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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胡迪维

“阿吉！阿吉在那儿。”一路都很安静的

潘一滔隔着喀什机场的玻璃突然兴奋起

来。8月12日，潘一滔在宁波行知中等职业

学校副校长陈曙、新疆部教学主任励姜等的

陪同下乘坐飞机来到新疆，赶赴一场兄弟的

约定——看望自己在新疆的“亲人”。潘一

滔的“亲戚”，正是大他三岁的同校新疆内职

班2014级建筑系学生吐达阿吉。

篮球结缘促成“万里探亲”之旅
8月13日，喀什市浩罕乡托万喀孜艾

日克村村委会大院的篮球架下，两个瘦高

的男孩挥汗如雨，他俩都身着印有“行知”

的黑色队服。

8月14日，吐达阿吉带着潘一滔在喀

什噶尔古城游览。

“两年前，在宁波行知职高，我们因篮球

结缘，那时我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如今，

在我的家乡喀什，我用篮球迎接他的到来。”

吐达阿吉·玉苏甫用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

吐达阿吉与潘一滔的相识源于2015年

9月校篮球队的招新选拔赛。当时的吐达

阿吉是校篮球队队长，招新时他一眼看中

了身材修长的潘一滔。两人和球队的其他

成员征战球场，为学校争得了不少荣誉。

每逢假期，潘一滔都会带着吐达阿吉

逛街游览；每逢新疆部搞活动，吐达阿吉也

会邀请潘一滔参加。渐渐地，两人成了兄

弟，潘一滔常常会在家人面前提起他的维

吾尔族哥哥。

为了加深民族间的交流，今年年初，学

校开展了新疆部与本地学生“结对子”活

动。在学校的牵线下，吐达阿吉有了宁波

的“亲人”，潘一滔也有了新疆的“亲人”。

兄弟俩约定，有机会一定要去吐达阿

吉家中相聚。

品味浓浓疆浙兄弟情
为了让内职班学生真切感受到当地学生

对新疆学子的关爱，今年暑假，学校开展了当

地学生到新疆学生家庭“走亲戚”活动。潘一

滔终于有机会来到木达阿吉家做客。

8月13日，潘一滔来到吐达阿吉家中，

吐达阿吉的母亲取出她一针一线缝制了半

个月才完成的小花帽戴在潘一滔头上。潘

一滔也拿出他和家人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一

送上。当潘一滔用蹩脚的维吾尔族语喊吐

达阿吉的父亲、母亲“达达”“阿帕”时，不会

说汉语的“爸爸”“妈妈”拉着“新儿子”的手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汉族儿子，吐达

阿吉一家准备了丰盛的家宴，家门口的炕

上摆满了馓子、水果、酸奶等美食。小小的

院落里充满了欢笑声。两天的相处，使得

潘一滔的心和跟这个新疆的“家”更贴近

了。“这两天阿吉教我维吾尔族语，教我跳

新疆舞，我们一起吃饭、打篮球，就感觉跟

在自己家一样自在。”潘一滔说道。

办好内职班是一份责任
吐达阿吉的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文化，靠

捡瓶子养活家里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记得有次家门口有很多工人在修路，

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跑出去问，

结果因为语言不通，什么也没弄明白又回

来了。”吐达阿吉母亲说，那时自己就下定

决心要让孩子学汉语、学文化。

汉语学校离家很远，她每天起很早带

着吐达阿吉去上学。2014年，吐达阿吉考

上了宁波行知学校内职班。

在学校，吐达阿吉备受关注，教师也特

别注重发挥他的特长、培养他的兴趣。他不

仅担任班长、篮球队队长、宿管会会长，还作

为为数不多的学生代表在国旗下讲话……

吐达阿吉每年都会带回家一沓奖状，看着越

来越优秀和自信的吐达阿吉，父母留下了

幸福的眼泪。”

“孩子在学校的3年里，学费、住宿费、

从没问家里要过，逢年过节学校还给他们

发红包、送温暖。”吐达阿吉母亲说，“以前

村里人只知道他们是捡瓶子的，现在人人

都知道她家出了一个优秀的儿子。”

今年，结束了3年中职学习的吐达阿吉

选择继续留在浙江，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收

获了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开

学后，他就将成为一名大学生。

而潘一滔读的是“2+3”制，开学后即将

去北京求学。“我虽然离家远了，可是你近

啊，记得时常回家看看，他们也是你的家

人。”潘一滔叮嘱吐达阿吉。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新疆孩子能来

内地，能来我们学校，享受国家、自治区、学

校给予他们的好政策，学习知识、充实自身、

拓宽眼界，拥有更广阔的未来。”陈曙说。

□本报记者 胡梦甜

暑假，是教师特别盼望的一个假

期。利用假期，教师可以多陪陪老人和

孩子，弥补平时忙于工作而对他们的疏

忽；可以去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扩大视

野、陶冶情操；可以抽出时间锻炼身体，

也可以独享一段静谧的阅读时光……但

在假期，也有很多职校教师在休闲之余，

或下企业实践，或参加培训，或承担学生

技能集训辅导。为了使自己在讲台上站

得更稳，在科研上走得更远，他们开启了

充实而有意义的暑期自我提升模式。

加油充电，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学生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浙江公路技

师学院路桥系的教师们有些“忙碌”。他

们走进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省测绘

大队等路桥施工单位，经历了一段特殊

的企业实践旅程。教师余晓萌进入设计

院后，立即投入到文成至泰顺公路两阶

段施工图设计中桥涵通用设计图的工程

量核算工作中。“核算工作难度不大，但

是任务繁重，在进行核对的同时也加深

了对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连续T梁的了

解，这对自己下学期承担的工程识图及

CAD课程大有裨益。”余晓萌告诉记者，

在工作间隙，她也在努力学习设计院常

用的设计软件，譬如桥梁大师、midas

Civil等，希望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为下学期的教学工作做好铺垫。

即将参加第七届全国交通教育系统

路桥专业师生技能竞赛的两位教师王野

思、徐珊，则利用这个假期积极备战大

赛。为了获得一个理想的试验数据，因

为一点点的差异重复试验，一遍遍，每日

不断地总结，从中汲取经验。于他们而

言，这段宝贵的暑期经历，不仅增强了自

身技能研究的能力，还提升了指导学生

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

为了提供课堂教学水平，强化专业

实践能力，绍兴职业技术学院的4位教师

“带着课程”下企业实践。作为动画造型

设计等课程的专任教师，教师毕泗庆选

择到杭州千游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顶岗

实践。从二维手绘动画到三维动画，再

到无纸动画……实践期间，他参与企业

实际项目，为课程教学积累了丰富素

材。通过与企业人员的交流探讨，进一

步了解了动漫产业发展现状，为专业发

展积累了大量的调研数据。

在绍兴市策马广告有限公司，教师

沈春桥从基层设计师岗位做起，与企业

的“能工巧匠”深入交流，并发挥自身绘

画专长，参与了纺织品花型设计，进一

步掌握行业企业发展趋势和最新生产工

艺，了解企业对纺织纹样设计专业人才

的需求和岗位职业要求等，为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课程体系改革、整合教

学内容提供了更多参考依据。她说：

“‘带着课程’下企业，在实践中丰富教

学资源，增强了专业教学的针对性与适

用性。”

把握和学生“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
过完假期，又一批职校新生即将踏

进职校大门。他们中有的可能刚经历中

考失败的挫折，有的对未来充满迷茫，有

的兴许还带着叛逆。如何给职校生鼓

劲，让他们感受到职校的温暖，从心底接

受制度的约束？一些职校教师在假期里

就动起了心思。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周

岚开学将接手17商务助理班。假期里，

她就给所带班级的新生和家长建了一个

微信群。学生在群里问及报到、住宿、专

业的相关问题，周岚都会一一耐心作

答。“微信的提前介入，有助于学生和班

主任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慢慢消除陌生

感，带着美好期待进入职校。”周岚如是

说。她还通过电话访谈学生家长，了解

学生对学校的期待、对专业的困惑。“这

样就能在之后的教学中有的放矢地去解

决学生的共性问题，学生的个别问题则

可以通过私下的交流进行解决。”

不仅如此，周岚还提前把学校的作

息表、早晚自习的纪律要求以及校规校

纪以电子文本的方式发给学生，明确作

为中职生在校园里的规矩。“很多学生踏

入新的校园，对学校规范不甚了解，导致

行为上不受约束。”在周岚看来，尽早明

确规范，对于学生顺利度过三年职高生

活非常必要。

为了让新生能尽快地融入新的集

体、新的环境之中，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

17幼教预科班班主任李晓璐别出心裁地

组织学生开展了一次学前旅行。

旅行地点定在山清水秀的开化。在

出行前的几天里，学生们每天都在班级

群里讨论该带什么、穿什么。同学间尚

未谋面，却已聊得热火朝天。出行当天，

学生们约定：统一穿着白T恤，以此为暗

号认识彼此。“夏天穿白T恤的人实在太

多，同学们看到有穿白T恤的就想上前

打招呼，但又怕认错，结果闹出了不少笑

话，但在这一过程中20个学生也一下子

熟络起来。”李晓璐兴奋地说道。

旅途中，李晓璐还精心策划了班级

的第一次班会。她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

张小纸条，让他们在纸上写上想对老师

说的话。透过一段段饱含深情的文字，

李晓璐了解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知道

了他们的梦想与遗憾。“没想到孩子们

那么无条件地信任我，愿意和我分享这

么多的小秘密，这一切都鞭策着我做一

个更好的班主任、引路人，做一个能给

孩子们带去希望和温暖的家人。”李晓

璐感慨道。

“和学生来一场温暖邂逅，让学生和

自己‘一见钟情’”这正是李晓璐精心筹

备这场学前旅行的初衷所在。“于我而

言，于同学们而言，我想这都将是一个难

以忘怀的假期。”李晓璐说道，“这些学生

在小学、初中阶段也许并不受教师关注，

只有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感受到

自己被重视，他们才能尽快融入学校的

学习与生活之中。”

□本报通讯员 盛卫华 杨斌英

T台时装秀、现场化妆体验、学生

手工作品展卖……不久前，湖州艺术与

设计学校第八届校企合作成果展在湖

州银泰城惊艳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参

与体验。琳琅满目的商品带来了商机，

也带来了就业机会。不少企业也闻讯

赶来。市民看的是热闹，企业挑的却是

人才。现场，一个老上海的唱片设计的

展板，被上海 The Kitchen La Prima

老餐馆看中并当场下单；一组童装ba-

by boom品牌VI设计被湖州夏树电子

商务看中，企业负责人现场和学生签

约，委托学生为企业做VI设计。

这样有创意的学生，很多设计公司

都会来抢。”该校校长朱建伟说，学校每

年都会举办一次校企合作成果展，今年

已经是第8年了。展示期间，很多本地

甚至外地企业会主动上门来“订”学生。

与此同时，展出的作品与提供的服务深

受湖州市民喜爱，学校影响力不断扩大，

校企合作成果展也越办越火。

面对一年一度的校企合作成果展，

学校每年都会在详细考察市场的基础上

“推陈出新”。“前期我们通过集赞活动预

热，没想到现场这么火爆，当天就免费送

出了几百支唇膏。”该校美发与形象设计

专业教师茅旭东感慨道。该专业今年推

出了微信集赞送学生自制口红、润唇膏

活动，许多市民当天排着队前来领取。

学生现场还展示了如何制作口红、润唇

膏，并提供免费美甲、头皮检测等服务，

引得市民们啧啧称赞。

在朱建伟看来，与其说校企合作成

果展是一场“秀”，不如说是各个专业技

能的大比拼。现场，各个专业都使出了

浑身解数。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师

生，历时3个多月，推出了12个系列54

套童装，45个系列115套女装及婚纱礼

服。现场，47名模特在T台上进行了精

彩的展示。这其中有不少设计已直接

进入工厂生产。据悉，该专业为织里童

装企业解决小微企业技术力量分散、基

础设施薄弱等难题，已累计为企业设计

了 72件套童装样式，为企业带来经济

效益600余万元。

工美专业的师生，现场展示了各

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平日里，他们就

经常为湖州市政建设出谋划策，爱山

广场美术陈列、中心街区小品、妙西生

态旅游景区的旅游标识都出自该校师

生之手。

“中职学校与市场不仅要接轨，更

要深度融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

‘适销对路’。”朱建伟如是说。

□程振伟

这个暑假，对于16岁的陈浩（化

名）来说，并不完美，曾就读于湖南省

名校初中重点班的他是班上的尖子

生，数理化常考满分。但这次中考成

绩是 4A2B，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

得知自己成绩不能进本校高中重点

班级后，陈浩决定弃读高中，执意申

报中等职业学校。陈浩的父母急了，

坚决不同意。像陈浩这样放弃读高

中的尖子生并非个例，陈浩班上还有

四人因中考失利决定放弃继续读高

中，却都遭到家长的竭力反对。

事实上，陈浩的选择并非“一时头

脑发热”，更不是“自我放弃”，而是向

着兴趣特长挺进的自主选择。他的梦

想是做一名“机械大师”，接受职业教

育，也是对人生负责的明智选择。那

么，有主见、有规划、有实现路径的个

人发展选择，何以遭到家长反对？

不得不承认，“职业教育低人一

等”的偏见还普遍存在。陈浩和班上

同学的父母反对自家孩子上职校，是

因为他们认为，接受职业教育是被淘

汰者的被动选择，相比普通教育通过

“升学”走上“成长成才之路”，职业教

育就是学技能、求就业，人生的某个

阶段走上职业教育之路，与踏上失败

人生相差不远。

职业教育遭受偏见，与当下高中

学校的招录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先录取普高学生再录取职高学

生的招录政策，使得职业教育被打上

了“次等教育”的印记，职业学校学生被打上了

“普高淘汰生”的烙印。

选择职业教育真的就意味着选择了失败的

人生吗？“弃北大读技校”的周浩，因为不喜欢理

论、不喜欢学术，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到北京工

业技师学院，进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数控技术

研究，结果证明周浩的选择对了，他在自己热爱

而且擅长的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而近两年，

从大学休学、从高薪岗位离职，进技校“回炉”的

人群越来越多。有数据统计，今年进技校“回

炉”的大学生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为适应这种趋势，很多职业学校专门开设了大

学生班。用人单位是理性实际的，职业教育的

优越性在人才市场上得到了凸显，社会不再盲

目追求学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变用人观，

更注重求职者的能力。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过：“我们既需要培养

爱因斯坦，也需要培养爱迪生，也需要培养鲁

班。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非常重要。”振兴

职业教育，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不能简单认为

普通教育就是升学成才，职业教育就是兜底就

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只是类型区别，没有高

下之分，两者可以融通建立“立交桥”。尤其是

不能把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位在培养低端劳动力

上，而是要瞄准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培养

中高端的技术人才，绝不是仅仅培养“一技之

长”。“一技之长”是职业培训，不是学校教育。

据人社部提供的数据，从总量和结构看，我

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21.3%，高技能人

才数量还不足 6%，总量严重不足，结构问题突

出。从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

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

至达到2以上。体制性的职业教育关系到“中国

制造 2025”战略的实现。职业教育是应时代需

求的教育，所培养的技能大师正是社会所需。

中国教育欲实现高质量全方位的提升，职

业教育的提质增效是绕不过的现实课题。欲振

兴职业教育，必须在教育理念和社会氛围上取

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在体制做法上再让职业教

育低人一等，不能让“职业教育等于失败人生”

的陋见再影响青年选择进而阻挠职业教育的进

一步纵深发展。

（作者系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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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做个有心的职校教师

行知学子喀什探亲再叙疆浙情

作品抢手 人才更抢手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学生走俏企业

炎炎夏日，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师生走进
乡村参与剿劣行动。他们还用自行研制的无人机拍
下一帧帧画面，在进行空中“巡逻”的同时，以天空的
视角描述河道、滩涂的壮阔景象。

（本报通讯员 徐 华 陆元杰 摄）

为为““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建设助一份力建设助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