处了解

这所特殊的中美合作办学大学，更现

身校园开放日现场，与今年有意报考

上纽大的中国高中生和家长开展面对

面的交流。

他惊讶于应届高三生熟稔的英语

表达，也毫不掩饰对上纽大未来的期

待：“在纽约大学所构筑的全球化教育

体系中，上纽大具有独特且重要的身

份。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只有通过

全球化学习才能应对，上纽大的未来

将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

开放是上纽大活力所在

“我非常重视上海纽约大学的发

展，也非常关注上海的发展。”安德鲁·
汉密尔顿声音洪亮、坦率亲切，在采访

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对上纽大的关

注。在他看来，上海纽约大学作为纽

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具

有重要的双重身份”。首先，上纽大是

中美两国的纽带，同时，也是世界上两

座伟大城市之间的重要纽带：“纽约曼

哈顿和上海浦东非常相似，都是充满

活力的地区，并且对于外籍人士非常

开放和包容。”

虽然在上海的时间不长，但安德

鲁·汉密尔顿显然已对上纽大的办学

格局和师生非常了解，尤其肯定了这

里的开放氛围。他说，上海纽约大学

由51%中国学生和49%国际学生组成，

其中国际学生来自全球60余个国家和

地区。“在寝室的安排上，每间房间内

都有两种以上文化背景的学生混住，

这是促进文化融合非常棒的方法。”中

外学生既是同学，也是室友，全球学生

汇集于浦东的教学楼中，在陆家嘴形

成一个全球化教育体系的纽带，吸引

各国学生前来学习与探索。上纽大的

学生令他印象深刻：“学生们对于21世

纪全球化有着独到的认识与见解。这

里的校园虽然很小，但是师生非常亲

密、互动频繁。”安德鲁·汉密尔顿说，全

球化所面临的挑战，只有通过全球化学

习才能应对，上纽大学生显然在这一方

面已进行了有益探索。

研究型大学是未来所在

刚刚卸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安德鲁·
汉密尔顿认为，纽约大学和牛津大学都

是世界名校，具有很多相似性。“大学的

角色不应当是对学生填鸭式地输入知

识和理念，而是要教会他们独立思考和

批判。如果要培养一个物理学家，就要

教会学生用物理学家的方式来思考，这

样才能创造新的知识。”因此，安德鲁·
汉密尔顿表示，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

中的教职人员都要有开放式的思维，要

能够为学生提供开放的辩论环境。他

甚至鼓励学生挑战老师和教授，去获得

独立思考的能力。

“纽约大学所构筑的全球教育体

系将有可能界定高等教育的未来。”安

德鲁·汉密尔顿认为，纽约大学目前在

全球 14个地区设有校园和学术中心，

各个地区实行错位发展。纽约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

校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系统中的三个

具有学位授予权的门户校园。上海纽

约大学的本科生有 1 到 3 个学期是在

纽约大学或者阿布扎比分校进行学

习，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学生带来不

同的文化、视角和语言，实现学生的多

样性，进一步促进理念上的交流。

虽然上纽大目前在读的只有本科

生，其实也有来自纽约大学和其他海外

校区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前来研修。在

这位纽约大学新任校长的眼中，已清晰

看到了上纽大的未来：它应当成为一所

研究型大学，并通过全球化的教育网

络，展现研究型大学的真正实力。

上海健康医学院“牵手”人民卫生出版社

为应用型医学特色人才打造专属教材

浦东首次表彰民非教育机构特色项目

第三教育署组建观澜、园西两大办学联盟

探索小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新模式

纽约大学新校长首访上海纽约大学

“上纽大独特且重要”

安德鲁·汉密尔顿（图中）与学生和家长亲切交谈。 □上纽大/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