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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梦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

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

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如何实现中高职的有效衔接，

是职教领域乃至社会关注的热点。当

下，各职业院校都在积极尝试“五年一贯

制”“3+2分段培养”等多种形式的中高

职衔接。

然而，在具体衔接上，一些职业院校

却出现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专

业设置错位、教学内容脱节等诸多问

题。如何打破院校壁垒，让中高职“立交

桥”更畅通？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

采访。

中职、高职“各自为政”？
找准衔接点是前提

当前，不少职业院校在中高职的衔

接上，仅仅停留在“点到为止”的状态。

学制、升学渠道上有衔接，专业、课程、教

学、管理、评价上的衔接却不畅通。院校

之间由于缺乏沟通，各自构建自己的课

程体系，确定自己的教学内容与实践安

排，致使培养目标脱节、课程内容重复、

教学评价缺乏层次性和合理性。

“学历衔接只是形式上的衔接，内

容上的衔接才是深层次的衔接。教学

过程、教学管理、教学团队等都是衔接

的重要支点。”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何辉如是说。他建议，在专业上有

衔接的中高职学校可积极运用“互联

网+”思维，搭建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

职业教育平台和资源平台，包括教学资

源共享系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招生就业信息共享系统、教学成果展示

系统等，以此实现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

的无缝对接。

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教师郑孝增对

此也有自己的思考：“高职院校可在中职

学校课程设置的基础上，按照对口专业

设置课程，做到‘专业有所对口、课程有

所对应、内容有所区分、知识与技能由浅

入深’。”学校联合合作高校、行业协会、

企业、职教课程专家共同商定、系统构建

中高职课程体系，通过职业岗位分析、工

作任务分析与职业能力分析，确定一般

技能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的不同培养规

格，然后再根据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确

定中高职不同层次的课程内容。

中职学校“剃头挑子一头热”？
互利共赢是关键

中高职衔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的关键，是技能型人才类型和层次结

构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高职、拉

动中职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从创

新改革的目的和制度设计的初衷看，中

高职衔接本是多方共赢的改革新政。但

在实践中，却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

现象。

对此，何辉认为，推进中高职衔接，

必须多方融入，让中职学校、高职院校、

行业企业都尝到甜头，实现互补双赢。

学校可携手企业创办校企合作学院。校

企合作学院的学生一部分来自高职院

校，一部分来自中职学校，使招生与招工

同步、教学与生产同步、实习与就业同步，

形成一个中高职衔接的常态化体系。此

外，还可以依托行业创办行业联合学

院。由省级行业协会组织协会各成员企

业和中职、高职开展全方位合作，开辟由

行业协会主导、协会下属企业参与的多

元育人方式，形成“协会—高职—中职—

企业”共建共管、权责明晰的办学模式。

在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校长朱亚利看来，只有把企业需求作为

过程导向，让企业全程参与中高职衔接

工作，中高职衔接才有实质意义。在浙

江省推进“五年一贯制”职业教育试点的

背景下，学校联合达利（中国）服装分公

司、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于2016年9月

正式启动了“一企两翼、中高职一体”的

现代学徒制新模式，达利公司的“厂中

校”也正式挂牌。

在萧山三职和杭职院共同开设的服

装专业“五年制3+2班”中，第一学期至

第五学期，分别安排了“识岗周”“试岗

月”“学徒期”等活动。从第六学期开始，

学生以“正式学徒+学员”的身份进入达

利公司的“厂中校”学习。在教学和管理

上，实行学校专业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

共同参与的双导师制。到第十学期，学

生成为准员工，在企业定岗实习。“学生

5年时间都在同一家企业实训实习，有

利于技能的系统化训练，同时与企业签

订招生即招工的协议，打消了企业的顾

虑。”杭职院达利女装学院副院长郑小

飞说。

课程体系繁多，学校困惑不已？
系统化设计是保障

当下，不同学校在探索中高职衔接

的过程中纷纷建立了各自不同的衔接和

沟通机制。由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同一个专业，由于对应的院校不同，出现

了截然不同的课程体系。杭州市人民职

业学校党总支书记金卫东坦言，以学前

教育专业为例，学校与3个高校建立了

合作关系，课程、教材、评价各不相同，这

给中职教育带来了不少困惑。

在英国，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被

分成数以千计的教学单元，这些教学单

元的设计基于统一的培养标准。“培训

包”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代名词，这

是一套国家认可的，用以认定和评价技

能的职业标准体系。“培训包”由澳大利

亚国家行业咨询委员会研发，它的开发

与使用促进了中高职的衔接和职业教

育培训体系的标准化。……无论是英

国的单元模式还是澳大利亚的“培训

包”模式，都致力于在管理上进行系统

化设计。

为形成适宜的课程衔接体系，杭

州人民职校牵头成立了院校联盟，并

形成校长、院长高层对话机制，对合

作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专业建设等进行系统规划。同时，建

立院校教研组织，教研组由高校专业

教师和中职学校学科教师共同组成，

定期深入课堂听课、开展研讨，保证培

养目标能有效落实在课堂之中。金卫

东同时建议，建立省一级层面的中高

职衔接的专业教研组织，共同探讨每

一个专业的培养目标、主干课程、评价

以及选拔机制，在整体上规范培养目

标、课程建设、培养方式、选拔机制等，

避免中高职学校教学的随意性，同时

又能给予学校一定的课程自主权，形

成不同学校的专业个性。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王振洪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面对一些

区域性的新产业、高端产业，高职院校

要敢做新专业、敢做高端专业，主动牵

头建立规范化的职业标准和人才支持

体系，以达到对产业的先导作用，体现

职业教育的地位和话语权。”

□本报通讯员 高晶彬

近日，绍兴市柯桥区财经学校学生陈

文统、黄浩黎、夏一涛、金奇超“火”了。从

2014年到2017年，他们凭着对梦想的执

着和一身过硬的技能，一路过关斩将，最

后站上了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沙盘企业模拟运营项目的最高领奖

台。三年磨一剑，出鞘见锋芒。

陈文统：那些年，我们不能错过的ERP
在每个队员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

对沙盘浓厚的兴趣。正是这份兴趣，将

他们聚集到了一起。而这一点，在首席

执行官陈文统身上尤为明显。

“我从小就有创业的想法，正是沙盘

企业模拟运营这个项目，让我实现了创

业梦，体会到了做CEO的激情澎湃。”陈

文统是团队中最有活力的一个男生，对

创业充满着无限热情。面对训练中的艰

辛，他从没有一句抱怨，就这样带着梦

想，一路狂奔。

“集训队起初有三十多个人，都是学

校从财经商贸类专业中挑选出来的优秀

学生。在近一年高强度的训练中，不断

有学生离开，最终留下了我们四人，并且

一直坚持到现在。”陈文统说。

每一次比赛，作为团队的灵魂人物，

陈文统都能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

把控全局，带领团队走出困境。在前两

年的国赛中，开局并不好，产能也没有提

升。困难摆在眼前，却没能阻挡他们继

续前行。陈文统经过严密分析，寻找市

场空白，在第三年果断建造自动线，同时

向低端产品P1进军。在第一天比赛结束

后，就已成功从赛场第十名跃居第二名。

“沙盘在我的高中生活中占据了很

大的比例，从进入沙盘集训队的那一刻

起，我就以进军国赛的姿态时刻准备

着。这些年，我的青春都给了ERP，而

玩沙盘是我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捧着国

赛一等奖奖杯的陈文统嘴角扬起了一抹

微笑。

黄浩黎：致我们无缝对接的默契与配合
作为团队唯一一个女生，黄浩黎以女

生的严谨与细心，为整个沙盘企业模拟控

制好财务状况，保证三个男生在前线开疆

辟土时能有足够的资金。这个角色尤其

需要她和三个男生的默契配合。

“团队间的默契和配合是赢得比赛的

关键。”黄浩黎道出了制胜法宝。她心思缜

密，总能够及时领悟团队成员的每一句言

语、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正是这种默

契，使得他们不需要太多言语，就能心领神

会。“一个团队的成功离不开队员之间的默

契与配合，更离不开队员齐心协力解决困

难的精神。”黄浩黎如是说。

夏一涛：将ERP进行到底
“虽然即将面临毕业，但是属于我的

沙盘时代才刚刚开始。”身为市场总监的

夏一涛在沙盘训练的过程中逐渐成长。

不服输的夏一涛会暗自跟别人较

劲，有着孩子般的执着和倔强。“虽然一

开始我是抱着玩游戏的心态加入集训

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专注于沙盘比

赛，但就是这个玩沙盘的过程激起了我

的兴趣，所以后来决定加入这个团队，

和团队成员一起为实现目标而奋斗。”

沙盘的市场千变万化，机会和风险

并存，要抓住机会就要求团队成员有敏

锐的洞察力，以变应变。这种能力在夏

一涛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能在复杂

环境中洞察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发

展趋势，能通过各种渠道认真听取与分

析各方面意见，并不失时机地作出科学

合理的决策。独树一帜的预见能力，是

夏一涛的独门法宝。

“也许这就是机缘巧合，让我遇见沙

盘、爱上沙盘，不仅仅是高中的三年，未

来更多的三年都将属于沙盘，将ERP进

行到底是我的梦想。”夏一涛说。

金奇超：人生似沙盘，沙盘似人生
“获得国家一等奖，心情异常激动，

静下心来回想，从2014年的省赛第三无

缘国赛，到现在的国赛一等奖，一路走

来，收获良多。”生产总监金奇超说。全

面管理企业产品生产和技术认证开发工

作，让小小年纪的他有了大局意识，也平

添了几分老练的姿态。

“其实沙盘就像人生，虽道不明，却

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影响着我的生活与学

习。”金奇超告诉笔者，沙盘比赛中有很

多“道”的存在。比如古人言“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没有好的预算，没有走一

步看三步的眼光，很难在沙盘比赛中取

得好成绩；再比如人们常说的“用数据说

话”，在沙盘里，最重要的法则之一，就是

凡事要用数据检验，制定大的战略更是

如此，要经过严谨周密的计算，提供翔实

可靠的数据来支持决策。

人生似沙盘，沙盘似人生。沙盘之

道，妙不可言，正是这种“妙”，带领着他

们慢慢走向自己想要的人生。而他们的

故事、经历、身影，将化为一座灯塔，指引

着财经学校学弟学妹们前行。

□本报记者 胡梦甜

5月 11日，一个普通的日子，

杭州市财经职业学校校长郑效其

却在这一天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一封写了满满 3 页纸的感

谢信。

“感谢学校的那次体检，让我

们及时发现了孙女的异常；感谢学

校老师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下定

了做手术的决心；感谢学校有这样

一个友爱互助的氛围，让孙女能时

时处于温暖之中……我们为孙女

能成为贵校的学生而倍感欣喜。”

写这封信的是会计 164 班黄小辰

的奶奶。

5月19日，记者见到了信中的

主人公——黄小辰。真的不敢想

象在这个面容清秀的文静女孩身

上竟然装了两根30厘米长的钛金

条。去年9月初，当黄小辰满心欢

喜地踏入新校园，准备开始一段新

的学习旅程之时，却意外地在新生

体检中发现脊椎侧弯。医院的诊

断意见：脊椎侧弯50度且旋转，需

要即刻手术。

这对于黄小辰及其家人而言是

个不小的打击，各种忧虑接踵而至：

小小年纪就动手术，是否会对孩子

造成不良影响？手术要耗费大量时

间，孩子的学业怎么办？……

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关爱和帮

助给小辰一家送来了温暖。因为

四处寻医、检查，黄小辰没办法像

其他同学一样正常在校学习。“所

幸有这个温暖的集体，虽然暂时脱

离了组织，却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孤

单。”黄小辰开心地说道。在她离

校的这段日子里，同学每天都会通

过QQ给她发当天的作业。学校

组织秋游、运动会等各类活动，同

学们会及时和她分享点滴喜悦。

在黄小辰做手术的前一天，同学们

将祝福的话语写在纸条上送给她，

为她加油鼓劲……尤其是班主任

刘笑征，每天都和黄小辰家长保持密切沟通，忙

前忙后地帮黄小辰申请补助，为其省下了10余

万元的医药费。“孩子常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

起，爷爷奶奶年事又高，我就想尽己所能帮帮他

们。”刘笑征淡淡地说道。

考虑到学业、家庭状况等各方面因素，原本

还需休养更长时间的黄小辰今年2月初就回到

了学校。由于术后不能弯腰、不能劳累，黄小辰

在生活中有许多需要注意的细节。此时的刘笑

征再次挑起了大梁：放心，黄小辰我们来照顾。

黄小辰回到这个大集体的日子里，前后桌同

学利用课余时间帮她补课，同寝室同学承包了所

有的体力劳动……“这段时间，大家心里都装着

一件事，就是帮着照顾黄小辰。”刘笑征说。就

在前不久的期中考试中，黄小辰获得了全班前五

名的好成绩。得知喜讯的黄小辰奶奶喜极而泣，

写下了这封感谢信。

读着这封质朴却又饱含深情的感谢信，郑效

其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去年5月，杭州财经职

校发布了浙江省中职学校首份质量报告，对学校

的办学条件、过程质量、方向目标进行了分析总

结。普高质量看升学率，职校质量的衡量标准是

什么？在郑效其看来，老百信的口碑是其中的一

个重要指标。

“让家长放心、让学生喜欢、让同行佩服、让

社会敬重”，这正是郑效其孜孜以求的目标，也

是学校的办学理念之一。事实上，黄小辰的故事

只是学校的一个缩影。走在杭州财经职校的校

园里，总能感受到一股热情洋溢的风情。迎面走

来的学生会主动和你打招呼；校园里随处可见师

生相互交流、探讨的温馨场景；新生开学第一

天，师哥师姐会热心地帮学弟学妹搬行李……郑

效其深信：当健康、快乐、幸福、美好成为学校教

育的“路标”时，素质的沉淀和质量的提升便顺

理成章。

金华第一职校：

用信义之举呼唤生命的奇迹

本报讯（通讯员 方 婧 黄 佳）6月5日，金

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发起了一场“以爱与生命的

名义——为任振坤同学捐款”的募捐活动，全校师

生纷纷伸出援手，校园里爱心涌动。

今年4月中旬，该校学生任振坤被诊断为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们希望能用微薄之力，让任振

坤看到希望，用信义之举呼唤生命的奇迹。”负责此

次捐助活动的教师如是说。学校当场就募集了20

多万元爱心款。随后，校长张建林和校领导赶赴杭

州，把师生的爱心款交到任振坤父母手中。

唤醒爱、传递爱、助力爱，唤起向生的力量，金

华第一职校师生正努力以自己的爱心行动拯救宝

贵的生命，希冀着他们的点滴付出能凝聚成爱的彩

虹，让暗淡的生命重新焕发出灿烂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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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
以技能回馈母校

近日，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聘请两
位优秀毕业生为现代学徒制企业导师。图为毕
业生陈椒椒在车间做车辆排故指导，以娴熟的技
能回报母校。

（本报通讯员 徐剑军 摄）

中高职衔接，如何打破壁垒

四个少年的沙盘人生
——记绍兴市柯桥区财经学校国赛金牌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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