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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请到的主讲嘉宾：Richard Miller校长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可以说是近代工程教育一个奇迹

 Miller校长 以Olin 做为平台，改变工程教育

 在2014年发表的Miller校长访谈：“The Futur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Miller 1999年任命为Olin校长，之前是爱德华大学工学院院长。



 离开一个 Tenured 的职位，到Olin College, 没有终身制的位置， Olin 
College 还只是个概念，直到2003年才开学。是什么让Miller这样一位学者
做出这样的决定？听听他怎么说：

 很强的理念和责任意识，要改变工程教育。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工程教育有
两个重要数据：

1. 本科生中只有4.5%学习工科，而50%工科学生没有从工程专业毕业
– 漏水的工程师输送管道（a very leaky pipeline）

2. 只有18%的工科学生是女性。



 核心问题之一：学生不是积极参与教育过程，为什么？应该至少包括：

1. 以工程科学和数学为主的学习
2. 专注解题技巧，而不是建立工程问题的模型，然后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而是：1维-2维-3维问题，不同坐标系统等等)
3. 学生关注是考试会考哪些问题，内容从哪个章节来的，公式怎么用

 这样的教育很难培养有具有创造性、新想法的创新人才

 这样的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最有效的障碍！

 这也是为什么像 Steve Jobs、Bill Gates 和其他创新人才离开学校



 为什么这么多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不喜欢学习工程?

 因为工程自己没有展现出工程创造性的特点，而是工程技能!

 Colin College 如何培养工程学生的？www.olin.edu

 Olin的成功，是有一个优秀的领导，一个有共同理想的教师队伍，
和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系统和优秀的校园文化



 为什么讲Olin，而不讲MIT、斯坦福呢？

 因为MIT和斯坦福能做到的，只有不多的中国大学能够做到

 而Olin能做到的，我们每一所中国大学都能在某种程度做到

 每一所大学都能搞好本科教育，问题是大学的选择。校领导、院领导、系领
导和教师是否真心想把本科教育搞好？

 说起来容易，实施非常难。不是水平、甚至都不是资源的原因，是大学价值
观、体制机制和文化 – 对教育使命的忠诚！



 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大量的经费投入，特别
是对985 大学的投入

 大量的科研经费也投入
这些大学，快速提高了
科研的水平和产出

最近的美国 US 
News 世界大学
排名，如果只考
虑科研的声望、
发表的文章以及
引用，工科排名
第一名是清华大
学， MIT只是第
二名



成果与
进步

高水平人才队伍

(院士)
(长江学者)
(杰出青年) 

(千人计划) 

吸引了很多优
秀学者（国内

外）

建设了很好的研
究基础设施和科

研能力

提高科研水平
和研究的影响

提高大学和学
科排名

为研究生提供
很好的科研机

会

提高高校教师和
研究生的信心



挑战本科教育质量:
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和
企业的竞争力，也影响
研究生的质量

排名高的中国和美
国大学的差距之一
就是本科建议质量

如果鼓励大学领导
下决心搞好本科教
育?

如何鼓励教师潜心教
学、愿意与本科生交
流和指导本科生？

如何平衡教师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

教育部的举措
质量工程

高教30条 卓越计划
专业认证和院校评估

五位一体质量保障体系



 创新就是更新、更好…….

 无论是小的、大的、增长性的还是颠覆性的创新，都是：变（change)

 科技发展快速推动成果转化和创新

 创新不只是科技，还有社会方方面面的创新

 创新的时代，除了高科技外，也是空前的全球化时代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创新人才？



 世界工程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全球化和快速变化的创新时代，首先要知道将来需要 什

么样的工程师，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培养这样的工程师。

 所以要知道将来工程师工作所需要的能力

 可是将来的工作是未知的，又怎么能知道所需的能力呢？



 虽然很难预测未来的发展，随着科技和社会进步，各国的

工程专业认证组织会及时修改认证标准，教育研究和大学

会根据认证的要求和社会需要，及时改进培养模式和水平

 在创新时代，对工程人才的要求应该包括：认证的要求、

专业特色、终生的素质和能力、创新和创业能力



 满足工程认证的要求：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 + 特色

+ OBE-CDIO

 终生的素质和能力：专业知识以外的能力，就是专业知识都忘了后，

留在学生身上的素质 – 博雅通识教育

 创新和创业教育： 作为特色和必要的能力放在OBE-CDIO里培养

 汕大工程人才培养模式：OBE-CDIO + 创新（创业）+ 博

雅通识教育



确定博雅教育的内涵和精髓，以便实施和实现

什么是博雅教育?

The simple idea of a broad and 
well-rounded course of study [in 
the liberal arts].  The 
overarching goal is to liberate 
the mind from ignorance and 
superstition.

http://www.ccas.net

http://www.aacu.org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at empowers individuals, 
liberates the mind from 
ignorance, and cultivat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主动学习如：基于经验
（经历）学习、探究式学
习、本科研究、毕业项目

等等师生比低

小班授课，和大量的
教师和学生的交流

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自
然和基础科学（包括数学）
和艺术等学科的课程供学生

选择

书院（住宿学院），
导师指导、辅导和

咨询服务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校价值观、校园文

化和学校政策



与职业和技能培训的区别：

博雅教育培养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和
人生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正确判断和有效行动能力

宽阔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和其他科学知识

自我培养和终生学习的能力和工具

沟通、批判性思维、定性和定量研究等方面的核
心技能

适应改变的能力

容忍不确定和不清楚的信息和情况
(数据不一致、信息不足和矛盾等等）

担当社会责任和参与社会服务

全球知识和全球公民义务

高道德标准

宽阔和具有适应性的各种技能， 等等…



STU 先进本科教育模式
体制以学校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础



学术管理
人力资源
财务管理
资源管理

优质管理成就学术自由
-始于2001年

学分制 – 2002年
英语提升计划- 2003年
系统整合医学教育 – 2002年
基于CDIO-OBE结果导向一体化人才

培养 – 2005年
先进本科教育 – 2008年

本科教育改革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
学术氛围与校园文化



公民意识和素质

（社会服务；奉献精神；环保意识）

全球化视野

科学精神

人文素养

健康身心

思维方式

优秀专业知识和能力

（平等、自由、包容、诚信、负责、感
恩、同情心、关爱等价值观；人生观）

（整合思维；好奇心；观察力；敏感）

社会责任感 （领导和执行力；团队协作；沟通能力；强健体魄；

毅力；意志；独立；积极乐观；自尊自信；）

（中华及世界文化、艺术）

（全球意识和胸怀；融贯多元文化；世界
和人类前景的思考者）

（正确世界观；事实求是；追求
和坚持真理）

（专业从业能力；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
自主学习、创新创造、分析解决问题；）

人才培养的生态系统

包容
Inclusive
包容
Inclusive

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创新
Innovative

创新
Innovative

整合
Intergative

整合
Intergative

融贯

先进本科

OBE
一体化

学分制
国际
交流

户外
拓展

住宿
学院

整合
思维

移动
编程

服务
学习

公益
课程

专业认证
EPAS



沟通能力

创造价值

团队合作

敏锐

好奇心热情.自信

承担风险
承受挫折

知识应用
与实现

思考能力

观察力

自学能力
和动力

领导
和执行力 独立 有毅力

有勇气

汕大创新人才的特征



结果导向一体
化专业培养模

式（IOBE）

可适应性
培养模式
（个性化培养）

质量保障
（持续改进）

整合思维
移动编程

（先进课程）



 基于全面教育理念（Based on holistic education philosophy）

 采用一体化方法重新设计课程计划和教学工作

 通过全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和选修课程实施博雅教育的内涵

 以OBE方法和培养计划和过程实施专业培养

 通过可适应培养通过双学位、主辅修、跨学科课程和现代课程内容等方法
实现个性化培养

 高度协调和计划好的课外活动（第二课堂）. 



专业学院和住宿学院的培
养体制

(8 academic colleges and 
1+3 residential colleges)

丰富和有组织的课外活
动

(service learning and volunteers 
courses)

学生自发组织的课外活动小
组

(over 60 organiz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and more at the 

college level)

小班授课
(57% courses with 30 

or fewer students/class)

合适的师生比
(12:1)

学生可选课程数量充
足

(over 1000 courses)

高水平的讲座
Nobel Laureates and renowned experts 

导师制
(every student is assigned a faculty advisor)

主动学习（基于项目和问题的学习、
探究式的学习和强调学生动手的经验

(various student competition teams cross colleges)



1 专业目标指一个专业目标如土木工程

全校的本科教育

专业培养目标+ 通识教育目标(18 + 1 goals) 
of STU Advanc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400多门课程实施18个培养目标

18个通识教育目标面对所有专业



汕头大学人才培
养目标（二级目
标）(按需要程度

从高到低)

汕头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三级目标） 课程与课外活动 学生能力培养

1. 具有有效思
维的能力

 具有明确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具有按照正
确的逻辑做出推论和提出结论的能力；具有进
行归纳的能力；具有对各种可选择的解释进行
概括和形成自己观点的能力；具有对争论的问
题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能力；

 汕大整合思维
 逻辑方法论

 批判性思维、推理、
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2. 具有公共环
境意识和环保
的行为习惯

 对环保基本知识的了解；在解决工业生产和生
活中的问题时，和在日常生活行为中，能考虑
环保要求；在专业学习和公共课程学习以及学
校的各种课外活动中实践和体现这种意识和行
为习惯；积极宣传环保并能随时帮助他人确立
环保意识

 海洋环境管理与环境影响评估
 全球环境与生物学

 对社会负责和大众参
与

3. 形成包容，
诚信、负责、
关爱的价值观

 在学校学习生活中履行诚信；在学校学习生活
中履行各种责任；在学校学习生活中体现包容
和关爱

 何为同情
 全球正义：贫穷、道义与世界秩

序

 道德标准高，沟通的
能力，全球视野、知
识和国际公民的认识

4. 养成遵守公
共道德的自觉
性

 对公共道德的基本要求有明确的了解；在学期
间不说有损他人利益的话、不做有损他人利益
的事；做遵守公共道德的人并能在任何场合做
宣传公共道德的宣传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道德推理

 道德标准高

5. 养成实事求
是，追求并坚
持真理的精神

 在学校的各种正式课程的学习中实践和体现这
种精神；在学校各种课外活动和实践中体现这
种精神

 Introduc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mmitment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ivic 
engagement, make sound 
judgements

6. … 18  …  …  …



STU 整合思维
(STU-in-Thinking)

新生的必修课
三种思维和解决问题方法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创造性思维- Creative thinking
系统性思维 - System thinking
综合解决问题方法 - General 
problem solving 
methodologies

移动编程

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Appinventor by MIT-Google

激发学生开发自己的应用软件
和创新的兴趣

根据批判性思维教
指委

汕大目前是唯一大学为
一年级的学生开设思维
必修课的学校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
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
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
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
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
、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1  T E CH N I C AL K N OWL E DGE A N D RE A SON I N G
1.1.  K N OWL E DGE O F UND E RL Y I N G

S C I E NC E S
1.2.  CO R E EN G I N EE R I N G FUN D AM E NT A L

K N OWL E DGE
1.3.  A D VA N CED E N G I NE E R I NG

F U ND A MEN T AL K NOW L EDG E

2  P E RSO N AL A N D PR O FE S S I ONA L SK I L L S
A N D AT T R I BU T ES
2.1.  E N G I NEE R I N G RE A SON I N G  A ND

P R OB L EM SO L V I NG
2.1.1.  P r o bl em I d e n t i fi c at i o n a n d F o r m u la ti o n
2.1.2.  M o de li n g
2.1.3.  E st im at i o n a n d Q u a li t a t iv e A n a ly si s
2.1.4.  A n a ly si s W it h  Un c e rt a in ty
2.1.5.  S ol u t i o n a n d R e c o mme n d a t io n

2.2.  E X PE R IM E NT A T I ON  A N D KN O WLE D GE
D I S C OVE R Y

2.2.1.  H y p o t h e s i s  F o rm ul a t i o n
2.2.2.  S u r v e y o f  P r in t a n d E le c t r o n ic

L it e r a tu r e
2.2.3.  E x p e r im e n t a l I nq ui r y
2.2.4.  H y p o t h e s i s  T e s t ,  a nd D ef en s e

2.3.  S Y ST E M TH I N K I N G
2.3.1.  T hi n k i n g H o l is t ic a ll y
2.3.2.  Em er ge n c e an d  In t e r a c ti o n s i n

S y s t e m s
2.3.3.  P ri o ri t iz a ti on  a nd F oc u s
2.3.4.  T r a d e o f fs , J ud g m e n t  a n d  B a la n c e  in

R e s o l ut i o n
2.4.  P E RSO N AL S K I LL S  A ND A T T I T U DES

2.4.1.  I n it i at i v e a n d W il l in gn e s s t o T a k e
R is k s

2.4.2.  P e r s e v e r a n c e  a n d  Fl e x i bi l it y
2.4.3.  C r e at i v e T hi nk in g
2.4.4.  C ri t ic a l Th in k in g
2.4.5.  A w a r e n es s o f On e Õs  Pe rs on al

K n ow le dg e,  S k ill s ,  a n d  A t tit u d es
2.4.6.  C u r io s it y  a n d L if e lo n g L e a r n in g
2.4.7.  T im e  a n d  R e s o u r c e Ma n a g em e n t

2.5.  P R OF E SS I ON A L S K I L LS A N D
A T T I T U DES

2.5.1.  P r o fe s s i o n a l E th i c s , I n t e g r it y ,
R e s p on si b ili t y a n d  A c c o u n t a b i lit y

2.5.2.  P r o fe s s i o n a l B e h a v io r
2.5.3.  P r o a c ti v el y P la n n in g  fo r O n e Õs  C a r e e r
2.5.4.  S t a yi n g  C u r r e n t on W o r ld  o f E ng in ee r

3  I NT E RP E RSO N AL S K I L L S : T E AMWO R K AN D
CO M MUN I C A T I ON
3.1.  T E AMW O RK

3.1.1.  F o r m i n g E ff e c t iv e T e am s
3.1.2.  T e am O p e r a ti o n
3.1.3.  T e am G r o w t h  an d Ev ol u ti on
3.1.4.  L e a d e r s h i p
3.1.5.  T e c h n ic al  T e a m ing

3.2.  CO M MUN I C A T I ON
3.2.1.  C o mmu ni c a t io n S t r at eg y
3.2.2.  C o mmu ni c a t io n S t r u c t u re
3.2.3.  W ri t t e n Com m un ic a ti on
3.2.4.  E le c t r o n ic /M ul t im e d ia  C o mm u n ic a t io n
3.2.5.  G r a p h ic al  C omm u n ic a t i o n
3.2.6.  O r a l P r e s e n t a t io n a n d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C o mmu ni c a t io n

3.3.  CO M MUN I C A T I ON  I N  FO R E I GN
L A NG U AGE S

3.3.1.  E n g li s h
3.3.2.  L a n g u a ge s w i t hi n t h e E u r o p e a n  U n io n
3.3.3.  L a n g u a ge s ou ts i d e t h e  E u r o p ea n

U n i o n

4  CO N CE I V I N G , D E S I GN I NG , I MP L EME N T I NG
A N D OPE R AT I N G  S YS T EM S  I N  T H E
E N TE R PR I S E  A ND SO C I E TA L CON T EX T
4.1.  E X TE R NA L  A ND S O C I ET A L CON T E X T

4.1.1.  R o l e s a nd R e s p o n s ib ili t y  o f  E n g i n e e r s
4.1.2.  T h e I mp a c t o f En g i n e e r in g o n  S o c i e t y
4.1.3.  S o c ie ty Õs  Re g u la ti o n  of  E n g i n e e r in g
4.1.4.  T h e H is t o r ic a l an d Cu lt u r a l Co nt e x t
4.1.5.  C o n t em p o r a ry  Is su e s a n d V al ue s
4.1.6.  D e v e l o p in g a G lo b a l Pe r s p e c t iv e

4.2.  E N TE R PR I S E  A ND BU SI NES S  C ON T EX T
4.2.1.  A p p r e ci a t i n g D iff e r en t E n t e r pr i s e

C u l tu r e s
4.2.2.  E n t er p r i s e S tr a t e g y , Go al s a n d

P la nn in g
4.2.3.  T e c h n ic al  E n tr ep r e n e u r s h ip
4.2.4.  Wo rk i n g S u c c e s s f u ll y  i n  O r g a n iz at i o n s

4.3.  CO N CE I V I N G  A ND E N G I NEE R I N G
S Y ST E MS

4.3.1.  S e t ti n g Sy st em G o a ls  a n d
R e q u i r e m en ts

4.3.2.  D e f in i n g F u n c t io n ,  C o n c e p t  a n d
A r c hi t e c t u re

4.3.3.  M o de li n g o f  S y s t e m a n d E n su ri n g
G o a ls  C a n B e  M e t

4.3.4.  D e v e l o pm e n t P r o je ct  M a n a g e me n t
4.4.  D E S I GN I NG

4.4.1.  T h e D e s ig n P r oc e s s
4.4.2.  T h e D e s ig n P r oc e s s Ph a s in g an d

A p p r o a c h e s
4.4.3.  U til i z a ti o n  o f K no w l e d g e in  De si g n
4.4.4.  D is c ip li n a r y De si gn
4.4.5.  M u l ti d is c ip li n a r y De si gn
4.4.6.  M u l ti- ob je c ti v e  D es ig n

4.5.  I MP L EME N T I NG
4.5.1.  D e s ig ni ng t h e  I m pl em e n t a ti on  P r o c e s s
4.5.2.  H a r d w a r e  M an u f a c tu r in g P r o c es s
4.5.3.  S o f t w ar e I m p lem e n ti n g  P r o c e s s
4.5.4.  H a r d w a r e  S o ft wa r e I n t e g r at i o n
4.5.5.  T e s t,  V e ri f ic a ti on , V a l id a ti on  a nd

C e r tif i c a ti o n
4.5.6.  I mp le me n t a t io n Ma n a g em e n t

4.6.  O P ERA TI NG
4.6.1.  D e s ig ni ng a nd O pt im izi ng O p e r a ti o n s
4.6.2.  T r a in i n g a n d O p e r a ti o n s
4.6.3.  S u p p o r t in g t h e S y s te m  Li f e c y c le
4.6.4.  S y s t e m  I m p r o v e me n t a nd E v o lu t io n
4.6.5.  D is po s a l a n d L if e - E n d I s s u e s
4.6.6.  O p e r a ti o n s Ma n a g em e n t

(See Handbook, p. 17)

 除了专业技术知识
和技能外，CDIO大
纲的要求实际上和
博雅教育要培养的
能力一致，也是人
生的能力培养





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修读双学位、主辅修、和选修课程实现个性化的
学习和培养

全面学分制
with many elective courses

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
to cross faculty 

to take elective courses

鼓励学生修双学位

English 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ver 20% of students are doing 
double degrees for 2013 cohorts

with major-minor and double degree 
modules to facilitate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全校除了医学外，都已经
开始双学位鼓励学生主辅

修
are open for students 

in other disciplines to take 
as elective courses. 

70% +
专业必修课允许其他专业学

生选修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ver 70% of these courses offered by 
academic colleges and over 20% are 

university-wide common-core 
and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2,800 课程可修
(including repeating offers) were offered 

2014-2015年度, 



教育改革成效

联合利华&创行可
持续发展公益行动

全国五强总决赛

“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演讲
广东赛区复赛

冠军 大学新闻系学报
评审中文组

最佳新闻特写奖

包揽
前五名

全国Java程序
设计大赛华南赛区

首届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金奖

第十四届白金
创意平面设计大赛 特等奖

广东省
第十三届挑战杯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
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总决赛

暨第三届海峡两岸
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大陆地区选拔赛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
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广东赛区竞赛

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广东复赛

一等奖

第十二届广东省
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第六届全国
大学生数学竞赛

第十二届
Jessup国际法
模拟法庭大赛

全国市场调查
与分析大赛

2015美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

2014-2015
学生成绩例举



省内录取最低
排位逐年上升

教育质量
社会认可

理科录取超一本线25分，

最低排位27199，比去年上升2026名。

省内文科录取超一本线12分，

最低排位9258，比去年上升909

名

第一志愿

2015本科招生
继续创历史最好成绩



初次
就业率

居全省一本
高校首位

孵化企业风投/银行授信融资
/政府资金资助

自主创业团队

高1.6个
百分点

高2个
百分点

汕头大学社会需求
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2014）

中国827所高校本科
总体就业率排名就业

竞争力



排行榜唯一的
“80后”中国高校



结果导向
（OBE）

创新人才培养
人格养成
素质拓展

五个一
教育质量工程

一份雅思考试成绩

一张含金量高的文凭

一次出国（境）机会

一项原创专业作品

一份好工作或创办一个企业



力争2016年6月正式招生

 围绕环境、能源、健康等领域致力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和应用

 培养经济社会发展紧缺急需的创新型高层次工科等人才

 为广东省教育、科研和创新做出贡献



 在创新时代、也是科技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 工程教育要适应快速变化要求

 本科教育对社会发展和研究生教育至关重要，每一所大学都能够办好本科教育

 依靠专业认证的标准、和企业行业的紧密合作、开展工程教育研究、采用先进的教
育理念、方法、学习内容；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和终生学习的能力；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社会和专业行业的活动；培养各种职业能力

 汕大的一体化的OBE-CDIO和博雅教育探索证明，坚定教育改革和办好本科教育的
决心，一定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和培养水平

 我有很强危机感，我们要有更新的思维、更大的格局、更广阔的视野、更大的作为、
更高的目标和追求，才能做更大的贡献！



感谢教育部理工处近10年的支持

感谢工程教育界各位领导和同仁对汕大工作的支持

感谢汕大工学院的同事们为推动工程教育改革付出巨大的努力，
对于大家的奉献和付出，我永远记在心里

感谢李嘉诚基金会对推动CDIO工程教育改革的支持



“It is in Apple’s DNA that technology alone is
not enough. It’s technology married with liberal
arts, married with the humanities, that yields us
the result that makes our heart sing.”

Steve Jobs 

(from In Defense of a Liberal Education by Fareed Zaka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