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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首届中职校园小说

情景剧原创作品大赛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钟秀艳）近日，浙江省首届中职校

园小说情景剧原创作品大赛专家评审会在三门技师学

院（筹）进行。最终，评出一等奖作品剧本、小说各3篇，

二等奖作品剧本、小说各6篇，三等奖作品小说、剧本各

18篇，最佳组织奖3所学校，优秀指导教师奖若干。

大赛自今年9月启动以来，共收到作品206篇。这

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中职学校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多彩的校园学习生活，既有讴歌亲情、友情、师生情谊的

感人故事，也有网瘾、网贷等校园现实问题题材。

据悉，本次大赛面向全省各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职工

及曾经在中职学校工作过的教职工、在校生及毕业生，

由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与台州市作家协会

联合主办。主办方表示，举办此次大赛既是向社会集中

呈现当前我省中职学校师生校园文学（小说及剧本）创

作的成果，也为广大语文教研员、语文教师呈现了鲜活

丰富的研究案例，更为广大中职校园文学创作者搭建了

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山东德州市某中职学校学生在天

津实习期间发生车祸，造成4死48伤；

在北京市某职业院校，女生朱某伙同另

外4名女生在宿舍楼内无故殴打、辱骂

两名女生，并拍摄视频；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一所中职学校选址氰化物残留的

外贸工艺品厂，师生在砷超标的环境下

上课生活……

从食品安全到实习安全，从意外伤

害到校园欺凌，中职校园安全这道警铃

时时被敲响。在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

背后，中职学校该如何反思，防止类似

的事情再次发生？如何为中职生撑起

“保护伞”？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学校要从消防员变为预防员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不少中职学

校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要做好安全管

理工作，不能亡羊补牢，学校不仅要当

消防员，更要当好预防员。诚如杭州市

电子信息职业学校教师康九星所言：

“校园安全无小事，校园安全危机的出

现绝非偶然，它暴露出学校安全管理的

漏洞和安全防范措施的缺失。学校不

仅要重视校舍安全、食品健康安全、消

防安全等的检查督导，还要加强重点区

域的巡查力度和监控强度，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舟山职业技术学校建起校内警务

室，由当地派出所派有经验的民警驻点，

驻校民警和学校辅警相互配合，在人群

集中区域进行巡查，并定期排查学生是

否有携带危险物品进校。不仅如此，学

校还组织学生自主管理团队，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学校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等是社会问题在学

校的延伸，我们虽然无法杜绝校园安全

问题，但可以预防并将安全问题降低到

最少。”该校教师刘海华说道。

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先后制定了

《学生安全管理制度》《实习生安全管理

制度》《7S管理制度》等10余项安全制

度。在校长郑天顺看来，只有筑好校园

安全第一道墙，才能确保责任“零缺

位”、隐患“零漏洞”、事故“零发生”。

“与普高生不同的是，中职生有一年

的实习期，面对这些未满18周岁的学生，

如何确保他们的实习安全也是学校面临

的一个难题。”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教师

郑孝增说道。为此，学校与实习企业签

订实习生管理协议，委派教师常驻企业，

参与学生管理。同时，做到定期回访，及

时了解学生在企业的动态。

把每天都变成“安全教育日”
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周一，是全国

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日”。每逢这一

天，学校都会围绕主题开展相应的安全

教育活动。

“安全教育不能局限于纪念日，局

限于一两次的活动。安全教育应该成

为一种常态化的教育，融入学生每一天

的生活和学习之中。”康九星说。

在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每学期开

学后的第一节课和放假前的第一节课

主题都是“安全”，内容涉及实习安全、

防溺水、消防安全等各个方面。在教师

郑孝增看来，只有把安全意识渗透到每

个学生的内心世界，让他们具备一定的

避险能力，才能真正筑起学校安全工作

“防火墙”。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训，终

于拿到了红十字会的急救员证书，我要

继续参加培训，争取早日拿到应急救护

师的资格证书。”衢州市衢江区职业中

专机电专业学生张子茗兴奋地说道。

学校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作为学生

的必修课，把心肺复苏和外伤的止血、

包扎等作为学习内容，并聘请红十字会

专家开设专题讲座。截至目前，该校已

有近2000人取得了红十字会颁发的急

救员证书。

同样是与红十字会合作，衢州中等

专业学校筹建了学生运动管理与应急

救护中心。作为该校省中职名校项目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中心”的5个分中

心之一，急救员持证进驻值班。“在中职

学校普及急救知识与技能不仅有助于

推进平安校园建设，防范校园安全风

险，也有助于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副校长陈建军说。

安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更是与当

地红十字会、消防大队、街道等多部门

合作，成立了红十字会急救员培训中

心，开设相应的培训课程，向学生普及

急救等知识；建立消防安全体验中心，

邀请当地消防员进行专业培训，让学生

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和火灾自救

常识；建立国防法治教育中心，增强学

生的国防法律意识，提高学生守法的自

觉性。

用生命滋养生命
“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

方。”这是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的话。

而现实中，学生规则意识不强，漠视生

命与尊严，对一些事物的认知产生偏

差，导致校园安全阴影重重。

今年5月，由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

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和中南大学社会风

险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校园欺凌

调查报告》显示，语言欺凌是校园欺凌

的主要形式，语言欺凌行为发生率明显

高于身体、网络欺凌行为，占23.3%。

受访者认为，缺少包容、互谅是主因。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曾连续

3年对高一新生进行心理测试，结果表

明，学生自信心、自我管控能力等，与普

通高中学生相比相对较弱，且普遍存在

脆弱、逆反、自卑及敏感等心理问题，对

自我的认识比较消极，甚至有些学生存

在偏激想法，淡漠生命，比较容易因冲

动而采取极端行为。

越来越多的中职学校开始意识到，

校园安全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对人、对

生命的轻视。基于此，开展生命教育，

用生命滋养生命，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

生命价值观，成了不少中职学校的用心

所在。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开设了

“压力挂号箱”，对学生的心理压力源

进行调查，倾听学生对未来发展、人际

交往、家庭关系的诸多困惑；设计“消

灭灰点点行动”，了解学生感到烦恼、

自卑的原因。校长周宏米深谙，通过

校园宣传和主题活动还无法完全将生

命教育的理念渗透进学生心灵。为

此，学校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主题—经

验—表达”为主线的生命教育课程体

系。课程分为“认识生命”“珍爱生命”

“尊重生命”“发展生命”4个维度，每

学期一个主题。“如果一所学校的教育

能够带给学生温暖的回忆并因此热爱

学习、交往、探索与富有个性的表达，

能够让学生学会自律、互助与合作，这

就是好的教育。”周宏米说。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有一个名为“镇海职教青春阳光”的微

信公众平台。作为平台的管理者，陆宗

尧每天都会精选一些心理健康小短文，

有针对性地推送给学生。假期前夕，为

学生推荐《心理学与生活》《社会性动物》

《对“伪心理”说不》等20余本豆瓣网友

评分在7~9分的心理学入门书籍，作为

学生的“假期大餐”；针对学生的学习焦

虑问题，搜集呼吸松弛训练、冥想法、自

我暗示等专业的减压方法供学生参考；

经常性地分享一些有助于放松心情、改

善睡眠的轻音乐……微信公众平台成

了学生放松心情、自主学习的园地。记

者尤其注意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学

生还可以直接在线预约心理咨询，通过

微信呼叫后台管理员。陆宗尧告诉记

者，这里就像是学生的“秘密树洞”，有什

么烦恼、困惑都可以往里面丢。

□王 姬

很多中职学校的教师在学情分析时都

会提到：中职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弱，动手

能力较强。这种说法从笔者参加工作时就

有所耳闻。乍一听，觉得挺有道理。听得

多了，不由自主地开始质疑：这种说法真的

有依据吗？从教至今，笔者的学生从80后

到00后，各方面变化都挺大，这一学情分

析却没有改变。中职生中考成绩不理想，

逻辑思维能力就一定弱吗？动手能力就一

定强吗？笔者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究

竟什么是学情分析？

百度百科里，对学情分析的定义是：对

学生在学习方面有何特点、学习方法怎样、

习惯怎样、兴趣如何、成绩如何等的分析。

我们一直说要“以学生为主体”，可是面对

这个主体，我们真正去了解了吗？城区的

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在习惯、兴趣方面的差

异，我们考虑过吗？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

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基础方面的差异，我

们关注过吗？学情分析不是一个走过场、

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关系教师如何处理

教材、采用何种教学方法的关键问题。

教师在处理教材时，首先要对教学对

象——学生进行学情分析。能够将学情分

析得到位的教师肯定是深入了解学生的教

师，他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兴趣爱好，而

不仅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在他的分析

之下，可爱、有特点的学生形象生动地浮现

在眼前，这样的课何愁上不好？反之，如果

还是泛泛地用老生常谈的套话敷衍了事，

那么，教学策略、教学环节设计的有效性不

禁堪忧。

学情到底怎么分析？学生的家庭背

景、性格特点、身心素质等都会影响他们的

学习态度和学习结果。学情不是简单地对

着记分册、计算机就可以分析出来，教师要走近学生、走

进学生的家庭，才能全面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面对不

同的教学内容，要了解学生的知识起点、技能起点。如果

教学设计中需要引入较多的信息化元素，那么学生的信

息素养情况也需要进行分析。了解学生的情况后，才能

明确哪些知识是学生可以自主学习的，哪些知识需要在

教师指导下掌握，哪些知识需要拓展提升。

有专家提出，学情分析不能太有针对性，不能只适用

于某个班，而是要适用于所有该专业的学生。对此，笔者

不敢苟同。一堂好的课要讲究“因地制宜”，面对不同的

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同一

堂课，同样的教师在学习基础不同的班级授课，感觉是完

全不同的，学生的反应差别很大。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模

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情分析不仅要有针对性，而

且要具体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在充分分析学情后，教

师在教学中要关注差异性，教学内容要有梯度。考虑到

教师在课堂上无法兼顾每个学生，可以适当采用小组合

作的形式进行教学，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进

行分组，让学习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担任组里的“小导

师”，组内互帮互助。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对于学习基础

相对较好的学生，教师可以提供探究性练习，帮助其养成

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对于班级中的后进生，教师可以

为他们提供一些学习技巧的指导和基础性练习，以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

教师在进行教学比武时，常常会采用借班上课的形

式以示公平。上课前，教师对学生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以此来考验教师的教学智慧和教学能力。这个时候，是

不是不需要进行学情分析了呢？事实上，恰恰是这个时

候，最考验教师。因为，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课中

的学情分析比课前的学情分析要难得多。课中的学情分

析，需要教师仔细的观察、快速的判断，及时根据学生的

学情对预设的教学设计进行调整，不能只想着让学生跟

着预设的教案走。教案不是定案，教师应该随着课堂上

学生的思维变化而改变教学策略，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

闪光点，时刻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

理念，这样才能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本文作者系省特级教师）

□本报通讯员 黄 佳

余姚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的橙果

工作室里，学生熟练地打开PR软件，

随后掏出手机，扫描《数字影音编辑与

合成》一书相关章节的二维码。

“本单元讲的是复杂背景的抠像合

成，技术难点是‘16点无用信号遮罩’与

‘极致键’的使用，我们首先……”手机视

频里传出专业教师讲解的声音。伴随着

视频讲解，学生们开始了自主练习。

在橙果工作室，学生自主学习的

情景随处可见。这一切要归功于余姚

四职引入的智慧教材《数字影音编辑

与合成》。教材主编是新昌技师学院

的计算机教师周旺。

“周老师在吗？出版社想找一位

有经验的教师主持编写‘十三五’规划

教材《数字影音编辑与合成》，我们看

了您之前参与编写的教材，反响特别

好，所以这次想麻烦您……”一年前，

当周旺关掉机房电源准备下班时，突

然收到了来自科学出版社社长陈砺川

的短信。

从职校的一线教师变成中等职业

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的主编，这一转

变让周旺有些欣喜又深感责任重大。

“出版社对主编的选择有严格的

把关，周旺老师14年的专业探索和带

比赛的经历，使得我们放心把一本中

职专业教材交给他。我们认为，只有

教学经验丰富、文字功底深厚的教师，

才是最合适的人选。”陈砺川说。作为

省、市学科带头人，省优秀指导教师，

周旺指导学生参加技能竞赛获省一等

奖的达9人次之多，5次获得省优秀指

导教师，多次主持各级课题研究。这

也给了周旺一份编写教材的底气。

如何让教材更贴近中职教学本

身？如何帮助新教师、初学者尽快进

入角色？成为教材主编后，周旺脑中

翻腾着一个个类似的问题。

“传统教材在实用性上比较欠缺，

比如素材，以往都是放在一个光盘中，

光盘丢了，素材就不见了。如果让学

生自行在网上下载，学生又不够自

觉。”周旺说道。于是，他决定给教材

来个“大变身”，将二维码引入教材。

笔者注意到，在教材的每一个章节后

都有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学生能

方便地获取该章节所需了解的延展内

容，包括习题解答、案例分析、知识点

拓展、专题讲座等，大大节省了查阅课

件资料的时间。

“‘看得懂，做得了，学得会’是职

校生习得技能最直观的标准，利用手

机扫一扫二维码能实时观看视频，极

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

个二维码视频讲解得非常详尽，特别

强调关键步骤，有时候一个视频就能

解决好几个困惑，学生都很喜欢

用。”……教材推出后，收获了师生一

致好评。

“我们就是想做富媒体形式的智

慧教材，和出版社沟通之后，他们也特

别支持，这是全国首本引入二维码的

中职专业教材。”周旺表示，读屏时代

的来临，让学生更喜欢自主学习，这正

契合了中职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

不仅如此，周旺和他的教材编写

团队还把身边的素材作为案例引入教

材。“这样的案例更生动，也更贴近学

生。”周旺说道。学生陈胜瑜翻开教材

《数字影音编辑与合成》后，惊喜地发

现自己的参赛练习成了教材中的一个

案例。作为全国技工院校影视比赛的

一等奖获得者，他常常会和指导教师

周旺一起开发设计针对竞赛的专用试

题。“这道综合题融合了几个知识要

点，学会这一题，大部分影视竞赛的基

本知识点就都能掌握了。”

将竞赛练习引入教材，这也是周

旺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些竞赛练习都

是我们从2008年参加影视比赛以来

积累下来的精华，值得和大家做一次

分享。”周旺说。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我更感受

到，职校教师只要踏踏实实地钻研教

学，在竞赛中积累成长的素材，也能尝

试做一个‘接地气’的主编，这是出版

社给我的信号，更是对职校一线教师

的信任。”

校园欺凌、意外伤害、实习安全……

面对安全问题，如何为孩子撑起“保护伞”
学
情
分
析
：
你
真
的
了
解
学
生
吗
？

一线教师推出“网红教材”

手绘美丽校园

初冬时节，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的校园里
层林尽染、风景如画。图为该校师生在校园开
展写生活动，用妙笔描绘校园美景。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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