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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梦甜
通讯员 程智谋

“VIS设计是会展专业的核心课程，

主要解决企业理念符号化、标准化、规范

化地传达给社会大众的形象视觉识别系

统的建构问题，这套杭州市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研究室的形象识别系统就是由我

们学生设计的。”偌大的展厅里，14会展大

专班学生崔忠运细细讲解着每幅作品，举

手投足间尽显专业风采，她的身后跟着一

群充满好奇的小学生。“每天都有络绎不

绝的人前来参观展览，他们的鼓励是对我

们最大的肯定。”崔忠运兴奋地说道。

这场“高大上”的展览其实是杭州市

人民职业学校会展专业学生的一次习作

展。但就是这样一场看似寻常的展览，

却处处显示着不寻常。

从毕业展到作业展，
这是一次大胆试练

“这次展览的定位，不是学生的优秀

作品展，而是一次教学习作展。”杭州人

民职校党总支书记金卫东告诉记者，以

往，学校会将毕业班学生的优秀作品挑

选出来，举办一场毕业展。而这一次，是

按学号随意抽取各年级学生习作，并将

其搬上舞台。

从聚焦少数优秀学生的毕业展到

“面向人人”的作品展，对于这样一次大

胆试练，起初也有教师表示不理解：学生

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是否会影响展览

效果？面对质疑，金卫东笑言，结果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中学生是否有收获、

在成长。

事实上，“将展览和日常教学相融

通，给学生更多的展示机会”，正是举办

教学习作展的初衷所在。此次展览分平

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海报设计、

图形创意、软件基础、VIS设计、字体设

计、公共视觉设计等9类作品，恰恰对应

了会展专业的9门课程。为了交出满意

的作品，学生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你真

的无法想象学生的潜力有多大。”金卫东

感叹道。

让人脑洞大开的图形创意、充满个性

的字体设计、极具表现力的色彩构成……

当作品被摆进展厅的那一刻，学生们激

动不已。展厅开放第一天，就有校内外

500余人前来参观。一本厚厚的留言

册，记下了满满的观后感：“创意无限，精

彩！”“后生可畏！”“为会展的老师、学生

点赞！”“好棒的展览！”……

15会展大专班学生张菲菲兴奋地

说道：“虽然我们的作品还略显青涩，但

通过这样的展示，我们变得更自信了。”

“有了掌声和喝彩，我们会更有热情和动

力去直面专业难点，用心学好每一门专

业课程。”14会展大专班学生金佳敏说。

金卫东惊喜地发现，“面向人人”的

教学作品展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学生学习

状态的变化、专业技能的提升，更为重要

的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展厅

里，常常能看到同伴间互助学习的身

影。高三学生细致地给学弟、学妹讲解

作品的亮点和缺憾，作品创作者虚心向

同伴请教如何将作品表现得更好……

金卫东告诉记者，这样的教学习作

展以后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成为一种

常态。对于教师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挑

战和鞭策。“学生展出的习作，是对教师

教学效果最直观的检验，这在无形之中

倒逼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指

导教师何臻如是说。而这，正是金卫东

所期待的：通过举办教学习作展，形成一

个良性的“教育生态链”。

从策展到布展，
这是一个学生自己搭建的舞台
走进展厅，进门处的墙上，两台悬挂

式电视机同步播放着此次展览的宣传短

片；转角处是一个休息吧，游客参观完展

览后，可以在此小憩，相互交流心得；七

大展区动线分明，游客可以用贴纸给自

己喜欢的作品点赞；出口处的桌子上摆

放着一本留言册，游客可以在此写下自

己的观后感……让人惊叹的是，这样一

个处处透着用心的展览，从策展到布展，

全由学生自己承担。

14会展大专班学生崔忠运和倪敏

欢是这场展览的总策划师。为了办好这

场展览，整个团队放弃了无数个周末的

休息时间。海报宣传、视频制作、展厅公

共部分的设计、展厅布置……每一项工

作，都有明确的分工。倪敏欢告诉记者，

他们还专门为此组建了一个工作群。“在

这个群里，我们从不聊和专业无关的事，

项目负责人在群里布置了任务，团队成

员一定要及时应答。”倪敏欢说道，“就像

是一个小型公司，采取商业化的管理模

式，这也为我们提前适应企业工作氛围

创造了条件。”

对于学生而言，参与策划一场活动，

过程中的收获远比上几堂专业课要大得

多。“如何做好团队的沟通协调工作，突

发状况如何解决，在物料准备上需要有

哪些考量，等等，这些都是课堂上学不到

的。”崔忠运如是说。

在海报设计区域，项目负责人张菲

菲计划在两块KT板上放6张60cm×

90cm的海报，但操作后发现，这样的排

列过于紧凑，游客需要蹲下来，才能看清

下方的海报内容。于是，张菲菲又将海

报尺寸调整为75cm×50cm，两块KT

板上放4张海报。“这样一来，视觉上就

舒服多了。”张菲菲说。

“如何将裱了框的学生作品挂上墙，

这也是一门学问。”崔忠运说道，“一开始

我们没有布展经验，仅用一股细细的鱼线

悬挂作品，结果因为鱼线承受不了作品的

重量，作品掉了下来。吸取教训之后，我

们加粗了鱼线，用四股线悬挂作品。”

“这就是一个综合学习的过程，它改

变了原有的课程框架，把各种隐性资源

调动起来，让所有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并

获得不同的增量。”在金卫东看来，让学

生自己来办展览，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嵊州市职教中心：
学生常态化服务病残老人

本报讯（通讯员 郑士明 竺时焕）近日，嵊州

市职业教育中心在该市康复医院设立校外德育基

地，定期组织学生为年老体弱者提供爱心服务。

嵊州市康复医院作为疗养性的医疗机构，有大

量老人需要社会关爱。这次嵊州市职教中心在该

市康复医院设立校外德育基地，就是建立一种长效

德育机制，既服务老年人，也借此对学生进行生命

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心和志愿者精神。学生们给老

人喂食、洗脚、梳头、表演文娱节目……他们的陪

伴，消除了老人的孤独感、寂寞感。“这些孩子真懂

事，比我们自己家的孩子还贴心！”老人们跷起大拇

指称赞不已。

据悉，该校十分重视学生的德育工作，真抓实

干，指导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品行修为，成立

学生志愿者团队，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社区、

街道、车站、医院、敬老院、养老院等地开展义工服

务活动。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又到一年招工季，当不少企业将橄

榄枝伸向中职学校时，却意外地发现竟

“无工可招”。相当一部分高三学生并没

有选择直接就业，而是积极备战高考。

在升学渠道不断拓宽的当下，不少中职

学校的升学率逐年提升。也因此，一些

中职学校习惯性地将“高升学率”作为招

生宣传的重要内容。中职学校应该如何

看待升学率？学生又该如何在升学和就

业中做出理性选择？记者对此进行了深

入采访。

中职生升学，是路径不是目标
2016年，湖州市有1411名中职生

参加单考单招，上线1276人，上线率达

90.43%；168 名中职生参加艺术类高

考 ，本 科 上 线 123 人 ，上 线 率 达

73.21%；1879 名中职生参加“3+2”选

拔性考核，高职录取1721人，录取率达

91.59%；4名学生因国赛获奖被浙江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免试录取；37

名中职生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录

取，上线率达74%。

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得益于湖

州市近年来在拓宽中职生升学渠道上的

一箩筐“福利”：实施质量提升“四大工

程”，支持中职学校办好“职教本科升学

班”“职普融通升学班”等，不断完善“3+

2”、五年一贯制等培养模式，努力提高中

职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比例。同时，对

优秀初中毕业生报考中职学校的高职预

科班和普职融通实验班实施奖励，引导

学生走技术应用型高校升学之路，实现

“中职—高职—本科”的跨越。

在传统印象中，普通高中就是“升学

教育”，职业学校就是“就业教育”，二者

就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杭州市中

策职业学校校长高志刚坦言：“2008年

以前，职业教育是‘断头教育’，中职生中

只有5%的人能上高职院校，很多想继续

发展的学生没有机会。”

庆幸的是，如今的职业教育“立交

桥”越建越畅通。2015年，浙江省教育

厅下发了《关于推进普通高中和中职

学校学生相互转学工作的指导意见》；

实施新高考后，中职生可通过统一高

考、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3种

路径进入高校；凡获得教育部等国家

部委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应届

中职毕业生，可免试就读浙江省高职院

校相关专业……

“当下，大部分优质用人单位设置的

学历门槛较高，导致部分优秀中职毕业

生‘有技无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职

毕业生这样一群学历相对较低的群体想

靠技术打出一片天地，难度可想而知。给

学生搭建上升的渠道和空间，可以让中考

失利的学生重拾自信。”温州市龙湾区职

业技术学校教师蔡赛超如是说。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贺陆

军对此深表认同：“公平性是社会现代性

的重要标志。在现行的学校教育体系

中，中职生的地位不占优势。给这些学

生创造一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意味

着对他们发展权利的尊重，更是人类社

会对自我发展关怀的表达。”

贺陆军同时指出，受性别、环境等因

素影响，个体心智的成熟有早晚之别。

“大器晚成”者往往是个性特长鲜明的

“特殊”人才。一旦他们进入与智能结构

相匹配的学习领域，并伴随着他们心智

的不断成熟，他们会“如鱼得水”突飞猛

进。在现行的中考制度下，这类“特殊

型”学生更多地存在于中职学校。为中

职学生建立单考单招的高考制度，既是

对现行中考制度、高考（统招统考）制度

的有益补充，也是对“特殊型”学生的政

策性补偿。另一方面，伴随产业升级步

伐的不断加快，社会对技术工人的素质

要求越来越高，以中职教育为基础的高

职教育更适应“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

对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然而，当下却有少部分中职学校因

此陷入了“片面追求高升学率”的旋涡，

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错位。

对此，不少中职学校校长达成这样

一种共识：在升学渠道不断拓宽的当下，

中职学校切不可把路径变成目标，使中

职教育沦为应试教育下的“第二普高”。

诚如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所言：“过

于强调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衔接与贯

通，过分拔高职业教育学历，可能会导致

职业院校成为类似普通学校一样的升学

教育，从而削弱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失

去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这与现代职教

体系建设的本意南辕北辙。”

多重选择，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场”
面对中职学校逐年提高的升学率，

面对相当一部分中职生“放弃就业、选择

升学”的现状，会不会有学生因为盲从而

“念错了经”？如何让学生在升学和就业

中做出理性选择？

在衢州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人手一

本《专业成长指导手册》。该手册中不仅

有专业介绍、实训介绍、优秀毕业生介

绍，还包含学生从进校到毕业期间需做

出不同选择的时间节点以及指向的不同

结果。手册就如同是学生选择之旅的高

清“地图”，为学生合理选择课程、专业、

职业、升学就业方向提供“指南”。

“并不是人人都适应升学，学校要给

学生选择的机会，为学生搭建人人出彩

的平台。”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校

长郑源贺如是说。在龙湾区职业技术学

校，升学、就业、创业已经成了学生通往

梦想的三条主干道。在升学上，学校积

极推进中高职衔接，与浙江东方职业技

术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广厦建

设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签订合作协

议，与加拿大蒙特利尔英语教育局共同

开设中加国际班；就业上，学校与温州城

市东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湾中

心区、空港新区、瓯江口新区和滨海开发

区等五大功能区的几十家企业签订共建

实习就业基地协议，与浙江温兄机械阀

业有限公司、温州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滨海大酒店等企业合作办学；创业

上，学校开辟了“阳明8号创意创业孵化

园”，推进“商学结合”，每年选拔优秀的

学生创业项目入驻进行孵化，并在“互联

网+制造业”的大背景下，让学生有更多

机会接触互联网产业，对接时下最热门

的创业形式。

为了让学生成为“有梦想可追求，有

舞台可展示，有成功可体验，有机会可成

才”的四有新人，诸暨市职教中心开出60

多门选修课，供学生自主选择，以此培养

学生的兴趣特长；通过企业化社团运行，

在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负盈亏的创业

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双创精神”；深入推

行现代学徒制，从递进式项目轮训到企业

实习再到上岗顶岗，为成为一个现代工匠

奠定思想、理论、实践基础。“给有升学梦

想的孩子以机会，更给有技能需求的孩子

以舞台，让他们有自强自立的机会，更有

传承工匠精神的机会，为当地经济发展添

砖加瓦。”校长周洁人道出了初衷。

□本报通讯员 虞则宴

沈胡家，2008年毕业于宁波市镇

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港口机械运行专

业，毕业后进入宁波港工作。工作期间，

沈胡家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先后获得

了特种作业桥吊操作初级工证书和中级

工证书。2008年，沈胡家以优异的表现

获宁波港“桥吊能手”荣誉称号，此后多

次荣获宁波港“先进员工”称号。

从一名普通的职高生开始，一路走

来，沈胡家品尝过各种酸甜苦辣，但是

他从未放弃过，而是凭借精益求精、坚

持不懈的工匠精神成为宁波港桥吊作

业卓越的匠人。

心无旁骛学技术
2005年，通过校企共同招生，沈胡

家被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港口机

械运行专业顺利录取，成为“海港订单

班”的一员。一开始，沈胡家对所学专

业懵懵懂懂。在学校安排的岗位认知

实习阶段，他感受到了东方大港的宏伟

气势。高耸的吊机、繁忙的集卡、陈列

有序的集装箱，特别是桥吊师傅们在高

空中宛如穿针引线的操作技艺，让他深

深地喜欢上了这份职业。

在校期间，沈胡家学习认真刻苦，

不放弃任何学习、提高技能的机会。校

园里，经常能看到他向教师求教的身

影。沈胡家说，中职3年，他学得了一

技之长，懂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

理，也树立了他的职业理想和自信。

精益求精铸匠心
2007年，进入顶岗实习阶段，沈胡

家来到宁波港技工学校培训站进行了为期3个月

的理论培训和3个月的模拟机训练。其间，他以优

异的表现获得了认可，顺利进入宁波远东码头进行

为期9个月的桥吊实际操作训练。

刚开始的4个月，沈胡家和另外4名学徒一起

跟着师父观摩、学习、实践。万事开头难，沈胡家的

实操初体验就遇到了恐高的窘境。桥吊的驾驶室

一般距离地面40多米，第一次爬上去俯瞰地面，沈

胡家双腿发软，不敢挪步。面对生疏而繁杂的高空

作业，沈胡家努力克服恐高心理，抓住一切机会磨

炼技能。为师父打下手，主动帮助师父打扫场地、

固定机器，即使在休息时间，他也会主动去观摩别

人操作。

这样苦练了4个月，沈胡家终于能够独立操作

桥吊。在熟悉桥吊作业的流程后，沈胡家没有止步

于此，而是想着怎样把工作做得更好。他仔细留意

操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即使同一个操作环节也会反

复想出好几套作业方案。日夜苦练，力求用最精

准、最完善的方案去完成各项任务。每当提及那段

“不疯魔，不成活”的日子，沈胡家只是淡然地笑笑：

“年轻时苦一点、累一点，算不了什么！”

屡创佳绩获殊荣
由于对专业技术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沈胡家

逐渐成长为宁波港的技术骨干，并为自己、公司赢

得了诸多荣誉。2008年以日均吊箱量300标箱，

年度吊箱量4.2万标箱的良好表现获得宁波港“桥

吊能手”称号，连续4年获得年度业绩奖金和宁波

港“先进员工”称号。2014年9月，在宁波市桥吊

技术比武中取得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2015年10

月，首届浙江省集装箱桥吊操作技术比武在宁波港

吉码头经营有限公司举行，沈胡家从8支参赛队伍

的24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全省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并获得浙江省“金蓝领”荣誉称号。

2015年，学校聘请沈胡家为港口机械运行专

业学生的企业实习指导师父。他在将自己从实践

中磨炼出来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弟学妹的

同时，也将自己这份尽心尽责、追求卓越的职业精

神传承给了他们。面对初出茅庐的学弟学妹，沈胡

家总会不厌其烦地给予指点和勉励。他说：“只有

大家都成为技术骨干，公司的业绩才有保障。”

近日，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张建林给学
生开出了一份“幸福书单”。据悉，学校将通过“寻找
最美阅读学子”“我和阅读的故事”“我与电子书的点
滴”“幸福空间阅读计划”等一系列活动，打造多元立
体的学习空间，培育幸福职业人。图为学生和校长在
树荫下围桌而坐，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

（本报通讯员 黄 佳 摄）

如何面对职校里的“高升学率”
匠
心
铸
就
高
空
中
穿
针
引
线
的
人

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匠心谱

办一场学生自己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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