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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99_E6_B2_AA6_c123_282739.htm 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

的高教资源，苏浙沪6所高校通过互换学生模式，为优秀学生

跨校学习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交换生计划”推进区域高教资

源共享 11月17日，浙江大学建筑学系大三学生王立锋看到网

上的一则“2007年长三角名校联盟交换生计划”后，马上去

学校教务处报了名，他希望自己能作为交换生到东南大学的

建筑系学习一个学期。目前，浙江大学已有10多名学生向学

校提出了交换申请。 长三角地区目前有近150所高校，其中列

入“211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就有22所，蕴含着国内一流的

教育资源。为了加强和拓展长三角地区高校间人才培养的合

作，2005年，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

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6所高校商定实施“长三角

高等教育合作优秀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项目，通过

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为优秀学生跨校学习提供途径。这一

项目被浙江省教育厅立项为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 交流项目集中于强势学科 根据长三角6所高校共同制

定的《交换生计划备忘录》，交换生均为在校三年级本科生

，学习时间为一个学期，学期结束后返回各自学校继续学习

。接收方不另收学费，负责为交换生提供修读课程的成绩单

及学分，交换生回原学校按所在学校和学院的规定进行学分

认定与转换，并继续完成学业。 据悉，该计划的交流项目主

要集中于各校的强势专业：如浙江大学推出了数学与应用数

学、化学、心理学、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东南大学推

出了建筑学、信息工程、电子科学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等专业；上海交通大学推出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专业⋯⋯这使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王立锋说：“东南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在全国数一数二，而且

历史悠久，我想到那边去交流，体会一下不同的教学模式，

与那边的教师、学生交流，对自己的发展肯定很有帮助。”

他说，同专业的一位学长曾通过该计划交换去了东南大学建

筑系，并参与了一个项目，还在全国比赛中获了奖。 2006年

上半年新学期开学后，“交换生计划”正式启动，6所长三角

高校的21位本科生通过跨校学习一学期获得了互认学分。其

中，浙江省有14名在校生作为“长三角名校联盟”的“交换

生”，获准在苏浙沪三地6校跨校学习，浙大除派出5名学生

分别去复旦、上海交大和东南大学听课外，还接收了来自复

旦、东南大学等高校的交换生。 学生在“第二母校”各取所

需 虽然每位学生都来自名校，“交换生计划”并不属于“高

攀式”的“优惠”，但还是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兴趣，每

位学生从学科优势、大学特色和城市特点掂量着交流的价值

，坚信此举将成为自己大学生活的有益补充。 浙江大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于超，报名赴上海交通大学交流，他认

为上海有比浙江更丰富的实习机会，能作为自己在浙大学习

的良好补充。3个月时间，他就得到了在欧莱雅中国总部实习

的机会，与该公司的总裁、副总裁一起工作。 到复旦大学交

流的浙大学生陆菡说，上海的高校比较密集，学生去其他学

校听讲座等也非常方便。从东南大学来浙江大学交流的马成

千则说：“我在浙江大学强烈感受到了综合性大学的学术氛



围，不同专业的学生能经常在一起交流，获得不同的启示。

比如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同一个教室里的同学来自各个专

业的同学，大家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很有趣也很精彩。浙

大的选课制度、四学期制都很有特色，选课的弹性和自由度

也很大，还可以选择教师，这些都充分考虑到了每一位学生

的需求。” 浙江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陆国栋说，长三角名校的

联盟，既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长三角繁荣发达

的成果，将会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认

为，与其他短期交流项目相比，交换生能有更长的时间去深

层次地了解对方学校的生活，融入对方学校的精神中，让交

流学校成为学生的“第二母校”。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

徐维祥说，这项探索可以更有效地促进长三角高校整体文化

圈的建立，培养更多高水平的优秀人才，为全国几个主要经

济圈内各高校的合作办学、资源共享机制的发展提供试点经

验和示范模式。 交流规模和领域有待扩大 “虽然报了名，但

能不能选上还不一定。”因为去东南大学建筑系交流的名额

只有一个，学校要经过选拔才能确定人选，王立锋目前心中

还有点忐忑，这成为制约学生报名积极性的一大因素。目前

，由于“交换生计划”还处于探索阶段，各个高校对“交换

生计划”还非常谨慎，交换的学生数目也不多，而且锁定的

交换生均为大三学生。他们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基础课程，下

学期主要会涉及专业知识的学习。很多浙大学生表示，希望

“长三角交流计划”有更多的专业、更多的人数向广大学生

开放，尤其是涉足人文学科的领域。 “各个高校本身还有一

些出国交流项目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比如浙江大学的本科

生，每年起码有三四百人出国学习一个月甚至一年。因此长



三角高校交换生项目，还需要立足本土，探索更多吸引学生

的模式。”陆国栋分析说。 针对上述问题，浙江大学今年已

率先面向长三角6高校开设了以“创新、创业素质提高”为主

题的暑期班。经选拔出来的长三角6所高校的34位本科生在浙

大聆听名师讲座、参观著名企业、与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交流

、参加素质拓展训练等，度过了为期10天的“游学”时光，

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据了解，长三角名校联盟今后

还将尝试教师跨校授课、推出跨校导师制等高校资源共享举

措，以满足更多大学生的需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