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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猁科拨飘．蜉学’。院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于2008年2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隹正式建立，同时挂温州市农科院牌子，系专科层次公办

普通高等职业学校，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其前身是1950年创办的浙江省立温州农业技术学校和1958年创办的

温州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学校占地面积1 700多亩(含温州种子种苗科技园1030亩)，建筑面积23．3万平方米，拥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价值1 1 000万元。在编教职员q-580多人，柔性引进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金宁一，中科院院士蒋有绪等院士专家32

人，高级职称1 79人(正高职称31人)，博士58人、硕士387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1 51”人才、省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优秀青年拔尖人才、市“551”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员等高层

次专业人才1 1 7人，总量居全省高职院校前列。设有5院1部，26个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8290余人。

201 3年，为了更好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地落实，学校创新推行“寓教于文”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

人文素质教育为抓手，引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高、精、尖”发展，旨在解决时下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站

位不高、施策不准、突破不够等问题。

一是“高”点定位。学校实施“寓教于文”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来，从“政治站位高” “目标要求高”重新定

位人文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政治站位高”即坚持从“三势”中明确六大核心素养培养要求，引导学生在“大

势”中读出中国梦的未来，在“中势”中读出高职生的自信，在“小势”中读出真善美的自己。 “目标要求高”即

明确“既会做人又会做事，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完整的人”的培养目标。

二是“精”；隹施策。其一，育人内容精炼。围绕六大核心素养明确规定七大模块教学内容，创设涵盖127门课

程的人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和“课程菜单”，覆盖全体学生，学生根据“课程菜单”自行选课，对应开发

“十个一”实践育人教材。其二，育人过程精准。育人过程中，学校坚持连通大一、大二、大三教育时间，拓展“课

内——课外——校外”教育空间，重置“必修学分、选修学分、激励学分”教育学分，通过“三分三合”开展人文

思想政治教育“大学习”活动：通过“行走的课堂”等各类平台开展人文思想政治教育“大练兵”活动；通过“人

文运动会”开展人文思想政治教育“大比赛”活动。

三是“尖”端突破。其一，示范引领作用逐步增强。 “借势化势，事事透着‘思政味’”等得到中国教育报等

主流媒体专题报道。学校先后4次受邀在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会等地作典型发言。其二，科学研究成果逐年增多。

立项市厅级以上课题36项，发表论文69篇，出版专著以及相关教材9本。 “立足专业的‘三融合’人文素质培养体

系的构建与实践”获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其三，多方满意度均明显增高。2013年一201 7年，学生对学校人文

素质教学的综合满意度均在91％以上：同时，根据浙江省评估院关于201 3届以来的毕业生职业发展与人才培养质

量跟踪调查发现，近年来，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创新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综合素质等的满意度均高于全省和

高职院校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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