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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引领领领成成成长长长 共共共享享享美美美丽丽丽
我校女教授联谊会实施助成长计划

一个冬阳煦暖的下午， 校图书馆休闲书吧里传来
阵阵欢声笑语。在这里，校女教授联谊会、校工会、人事
处联合举办了一场温暖人心的座谈活动： 与青年女教
师畅谈美丽人生。 这正是我校女教授联谊会为发扬女
教授们在教学、科研、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智慧和优势，
而推出女教授助成长计划活动之一。

当天下午校党委副书记王宇航、朱永康，副校长
钟晓敏，与百余名女教授、青年女教师欢聚一堂，共话
成长。

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朱永康在会上致词。 他
充分肯定了女教授助成长计划的深远意义，并认为助
成长活动的开展为女教授们提升自我， 发挥教学、科
研等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为奉献社会、助
推女性成长成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希望女教授们能
够利用自身优势，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做出贡献。

女教授联谊会会长姚红对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
并介绍了女教授助成长计划的详细内容。 女教授助成
长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是与青年女教师牵手，努力发
挥女教授的传帮带作用，从教学、科研、身心健康、家庭
等方面对青年女教师进行指导； 第二将与青年女学生
牵手，传递爱心，传递正能量，从学业、就业、能力锻炼
等方面进行指导，关心青年女学生健康成长；第三将积
极参与浙江省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社会，为社会上的
女性提供帮助。 而此次与青年女教师畅谈美丽人生则
是助成长计划的启动活动。

在随后的女教授助成长计划牵手仪式中， 会计学
院戴娟萍教授和张丽平老师， 金融学院徐立平教授和
沈莉老师，工商学院李晓锦教授和王媛媛老师，外语学
院赵静华教授和黄倩老师， 人文学院曹苇舫教授和王
平老师，体军部王兵教授和吴艳老师，思政部朱巧香教
授和邢雁欣老师， 东方学院王跃梅教授和王懿老师等
8 对女教授与青年女教师牵手结对， 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展开一对一的帮扶成长合作。校党委副书记、女教授
联谊会名誉会长王宇航、副校长钟晓敏，为她们颁发了
牵手标牌。 副校长钟晓敏教授认为女教授对青年女教
师的“传、帮、带”，助推青年女教师成长，是一项极富意

义的活动，他希望青年女教师通过与女教授们的结对和
交流，能更好的规划自己的职业人生，走出属于自己的
精彩。

浙江省“五一”巾帼标兵、工商管理学院沈渊教
授，校体军部主任叶东惠教授以及财政与公共管理学
院赵海利教授分别从教书育人、身心健康、科学研究
等方面畅谈了自身感想，分享了美丽人生感悟；会计
学院张丽平、工商学院王媛媛、艺术学院蒋丽娜等几
位青年女教师也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发言见本
版，内容有节选）

为进一步营造和谐温馨的畅谈氛围，女教授和青年
女教师们还进行了手工花朵制作比赛，女教师们用巧手
制作出了各式各样的花卉作品，充分展现了我校女教师
的心灵手巧和多才多艺。

“多年来，女教授联谊会能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
作和自身的优势特点开展活动， 此次女教授助成长计
划既有新意又具实效， 希望希望助成长计划能持续展
开，逐步建成美丽财大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会后，校党
委副书记、女教授联谊会名誉会长王宇航如此评价道。

女教授联谊会简介
浙江财经大学女教授联谊会是我校女教授在校党

政领导下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组织， 与校女教职委一起，
在学校有关部门协助下独立开展工作。 联谊会自 2003
年成立以来，在历届理事会的领导下，联谊会以爱国爱
校为宗旨，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通过各种形
式，联络彼此感情、增进友谊、交流信息，维护女教授的
合法权益，为女教授身心健康创造良好氛围，促进并带
动全校知识妇女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为提高我校及社会各界妇女的素质与地位作出贡
献。 目前已有会员 233 人。

联谊会名誉会长：王宇航
本届理事会会长：姚红
副会长：王跃梅
秘书长：傅黎瑛
理事：魏遐、陈朝霞、叶晓凌、赵海利
各分工会有联络人

体军部 叶东惠教授

运动成就健康
我在全校女教师的体检报告中看到了如今作为女

性高级专技人员的令人堪忧的现象， 我们的女老师身
体素质每况愈下， 各种因缺乏运动而出现的疾病时时
缠绕在身上，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幸福生活的本钱；体育
锻炼不是奢侈品， 而是健康生活必需品……诸如此类
的健身理念倘若能更多地在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空隙
中体现出来，拥有健康的身体、优美的体态就也是指日
可待的事情了。

人们常说：“运动是防病治病的良药”。 的确，适当
的有氧运动对于降低冠心病、各种癌症的发病率、防治
慢性腰痛、 骨质疏松以及延缓衰老方面发挥了极大地
功效，对于防治超重和肥胖的作用更为显著。

运动， 一般指一种涉及体力和技巧的由一套规则
或习惯所约束的活动。 它包含各种形式各种强度的消
耗能量的方式，科学地来说，让我们的脉搏达到 120-
160 次/分钟的运动就是我们一般追求的有氧运动。 这

样的有氧运动，每周只要 3 次，每次 30-60 分钟，就能大
大改善我们的身心健康。

当然，运动量并不是越大越好，健康的运动方式也
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健康原则、渐进原则、全面原
则、坚持原则、安全原则。

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做适合自己各项身体素质的运
动，做适合自己的运动强度的运动同样也是运动过程中
非常需要注意的。 这其中，值得推荐且受众面广的运动
大致有如下几种：改善心脏功能的有氧舞蹈、最常用的

“健心运动”快步走、最时尚的健身运动“绿色运动”、不
负担体重，最安全的运动游泳、以及各种预防颈椎病的
运动、脊柱保健运动、办公室健身运动……

最后，定期参加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及
时调整健身运动计划， 改变健身目标也是重要的导向。
我相信，重视体育运动，让体育运动成为我们生活中最
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能够享受的健康幸福生活一定比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多得多。 刘恒整理

工商管理学院 沈渊教授

在平凡中孕育灿烂
我一直坚信学生在高校学习的两大任务是： 学会

如何“做人”和“做事”。 在“做人”培养方面，要强调注
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做一位诚实而有信的人。“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一直是我在教学活
动中践行的标准。

在“做事”上，我认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应该特
别强调敬业与奉献， 必须在未来的岗位上全身心的投
入，对所从事的职业要有一种敬畏。 “其身正，不令而
行”，不仅是我自己的座右铭，也时刻灌输在对学生的
教育中。

在日常的教学中，除了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外，对
学生的学习和业务发展上也尽可能的提供帮助。 利用
业余时间，辅导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并为学生
提供专业上的帮助。我比较注重学生的创新、动手与沟
通能力培养，在课堂设计中，着重与实训设计与互动教
学，将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科特点与教学内容相联系，力
求做到“受人与鱼不如授人于渔” 。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 我将学生的就业
工作也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从学生跨入大学校门开
始， 针对性地指导学生进行大学生涯和未来职业生涯
规划，引导学生努力学习和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就业竞

争力。 对学生进行求职辅导，尽可能向熟悉的企业推荐
学生就业，迄今为止，直接和间接推荐数 10 名学生顺利
就业。

工作多年来，我秉承“良师益友”的为师之道，为社
会培养了数千名大学生。至今与许多学生（毕业多年、国
外升造、在校）经常保持联系，为他们提供专业上的帮
助。 对于一些精神上忧郁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寒门
学子，无论是人格培养上还是经济上扶持上，我会投入
更多的关注和帮助，努力尽到一位党员教师的职责。 对
于专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会推荐他们
继续升造，曾十多次推荐学生成功申报国外知名大学。

教学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有奉献精神的岗
位， 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来投入工作。
自 2001 年以来， 我曾荣幸地先后担任企业管理教研室
主任，系主任工作。这期间，为了不辜负领导和同事们的
期望，我认真地履行职责，勤奋努力工作。在 2004 年“管
理学”校级精品课程申报中，即使连续 3 个晚上加班到
凌晨 3 点，也从不为此后悔或者抱怨，只是为了让该项
目最终获得立项。 在任职期间，在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我
们企业管理系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科建设、专业建设、
团队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最终，2012 年工
商管理专业被评为“五星级专业”。 尹俊杰整理

校青年女教师发言节选

携手融入财大 共筑美丽梦想
会计学院 张丽平

很荣幸作为女教授与女青年教师牵手的对象，作为一名刚刚毕业
的博士，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也是一
个痛苦的过程，通过与经验丰富的女教授的经验交流，女教授们用自
己的切身体会告诉我们应如何正确面对工作，处理工作与学习、工作
与生活的关系，这些使我获益匪浅。 作为一名青年女教师，要尽快成
长、不断进步、我们必须做好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女教授们学习，提高自己的教学
水平与素养。

对于我们刚刚成为教师的青年教师，我们应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教
学经验不足，而女教授们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水平较高。 因此，我们在
教学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应该虚心向女教授请教。 此外，我们更应该
学习女教授们以身作则，自觉追求高质量教学的精神品质。

其次，继续学习，提高自身科研能力。
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依存与促进的关系，科研是提高大学教师自身

素质的重要途径。 除了在教学上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我们也要注重自
身科研素质的培养，除了完成教学工作，还要在平时坚持阅读学术论
文，了解学科发展前沿，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除了认
真工作与努力学习外， 我们还应学习女教授们重视坚持锻炼身体，提
高生活品质的生活态度。

以上是我的几点体会，女教授们不仅是我们的同事，也是我们在
工作与生活中的导师。 我们会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争取得到全面提升。

艺术学院 蒋丽娜

自从进入浙江财经大学的大家庭以来，这所美丽的高校不断给我
惊喜和温暖。 从最初新近教师培训到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举办的各
类专题讲座，再有最近举办的“女教授助成长计划一———与青年女教
师畅谈美丽人生” 校女教授联谊会。 让初来乍到的我有了集体的归属
感，有了在这热土辛勤耕耘，挥洒汗水，收获丰厚果实的憧憬。

第一次参加清一色女教师出席的联谊活动， 感到非常新鲜和热
闹。大家在图书馆书吧围桌促膝交谈，轻松又活跃。女教授们在投影前
讲述着各自的成长历程，在我梦想的天空划出了一条条轨迹，也让我
间或静静思考起未来的自己在教育领域的奋斗方向，想象着属于自己
的那一道成长轨迹。

非常感谢学校的良苦用心，相信女教授与青年女教师结对牵手将
对我今后的工作产生实实在在的提升与帮助作用，为我们这些年轻女
教师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典范。 真心希望此类活动能传承下去，成为
一种校园文化，当年轻女教师长成女教授，会有更多的回忆和感恩回
馈学校，感染新人。

工商管理学院 王媛媛

入职三个月，我便体会到了身上的责任与压力。 作为一名青年教
师，我深知自己在起步阶段，存在着诸多不足，如：科研水平有待提
高，教学经验有待丰富，知识领域有待拓宽。 和在座的各位长辈相比，
我有太大的差距，“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我迫切的期待在老教师们
的带领下，尽快成熟、尽快完善。 这次活动为我们青年教师提供了一
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各位女教授的发言让我受益匪浅，看到了自己
努力的方向。

首先，要继承和发扬老教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通过联谊
会上的拜师结对活动，我会认真学习长辈们精于教书，勤于育人，一丝
不苟，严谨治学，刻苦钻研，诲人不倦的工作作风和精神。 将他们在教
学领域这片沃土中，孕育成的优良传统，继承并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
去，用我们的爱心和激情，把这一精神发扬光大。

其次，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真诚地向老教师请教。 通过老教师们
的言传身教，以老教师深厚的涵养，丰富的学识，精湛的教艺，给我们
更加厚实的滋养。

第三，要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研究、科研论文的撰写，不断提高自
己的教育科研能力。 我们会制定好计划，明确发展方向，向着目标一步
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下去。 努力使自己成为教育工作的实践者，学
术理论的探索者，成为有创造能力和反思能力的合格教师。

相信通过各位长辈的言传身教，一定会促使我们迅速成长。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赵海利教授

在兴趣中获得成功
对于女教授如何兼顾科研与家庭的问题， 我认为

两者之间是不冲突的。 作为一名女教授， 教学与科研
对我自身而言都是工作的需要， 而家庭是我生活的需
要。 两者可以兼得， 但其中重要一点就在于从兴趣中
把握平衡，获得成功。

首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喜欢教师这个
职业， 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开展教育
工作。 其实无论做什么工作， 也许我们不擅长这份工
作，但若我们从心底喜欢它，对它有兴趣之后就会努力
去做好它。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秉承着一份真诚的
心去教育人这样才是真正的教师。

再者，作为一个教授，科研工作也是本职需要。 如
果不能做到对科研多么感兴趣，但至少要做到不反感，
随后才能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做好这份工作。做科研

我们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确定做调查研究的
方向，这样才能更长远的在这条路上做下去。 我们需要
确定一个长期目标， 也许中间的有些过程有些偏差，但
只要确定了目标，并慢慢地向此发展，最终终能取得自
己想要的结果。

对于青年教师，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劝告大家，要保
持一颗平常心，对人对事不要操之过急。 虽然当前的考
核制度、 科研教学压力等因素确实会令人步履匆忙，但
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选好自己的发展目标，寻找适
合自己的东西再去进一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

世界上的好东西有很多， 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也
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东
西，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定下目标，寻找到适合自己更加
重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 杨田整理

校资深女教授发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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