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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梦甜

早晨 6：20，校园仍是静悄悄

的，此时的李卫平却已早早来到学

校。他先是在校园里走上一圈，脑

中快速梳理着一天的工作。回到

办公室，他习惯性地翻一翻教师名

册，250多名教师，他尽力做到关

注每一名教师。傍晚时分，他会拿

出日记本，记下一天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悟。

这是浦江县职业技术学校校

长李卫平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习

惯。这些琐碎的工作细节，无一不

透露着他对教育的用心。“在浦江

职技校，有个事事都要操心的‘大

家长’。”说这话间，教师和学生心

里却是满满的温暖。“一群人，一辈

子，一件事，一条心”是挂在李卫平

办公室里的一幅字，也是他一直以

来的座右铭。正是应了这份执着

与坚守，李卫平从一名来自外乡的

草根教师蜕变为一名职校造梦人。

甘当“鲶鱼”，盘活教师的“精神存量”
在李卫平波澜不惊的外表下

掩藏着一颗“不安分”的心。两年

前，李卫平来到浦江职技校就任校

长。没多久，他就发现，学校太

“静”了，师生没有互动，家校没有

互动，教师守着一本教材、管理干

部守着一张课表的日子雷打不

动。“让教师动起来。”李卫平心里

隐约有一个声音。

改变，从家访开始。“只有主动

和家长建立良好的沟通，才更有利

于学生成长、成才。”李卫平如是

说。然而，当他发出家访倡议的时

候，竟没有一个教师响应。“他们担

心家长对职校教师有偏见、不理

解。”李卫平无奈地说。他决定带头

开启这场“破冰之行”。当一位学生

家长看到登门来访的李卫平，来不

及放下卷起的裤脚，一手拎着刚买

的水果，连走带跑地迎上来给他拭

去身上的灰尘时，李卫平被深深感

动了：家长们太期待教师来访了。

当李卫平把这些家访小故事

分享给教师时，教师心中的疑虑渐

渐消除，开始试着踏上家访之路。

如今，家访已经成为浦江职技校教

师的常态，李卫平的家访小故事变

成了教师们的家访小故事，家校关

系变得越来越和谐。“记得一个下

雨天，学校一名教师的汽车在行驶

中不慎陷入泥潭，一名学生家长看

到后，叫来一大群村民，冒雨合力

抬起了汽车。”李卫平感慨道，“村

民们抬起的不仅仅是一辆车，更是

职校教师的尊严啊。”

教师们如果没有幸福感、尊严

感、价值感，学生又怎能快乐成

长？为此，李卫平没少带着教师们

“折腾”。他为退休教师举办隆重

的欢送仪式，这些退休教师有的甚

至一辈子都没走上过主席台，当青

年教师送上鲜花致以崇高的敬意

之时，退休教师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着力打造的“薪火传承工程”由

37 位老教师和 48 位年轻教师组

成，每周一晚，老教师都会和年轻

教师分享从教生涯的亲身经历、教

育心得；学校资源少，李卫平就带

着骨干教师到处拜师学艺，省“三

名工程”的名师名单刚下来，他就

从中寻找对应专业的名师，辗转取

得联系后，带教师前去拜师……教

师能爬多高的楼，李卫平就甘做多

长的梯。他积极创造机会让教师

参与教学研究活动，选派教师参加

各类培训和外出考察活动，盘活了

教师的“精神存量”。

让每一颗未经打磨的“钻石”发光
常听人说“职业学校的教师难

当、学生难管、学校难发展。”李卫

平偏是不信这个“邪”。“乔丹之所

以伟大，是因为他在起跳的一瞬间

面对对手的重重阻拦，依然能毫无

畏惧地向前突进，并找到一个合适

的角度把球投进去。”他说，“职校

学生就好比是一副扑克牌，就看你

如何打好手中的这副牌。”

接任浦江职技校校长不久，李

卫平在校园里看到一个穿着破洞牛

仔裤的男生，他叫住了这名学生。

不想男生竟战战兢兢地说：“校长，

我没犯错。”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李

卫平：职校的学生原来那么不自

信。他来到学校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

山》上墙：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

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他期

待着这些学生有一天能站在属于自

己的舞台上绽放精彩，而他要做那

个为学生拉开大幕的人。

李卫平将军训安排在天气最

炎热的夏天，以此锻炼学生的意志

力；邀请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优秀

毕业生定期回校作报告，以他们的

言传身教砥砺学生；节假日，他带

着学生走乡入户，义务给村民写对

联、创作精美壁画……李卫平说，

他要把浦江职技校的学生培养成

人格高尚、精神富有、心灵美的“白

富美”。

在李卫平眼里，每一个孩子都

是独特的个体。学校要做的是呵护

这一份独特，并加以引导，让他们看

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建立自信。

演讲比赛、讲故事比赛、手抄报评

比、好声音比赛、技能节等各类丰富

的活动，让学生的才华有了施展的

天地；广播社、电商社、手工社、舞龙

社等60多个社团更是给了学生一

片自由放飞的天空。李卫平说，教

育就像营销，要打动孩子，就要拨动

他内心深处的那根弦。

学校每年都会评选出一批最

美学生，这些学生中有拾金不昧

者、有助人为乐者、有孝顺懂事者、

有才华横溢者……从设奖选人到

因人设奖，就是为了把每一个学生

的闪光点都“亮”出来。

给师生打造一个最像“家”的校园
李卫平深信，只有为师生营造

一个充满爱意的校园环境，学生和

教师才会真正爱上学校。为此，李

卫平这个“大家长”费劲了苦心。

身为一名在浦江工作20年的

外乡人，李卫平深知外地教师在异

地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基于此，让

教师“安教”“乐教”成了李卫平的

心之所系。平时，他常常会和学校

教师尤其是外地教师聊聊天，倾听

他们的心声，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工作中的困难。每个月，他都

会给当月生日的教师办一场集体

生日。去年9月14日，李卫平专门

给外地教师办了场中秋茶话会，几

位外地女教师当场留下了感动的

眼泪：“虽然我们没法回家，却在异

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是在去

年，李卫平专门腾出一间教室，为

教师布置了一个温馨的“教工之

家”。教师在课余时间，可以在这

里聊聊天、喝杯咖啡，小憩片刻。

对学生，李卫平更是倾注了无

微不至的关爱。曾有不少教师向李

卫平抱怨，说这些孩子太顽劣了，迟

到、旷课，一被批评还和教师顶撞。

对待这群“熊孩子”，李卫平有自己

的“秘笈”：“有大爱才有大智，你把

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什么

问题就都解决了。”在学生眼里，李

卫平就是一个“暖男”校长。活动

安排不合理、饭菜不可口……事无

巨细，学生们都可以向这位“大家

长”“撒娇”抗议。

为了给学生打造一个最像

“家”的校园，李卫平努力让学生成

为“家”的主人。漫步在浦江职技校

的校园里，随处都有学生的“影

子”。墙上充满创意的手绘，是学生

的杰作；走廊上、橱窗里，随处可见

学生的展示作品；就连校园里的停

车位划线，都是学生自己画的……

李卫平还放手让学生自己来管理学

校，每天3个班100多名学生，他们

提前5分钟下课、延迟5分钟上课，

在课余时间、午休时间分散在学校

的各个角落担当文明标兵。李卫平

说，我们把孩子们放在心上，孩子们

自然会爱我们，爱学校。

海宁职高公益课堂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 项笑利）近日，海宁市职业高级中

学首个公益课堂《教你换备胎》正式上线，仅推出一天，点

击量就超过了3000。海宁职高公益课堂以视频微课的形

式，清晰、规范地演示了更换备胎的步骤，得到广大网友

的点赞。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汽修常识和基本维修

技能的普及也迫在眉睫。汽修专业是该校的品牌专业，

早在去年，学校就在市民中普及过论坛知识。“当时，学生

和教师在现场操作、讲解得很仔细，效果也不错，但受时

间和地点限制，受众人数有限，这次推出公益课堂，使得

广大车主随时随地可以学习，还可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校长王小林说。

据悉，学校利用职业教育的优势资源，结合市民需

求，多方调研，开设了各类公益课程，如摄影后期处理、插

花艺术、陶艺制作、多肉养护等。王小林表示，学校将不

断整合优化资源，设计更多市民“急需学、喜欢学、学得

好”的优质公益性课程。

宁波一职校毕业班
设寒窗基金扶助寒门学子

本报讯（通讯员 蒋炜宁 徐剑军）近日，宁波市职

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14级制冷3+2班设立了“同青春”

寒窗基金，用于帮助该专业的寒门学子。该班团支书赵

智伟说，这是大家送给母校的一份毕业礼物。

该基金目前共筹集了16400元，由3部分组成，分别

是原计划用于毕业聚餐的3年班费结余、学生打工所

得、教师添补。班主任告诉记者，该班总共有25人，多

数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3年来，学生们坚持积小善成

大德，高一时向宁波一民工子弟学校捐赠20多个书包，

高二时资助贫困小学生。这次成立寒窗基金，同学们相

约今后根据自己的能力，不断充实寒窗基金，以此温暖

更多的人。

□本报记者 胡梦甜

把关爱学生当作一种本能
被亲切地称为“杭职老娘舅”的慈溪

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余新权、帮助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

难题的兰溪市技工学校教师叶桂荣、和

学生一起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的德清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黄永志……采访中，

记者发现，在这些“最美教师”身上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质：把关爱学生当作一种

本能。他们深谙：“只有发自肺腑地去爱

学生，才能真正地亲近学生；只有把学生

当成自己的孩子、亲密的朋友，才能做到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2010年，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

校迎来首批西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

管理难度大，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

当校领导把这个重任交给邹琴时，她

没有丝毫退缩。这个专职班主任，邹

琴一当就是7年。7年时间，无数个双

休日和节假日，邹琴是在学校和西藏

学生一起度过的。为了消除藏族学生

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她常常会组织各

类活动，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刚上

小学的儿子曾不解地问她：“妈妈，为

什么放假你也这么忙？”邹琴回答说：

“因为有更多的孩子需要妈妈的爱和

关怀。”因为给孩子的陪伴太少，邹琴

心里常常感到一丝愧疚，但每每听到

藏族孩子们甜甜地喊她“邹妈”时，她

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动，她觉得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陪伴成长”是丽水市松阳县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张伟菊14年班主

任工作的主题词。住校生卫生习惯、

自理能力差，她手把手地教他们叠被

子、洗衣服；学生学习基础差，她利用

休息时间一遍遍地辅导他们；学生家境

困难，她尽己所能帮他们垫付学费，还

时不时地给他们塞些生活费；面对有行

为偏差的学生，她不厌其烦地走访他们

的家长、初中教师，了解孩子的成长经

历，寻找问题的源头与解决之道，陪伴

他们一步步走出人生误区；对于父母常

年在外打工的学生，她常常会在周末邀

请他们去家里做客，再给他们烧上几个

好菜……在张伟菊看来，能在他们人生

的重要阶段与其相遇，这是一种缘分；

能够陪伴他们，这是一种相互信任；如

果从中能够带给他们鼓励与支持，更是

她的一份荣幸与责任。

做孩子梦想的点灯人
中职生多数经历了中考的失败，

常常会产生消极、失落和自卑的情

绪。“事实上，这些学生有着强烈的被

尊重、被认可和渴望成功的心理需

求。”宁波建设工程学校副校长林娅说

道，“只有不断为学生注入正能量，用

积极的体验‘刷新’底色，才能不让消

极情绪占据学生心灵。”

“做孩子梦想的点灯人，点燃他们

内心积极向上的火花，重拾职校生的

自信。”是“最美教师”们的共识。

在三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周

彬彬眼中，没有学生是“问题学生”，只

要稍加引导，每一名职校生都能成为

个性特长鲜明的特殊“人才”。她带着

学生投入创新创业的大潮中，甚至垫

资为学生创业保驾护航。“三职电商创

业团队”、原点新媒体工作室、1+1手

工发饰工作室、校园快递公司……这

些由周彬彬垫资成立的工作室和创业

团队，如今不断发展壮大。而更让周

彬彬欣喜的是，学生的变化也在一点

一滴中发生。创业过程中酸甜苦辣的

经历，不仅让他们收获了丰富的经验，

更给了他们踏入社会的底气和筹码。

“传统意义上的德育，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道德规范教育，它更多强调的

是‘约束’‘防范’‘禁止’，这样的德育很

容易让职校生产生逆反心理。”基于此，

分管学校德育工作的林娅创造性地提

出了“HOPE德育”。“‘HOPE德育’强

调正向关注，关注学生的特长，发觉学

生的潜在优势，着力培养积极的人格特

质。”在林娅的倡导下，学校推出“女子

课堂”、成立“星星点灯”爱心公益团队、

实施学生成长导师制……正是在这样

的积极体验中，宁波建设工程学校的学

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怀揣一颗匠心，不辍前行
采访中，不少“最美教师”都提到

了学习的重要性。职业教育是直接服

务于产业发展的教育。伴随着产业的

更新换代、经济的转型升级，教师只有

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吸收和应用新的

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

法，才能走在前沿。

俗话说：“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

要拥有一桶水。”诸暨工业职业技术学

校教师何焕永却要求自己不仅要有一

桶水，还要是一桶常换常新的水。为

此，身为园林专业园艺教研组组长的何

焕永带领着学生在自己的“植物王

国”——一个占地3000平方米的大棚

内不停地“捣鼓”新花样。蔬菜墙、厨余

垃圾发酵器、PVC管道水培、鱼菜共生

系统、藤本月季造型孔雀、DIY阳台菜

园、Ⅴ类水生态净化实验装置……他的

每一项创造发明都让师生眼前一亮。

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生、服务教学，他坚

持学习农艺知识，订阅各类专业期刊，

与农技专家保持密切联系，经常性地走

访园艺公司、农场等。用何焕永自己的

话说就是：“只有老师走在前列，学生学

到的知识和技能才会不过时、不落伍。”

从教31年，绍兴市柯桥区职业教

育中心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教师王文

胜从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他说：

“专业课教学必须搭住市场的脉搏，紧

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他在建筑施工技

术课教学中，增加技术资料的收集和

整理内容；将“神机妙算”预算软件的

应用纳入工程预决算的教学内容中；

将“砼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

融入建筑制图教学中……而这些都是

王文胜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建筑专业

部教师一次次下企业、做调研，再根据

行业发展需求一次次做出的调整。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入园办学”

本报讯（记者 沈静娴）“学院计划通过3年时间，打

造成全国“入园办学”的典型，预计各类在册学生（含企业

员工考取高级工、技师学员）将不少于3000人。”5月24

日，义乌信息光电高新区与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合作办

学签约暨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当前，该市高新区正致力于打造千亿产业规模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位松表

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离不开人才智力的强

大支撑，这不仅需要一批高层次的创新型、研究型人才

带动企业科技研发，更需要大量技术水平过硬、实践经

验丰富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促进研发成果转化。”据了

解，高新区现引进的一批项目投产后，将需要5万以上的

高端技术人才。义乌信息光电高新区与浙江省机电技

师学院合作办学的义乌信息光电学院正是要培养这样

一批急需人才。

省机电集团党委书记王敏表示此次合作成立的义乌

信息光电学院，将为高新区内华灿光电、瑞丰光电、木林

森、爱康等一批知名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人才，保障企业

技术服务和人才需求。义乌市委市政府也将建立多方合

作联动机制，在办学要素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编者按：为弘扬优秀教师的高尚品格和感人事迹，浙江省于4月中旬
启动了2017年中职学校“最美教师”评选活动。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评
选后，余新权、邹琴等20位教师获评省中职学校“最美教师”，黄明、王维
刚等20位教师获评省中职学校“最美教师提名奖”。这些“最美教师”或
许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的教学之道各具特色，但在他们身上透露
出的“为人、为学、为师”的态度和精神，有许多是相通的。

中职“最美教师”的“美丽”因子

以父母之心办教育
——访浦江县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李卫平

“Hello!Please have some tea.”近日，遂昌县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昆曲茶艺队的学生惊艳亮相首届中国国际
茶叶博览会现场。学生身着戏曲服饰，化身《牡丹亭》中
的戏曲人物，在优雅的音乐声中，把遂昌茶文化的独特魅
力用茶艺和戏曲的方式展现出来。

（本报通讯员 刘 靓 黄 微 摄）

遂昌职业中专学生亮相茶博会遂昌职业中专学生亮相茶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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