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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教学工作井然有序运转良好

3月 9日是我校 2015年春季学期的第一天。

校长宋维明、副校长骆有庆，相关学院负责人、

学生处负责人、教务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前往各

教学楼查看教学运行情况，并看望师生。 

校领导来到教学楼前，听取了新学期的教学

安排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教师到岗和学生出勤情

况。向进入教学楼的师生致以新学期的问候。校

领导还对第一、二教学楼和学研中心教室的课堂

教学情况进行逐一查看。各学院高度重视，经管

学院等学院领导一早来到教室给今天上课的教师

送上新春贺卡、献上鲜花，有的学院慰问教师并

查看学生出勤情况。教务处工作人员逐一核实了

三个教室楼的课堂情况、教学设备运转情况。 

从检查情况看，教学运行总体情况良好。教

师提前到岗，准备充分；学生按时上课，精神面

貌良好。多媒体教室等教学设备运行正常，教室

整洁卫生，教学秩序井然有序。但也存在个别教

师在申请课程调整之后，未及时通知学生，影响

教学正常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为保证新学期开学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学

校各部门早准备、早安排。教务处和相关处室提

前上班，认真做好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对教室

内的投影仪等进行了清洗，对多媒体设备逐一进

行检修。各教学单位电子注册工作准备充分，学

生注册工作有条不紊。新学期选课、补考等工作

也已安排就绪。 

通过各个部门和学院的精心准备，本学期开

学初的教学秩序井然，良好的开端为本学期的教

学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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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申报工作启动 

为增强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在创新基础上的

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

平创新人才，日前，教务处启动了 2015年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申报工作。 

此次申报的项目包括“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

创业行动计划”项目和“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科

研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评选流程包括学生自主

申报、学院推荐、学校专家组评审三个环节。满

足申报条件的 2012、2013、2014级在校本科生可

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主组建项目团队，撰写项

目申报书，按要求向指导教师所在学院提出立项

申请，学校鼓励跨年级、跨专业、跨学科组建项

目团队；学院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初评，对

申报项目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按照教务处分配

的推荐名额分别确定国家级、北京市级推荐项目

排序，校级项目由学院根据学校给定的经费额度

自主立项；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各学院推荐的国家

级、北京市级项目进行评审，最终确立国家级、

北京市级立项。 

学校要求各学院应在全院范围内广泛宣传

本次申报立项工作，鼓励、支持广大学生和教师

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精心组织项目申报工

作，遴选出高质量项目。               (于 斌)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校内选拔赛启动 

日前，教务处下发通知，启动了“第二届全

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校内选拔赛。

我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本科学生均可个人或小

组的方式，通过学院推荐报名参加。学生参赛提

交的作品分为科技理念作品和科技实物作品两

类。科技理念作品应该是围绕主题内涵的一种创

意、理念、产品的虚拟概念设计，也可以论文的

形式（须含虚拟概念设计图）提交；科技实物作

品应该是体现大赛主题内涵的发明制造或者计算

机软件作品，必须以实物或者软件的形式（须附

制作方案）提交。教务处将采用现场答辩、专家

评选的形式组织校内选拔，评选出校级一、二、

三等奖，遴选出创意新颖、可行性强、性价比高、

实物类结构合理的优秀作品参加全国决赛。 

“全国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是由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和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全国性学科竞

赛，旨在倡导生态文明理念，以科技竞赛形式检

阅大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展示发明

创造成果；引导大学生夯实基础、勇于创新、关

注热点生态与环境问题，为改善人类生存与发展

环境而努力。首届大赛于 2013年在我校举办。第

二届于今年开展，由南京师范大学承办，主题为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主题内涵包括生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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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自然保护、生态工程、生态治理、生态修复、 生态规划、生态管理以及生态文明等。 （于 斌） 

林学类 13 级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完成

近日，林学院林学类专业分流工作完成，此

次分流涉及林学类 13级 133 名学生，最终划分成

林学方向、林学（城市林业）方向、林学（森林

防火）方向、森林保护四个专业及专业方向。 

学院高度重视林学类分流工作，前期召开分

流政策说明会，多次组织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

专业兴趣、个人发展规划等，邀请各专业负责人

对专业及专业方向的主要研究内容、方向进行介

绍，组织学生填报志愿。最终按照“志愿优先，

成绩为辅”原则，综合考虑学分积、面试成绩、

综合素质测评，将学生划分为 4 个专业及专业方

向，同时在分流中实现将国防生单独编班，为其

统一管理、课程安排和思政教育等提供有利条件。 

据悉，林学院自 2012 年实行按林学类招生，

学生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对各专业有了解之后于

第四学期初进行专业分流。林学类招生及培养机

制的实施，对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优化培养模

式、提升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林学院) 

生物学院新学期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生物学院团委组织开展

了学风督查活动，详细了解教师到岗和学生出勤

情况，做到及时监督。 

团委相关负责人整体部署了本学期的学生工

作，要求团委各位老师根据学校重点工作，结合

学院学生特点，做好本学期的计划安排，打造有

生物学院特色的学生培养体系。 

学院各秘书长成员根据整体部署，分别就各

自负责的学生组织工作进行安排，希望学生组织

负责人能够围绕学院中心工作，做好组织定位，

塑造品牌活动，在传承创新中拓宽思路，主动借

鉴已有资源，实现学生工作的标准化，确保学院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以大一新生为首，各班级在开学第一周陆续

召开班会，在会上对新学期提出新要求，动员大

家积极完善班级建设，争创优良学风班，将同学

们引导进入以学习为主的大学生活中，在班级中

创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优良的学习风气。 

在学院相关负责人、各社团、各班级的共同

努力下，生物学院各项任务传达到位，整体工作

井然有序。                     （生物学院）

园林学院首届梁希班学生赴华南地区实习

1 月下旬，园林学院首届“梁希”班（植物 方向）学生利用寒假时间在厦门开展了为期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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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南园林植物综合实习，这也是园林学院首次

尝试在华南地区开展本科植物教学实习。 

本次综合实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厦门

植物园为核心展开。第二阶段，开展了厦门市区

街道、校园和风景名胜区的植物应用调查和测绘。

此次实习，来自树木、花卉、观赏园艺及植物景

观教研室的 15名教师参与到了教学中，包括 2名

教授，5名副教授和 8名讲师，师生比达到 1:1。

在实习开展过程中，师生互动频繁，交流与学习

强化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思考能力。 

此次实习是园林学院探索新型培养模式的重

要尝试，目的是培养高层次、研究水平高的复合

型人才，为研究生教育输送高素质、创新型生源，

为社会提供适应能力强的毕业生源。较好的贯彻

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

的办学方针，也体现了“学生为本，道德为先能

力为重”的教育理念。 

据悉，华南地区气候条件优越、植物种类繁

多，在园林绿化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近年来，华

南园林绿化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园林人才。园林

植物应用有较强的地域性，华南园林植物认知与

应用一直是园林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此次

“梁希”班的设立，探索教学模式创新，促成了

此次华南园林植物综合实习。       （园林学院）

园林讲堂邀请日本教授探讨景观道路设计

近日，园林学院邀请日本东京农业大学造园

学科教授山崎元也作“环境·景观利用视角下的

道路规划设计”专题讲座。《中国园林》学刊主编

王绍增先生，园林学院李雄院长、雷芸老师等多

名学院教师也亲临讲座现场进行学习交流。本次

讲座旨在介绍日本对道路规划设计的分析、规划、

设计方法以及软件在道路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山崎元也教授首先对日本现有道路体系的组

成、规模进行简要介绍。山崎教授原就职于日本

高速公路公司，对高速公路的规划设计有着深刻

的理解。此次讲座对道路景观规划设计的讲述以

高速公路的建设为重点。 

随后，山崎教授所带的 3 名研究生对他们目

前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3 名研究生分别

为 2 名中国留学生以及 1 名日本学生。其中，我

校风景园林专业 09 级的校友研究方向为日本庭

院，他希望通过他的研究明确日本庭院的景观构

成以及其意义所在。 

报告结束后，学院教师与山崎教授进行了广

泛交流。李雄院长对风景园林关注的景观、生物

多样性等因素与山崎教授进行了进一步深刻的探

讨。 

山崎教授指出，道路是文化、道路是历史，

对道路的建设，就是建造历史和文化，将历史和

文化继续构建下去。               

 （园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