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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本报记者 胡梦甜

4月27日，娄海滨名师工作室成员赴

龙游县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支教、师徒结对

活动；6月15日，娄海滨组织开展了2017

年学科带头人年度会议；8月22日，工作

室成员走进上海珍为科技有限公司，交流

如何开发《走进机器人》慕课……自名师工

作室成立以来，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机械数控专业教师娄海滨忙得不可开

交，他坦言，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今年，浙江省评出中职名师及名师工

作室58个，大师及大师工作室57个。在接

下来的3年时间里，入围的教学名师和技

能大师将分别牵头负责“名师工作室”和

“大师工作室”建设。名师工作室如何建？

如何借助工作室，发挥名师的“领雁效

应”？一些中职学校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带出一批“名师”
名师工作室是一个以名师为核心构

建的教师团队，是一个教师共同体。一

个优秀的、有特色的名师工作室的建设

和运作，能带动一批学科带头人、骨干教

师的成长。基于此，不少学校将名师工

作室功能定位为“未来名教师和高技能

人才的孵化地”，并以此制订出一套行之

有效的工作室运行机制。

“教而不研者浅，研而不教则空，会思

考、肯钻研是成为名师的必备条件。”德清

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名师杨月明说道。

带着这样的思考，培养“科研型”“学者

型”教师成了杨月明名师工作室的用心

所在。每个月，工作室都会定期组织科

研培训，把专家请进来，把骨干教师送出

去；举办教育科研经验交流会，请校内科

研成绩突出的教师介绍经验，树立科研

标兵；开展形式多样的开课、评课活动，

实践中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

在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的祁黎建筑

名师工作室的建设任务书中，工作室成

员的能力建设是重中之重。祁黎对建筑

专业名师应具备的能力进行了全方位剖

析，包括课堂教学能力、专业实践能力、

课程开发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

等几个方面。“对于这些能力的培养，工

作室实行特色化、有方向的原则，即当教

师的各项能力都达到合格标准后，重点

培养其最擅长的方面，形成自己的特

色。”祁黎介绍道。

教师王磊擅长信息化技术领域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室主张由王磊牵头组建

建筑专业信息技术团队，充实网络课程

资源。教师蔡菊琴对传统工艺，特别是

木工，有着特别的热爱。工作室支持蔡

菊琴发挥她的兴趣特长，组建木工课程

开发团队，通过建设木工工作室、制定课

程标准、开发校本教材等途径，将木工课

程引入学校的选修课程体系……像王

磊、蔡菊琴这样的教师，在祁黎建筑专业

名师工作室中还有很多。“他们虽然都是

80后，但专业能力突出，充满活力和创造

力，相信他们很快就能成长为能独当一

面的名师。”祁黎自豪地说道。

辐射一群教师
8月24日至25日，一场由娄海滨名

师工作室、王冈名师工作室、杨宗斌名师

工作室、杨月明名师工作室共同发起的

中职机械类高职考网上集体备课活动吸

引了414名教师加入。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团队不

仅仅局限于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真正适

合教师发展的团队，应当集合各地优秀

资源，为教师成长提供强有力的平台。”

对娄海滨而言，名师工作室要做的不仅

是带动工作室核心成员的专业发展，还

要以他们为“星星之火”带动更多教师的

专业发展，进而带动浙江省旅游专业的

发展。

娄海滨把目光投向互联网。2015年

7月，娄海滨名师网络工作室成立。借助

网络工作室平台，名师可以将最先进的研

究成果通过网络进行分享，学员们可以跨

越时空进行线上研讨。在娄海滨看来，名

师网络工作室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类教师

的聚集地，更是优秀机械资源的聚集地。

至今，娄海滨网络工作室有成员573名，

各类资源5958个，名师课堂数515节，访

客达到了37万余人次。“正是因为有这些

宝贵的教育教学资源，更多的教师可以迅

速地学习和提升。”娄海滨说。

佘运祥名师乡村工作室是杭州市电

子信息职业学校与杭州市富阳区职业教

育中心合作开设的工作室。这个连接着

城市与乡村职校的名师乡村工作室不是

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着眼富阳区职业教

育的长远、动态发展。根据名师佘运祥的

设想，希望依托这个平台实现富阳区各职

校的计算机专业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了传授

计算机技术操作能力，我们更希望优化

当地的师资结构，同时让教师们形成自

己独特的教育教学风格和教育艺术，进

而每个教师都能在教学领域、科研领域

独当一面，实现城乡教师的共同发展。”

佘运祥如是说。

服务一方经济
成立名师工作室，意味着多了份职

责和使命。名师工作室不仅是培育优秀

职教师资的“孵化园”，更是校

企融合的助推器。技术成果

的转化能力是衡量名师工作

室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指

标。基于此，不少名师工作室

主动承担起服务地方产业的

责任。

杨月明名师工作室成员定期走进企

业参与产品研发，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

题。工作室还注册成立了德清县工业机

器人应用研究所，为小微企业提供技术

服务，针对劳动强度大、工序单一、用工

量大、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进行定向开

发，并以推动小微企业机器换人为研究

方向申报国家专利。

余运祥负责的“拓普”名师工作室拥

有多项国家专利并具有企业产品研发经

历。余运祥带领工作室成员深入企业第

一线，为企业技术改进、产品研发和自动

化技术服务，并尝试将国家专利产品应用

到企业，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目前，工

作室成员的《桌面式电子技能实训信息化

教学系统》《电子云实训平台软件V1.0》等

专利均已被企业购买。工作室还结合无

人机技术，开发校本教材，研究课程体系，

为企业提供无人机航拍技术培训服务。

面向周边社区提供自主研发的“VR全景

导览”服务，向社区居民呈现全景式社区

地图，方便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教师朱滢元是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名师，也是此次入围

省“三名”工程的名师之一。他敏锐地意

识到，汽车行业将出现服务多样化、服务

便利化和服务品质化的趋势。为了适应

这一市场需求，朱滢元率先提出了校企

合作研发汽车远程维修诊断指导系统的

设想，并带着教师攻关研发。“做汽车行

业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先行者”，这正

是朱滢元名师工作室设立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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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航海学校：
学生到旅游景点“上班”

本报讯（通讯员 乐佳泉 范名玉）国庆

前夕，舟山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社会公开招

募旅游志愿者50名。舟山航海学校港航教

学部6名学生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成为旅

游志愿者。

长假8天时间，志愿者们分别在蜈蚣峙码

头、大桥沿线沿路志愿服务点、机场等场所为

游客提供服务，内容包括文明倡导、旅游咨询、

秩序维持、购票指导、路线指引、车辆引导、便

民服务、网络咨询引导等。现场，不时能听到

志愿者们贴心的问候：“您准备去舟山哪个景

点？”“我们为您推荐几条躲避拥堵的线路

吧。”“网上购票可以减少排队时间哦。”……学

生们纷纷表示，看到游客对自己的服务报以满

意的微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勇辟创业路的
95后中职生
□本报通讯员 史梦倩

赵蕾，2012年毕业于宁波市镇海区职

业教育中心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毕业后，

曾供职于多家网络公司，后来凭借着孜孜

以求的开拓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创

办宁波中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现如今，

95后的她，已成为这家年产值高达500万

元的网络科技公司总经理。前不久，她被

评为宁波市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

谈及高中生活，赵蕾面带羞涩地说

道：“在学校的时候，我真不是一个学霸。”

在班主任李红眼里，性格外向、活泼大胆

的赵蕾是个典型的“不安分”分子。在大

合唱比赛、运动会开幕式、艺术节等学校

大大小小的活动中，总能见到她活跃的身

影。不仅如此，赵蕾兴趣爱好广泛，在学

校的文学社、棋艺社，也小有名气。她说，

正是学生时代丰富多彩的活动锻炼了她

的组织和社交能力，为之后的求职和创业

打下了基础。

高中毕业后，赵蕾毅然放弃了父母为

她准备的安稳工作，而是选择自己找实习

单位应聘求职。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朝九

晚五的安稳日子对女孩子来说再好不

过。但从小就很有主见的赵蕾很清楚，这

不是自己想要的未来，只有适合自己的才

是最好的。

毕业后，家庭条件并不优越的她，先

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一家大型网络公

司找到了一份前台的工作。即便是这样

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工作，赵蕾也干得有滋

有味。至今回想起来，赵蕾还是很感谢这

份工作：“虽然很忙，却学到了很多课本以

外的知识，比如如何接待客户、如何跟客

户沟通。”

9个月踏踏实实的前台工作和1年多

忙忙碌碌的销售工作，让赵蕾看到了电商

服务这个领域的商机。于是她毅然决然

地辞去了销售工作，决心自己创业。初生

牛犊不怕虎，在合伙人的协助下，2015

年，她在宁波高新区的研发园里开创了一

家专门提供电商服务的网络科技公司。

事实上，高中时就读于商务英语专业

的她早已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清晰的职

业规划——做一名出色的电商人。为此，

她在踏踏实实学好本专业的同时，也常常

利用课余时间向学校里的电商教师请

教。赵蕾感慨道：“很幸运能遇见镇海职

教中心这群可亲可敬的老师，也是高中阶

段在商务英语和电子商务方面的学习让

我获益匪浅。”

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孜孜以求的

开拓精神，赵蕾走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与

期待的创业之路。在公司的初创阶段，

人前风光无限的她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公

司里熬夜摸索学习，到天亮才想起回家

休息一会儿，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亦是家

常便饭。想着那时候的艰苦，赵蕾淡淡

一笑：“万事开头难嘛，前面的路走好了，

后面的路才好走。”

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她也遇到过不

少问题，比如骨干员工流失、业务员跑私单

挖走客户等。赵蕾在一次次的挫折中不断

反省自己，不断向前辈请教。如今，她总结

出了运营管理的八字箴言：诚信经营，将心

比心。“立足员工和客户的立场，多换位思

考，力争在保证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达

到双方共赢或者三赢的局面，这才是公司

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赵蕾说。

据了解，她所创办的宁波中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现在的年产值已高达500万

元。选择大于努力。“先给自己确立一个

小目标，然后剩下的，就是努力去做。”这

是赵蕾给学弟学妹的寄语，也是她从毕业

至今一步步走来的经验之谈。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在金华市优质课评比中拿下5个一

等奖，在市信息化说课大赛中夺得2个第

一……过去的两年，浦江县职业技术学

校的动静有点大。这所多年来默默无闻

的职技校，因为教师在各级各类比赛中

绽放的风采，开始崭露头角。

“这些获奖教师的教龄基本都在6年

以内，有的甚至不足3年。”说起这些年轻

教师，校长李卫平直言不容易。学校30

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全校专任教师的

三分之一，他们充满活力、学习能力强，

却因业务水平不高而普遍不自信。为

此，学校想方设法搭建平台、创设机会，

努力培植一片教师专业成长的沃土。而

今，正是花开的时候……

借力引智
为教师寻找成长“高级合伙人”
2017年3月31日，对于该校电子电

工专业教师何学圣而言，是个难忘的日

子。这一天，他远赴云和县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拜特级教师张华燕为师。之后，

他加入了张华燕的名师工作室，一有机

会就会参加工作室组织的各种线上线下

的研讨活动。“工作室有十几个学科带头

人，他们常常会分享一些前沿的教学成

果和教育思想。”何学圣感觉自己一下子

从封闭的校园闯入了一片辽阔的天地。

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与外界

交流的机会有限。如何让一线教师获得

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仅靠学校资源远

远不够，教师的专业成长离不开名师的

引领。”李卫平说。带着这样的思考，学

校决定借力引智，为教师寻找成长“高级

合伙人”。

李卫平带着骨干教师走访了浙江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龙

游县职业技术学校、绍兴市职业教育中

心等数十所兄弟院校。哪里有好的经

验，他就带着教师去哪里学习；哪里有好

的培训，只要教师有需要，他都会尽力争

取。用李卫平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教

师的专业发展不计成本”。

今年3月初，省“三名”工程的名师名

单刚下来，李卫平就迫不及待地从中寻

找对应专业的名师，辗转取得联系后，带

教师前去拜师。“教师对工作缺乏热情、

安于现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教育生

活太过封闭，看不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只

有让教师走出去，才能点燃教师专业提

升的‘兴奋点’。”李卫平如是说。

就在不久前，何学圣的课题“基于地

方特色的电类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实践

研究”获得了省级立项。他做梦也没想

到，自己有一天会走上教科研之路。而

这次课题研究的灵感，正是源于他和师

父张华燕的一次交流。“浦江当地许多企

业都需要电类人才，但为什么这些企业

从不来学校招人？”当何学圣将这个困扰

自己许久的问题抛给师父时，张华燕说

道：“你何不静下心来思考如何改变这一

现状。”师傅的点拨给迷茫中的他点亮

了一盏明灯，何学圣开启了从教以来的

第一次课题研究之旅。“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是我在师父身上学到的最

宝贵的东西。”何学圣告诉记者，下半年，

他将根据课题研究的成果改革课堂教

学，培养真正适销对路的电类人才。

成长“同心圆”
定位教师专业发展的“坐标点”
李卫平深谙，一群人，一起走，才能

走得更远。为此，学校成立了研究生俱

乐部，将13个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拉进

“朋友圈”，发挥他们在课题研究、论文撰

写等方面的优势，以此带动整个学校的

教科研工作；组织80后青年教师读书沙

龙，每周，年轻教师都会聚在一起共享一

段美妙的阅读时光；面对校外各种机会

难得的评比、竞赛活动，学校积极鼓励教

师“组团”参加，在李卫平看来，这就是一

次再好不过的学习机会……良好的学术

氛围，犹如大自然中的负氧离子，激活了

青年教师成长的内驱力。

自从加入了研究生俱乐部，教师吴

晓韵欣喜地发现，自己不再是“孤单”的

一个人，而是共同体中一个活跃的细

胞。她从风格各异的骨干教师身上汲取

经验，也从和她一样的年轻教师身上感

受对教育的热情。工作仅3年，吴晓韵不

仅获得了市信息化说课大赛二等奖，还

独立撰写教材《客户服务与管理》。“这是

共同体给我带来了‘1+1’远大于‘2’的体

验和收获。”吴晓韵深有感触地说。

如果说把年轻教师汇聚在一起，可

以让他们互相“取暖”，那么，让年轻教师

和老教师结成“同盟”，则实现了年轻教

师的“拔节”成长。2016年9月，学校正

式启动“薪火传承”工程，这是一个由学

校50周岁以上老教师和参加工作不满6

年的年轻教师共同组成的团队。每周一

晚上，学校“元老”都会和年轻教师分享

从教生涯的教育心得。“每个老教师都有

自己一段独特的经历，他们的教学经验、

班主任管理技巧，对于年轻教师而言尤

其宝贵，可以让我们少走不少弯路。”教

师刘立勇说道。

细微处着手
使校园成为教师诗意的栖居地
漫步在浦江职技校的校园，该校的

书画展览馆让人眼前一亮：偌大的展览

馆里，陈列着一幅幅精心装裱的书画作

品，这些作品均出自教师之手。

为有书画爱好的教师专门开辟一个

书画展览馆，这样的“大手笔”，李卫平却

觉得值得。在他看来，教师的专业成长，

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还包括专

业精神、专业修养、职业心态等诸多方

面。一个缺乏职业幸福感的教师很难在

专业成长的道路上走远。

学校将整整两层楼打造成“教工之

家”。课余时间，教师可以在这里打乒

乓球、下象棋、进行书画创作。不久前，

李卫平考察了金华实验中学的教工餐

厅。回校后，他就让教师设计装修方

案，计划明年重新装修教工餐厅。李卫

平说：“要让教师在自己的餐厅里优雅

地吃饭。”

每年，学校都会评选“最美教师”，获

奖名单由学生民主推荐产生，教师们对

这份荣誉的珍惜程度不亚于在外比赛拿

到大奖；为期一周的班主任节，学校请进

班主任家属，感恩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每

个月，学校都会给当月生日的教师办一

场集体生日……“只有当教师感受到温

暖和关爱，真正把学校当作是自己的另

一个家，教师才会‘安教’‘乐教’。”李卫

平说。

为保障教师驾车出行时的安全，近日，宁波市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的车世界社团成员特意为
教师提供车辆维修服务。学生们精湛的技艺赢得
了教师的好评，教师们笑称这是“家门口的汽车
4S店”。

（本报通讯员 李园梅 摄）

撬动青年教师成长的“支点”

从“聚集”到“聚变”

名师工作室如何发挥“领雁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