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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能点亮梦想

近日，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举行了“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技
能节暨校园开放日活动。学校通过技能竞赛、技能展示、互动体验等
系列活动，呈现职业风彩，弘扬工匠精神。图为校园开放日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林松根 摄）

□本报记者 胡梦甜

“语文核心素养是语文学科育人价值

的集中体现。”“要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育

人优势，为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奠定

基础。”“人品比技术更重要，有一流的心

性，必有一流的技术。”……从专家论剑到

名师分享，从教学新锐的课堂展示到各校

教师的思维碰撞，5月11日召开的浙江省

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研讨会在浙江省

中职语文界掀起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

的助推者正是浙江省中职语文名师网络

工作室。

这个由省特级教师、省技工院校语文

学科带头人戴智敏发起成立的名师工作

室，从最初的11位成员到如今的1000余

名成员，从扎根绍兴到走向全省，初心一

直未变：努力寻找培养中职生语文核心素

养的新大陆，点燃中职生核心素养培育的

星星之火。

核心素养研究的突破口在哪？
从课例研究着手，做核心素养培育的引领者

“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要让学生未

来的职业道路走得更远，就要专注于职业

关键能力的培养，而语文核心素养是培养

中职生职业关键能力最有效的途径。”戴

智敏说。带着这样的思考，她把工作室成

员召集到一起，组建了“中职语文核心素

养”研究团队。

什么是中职语文的核心素养？基于

核心素养的语文教学有哪些特征？……

面对一线教师提出的种种困惑，戴智敏敏

锐地意识到：要提升中职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必须要从提升教师的核心素养做起。

“只有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培养一批走

在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研究前沿的种子教

师，才能让核心素养在中职语文的麦田生

根发芽。”

戴智敏带着工作室成员开始了基于

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课例研究。“不同于

教学设计、说课，课例研究更关注‘为什么

要这么讲’，这恰恰是教师成长的关键环

节。”戴智敏甚至要求教师们把磨课的过

程也记录下来，在她看来，一堂课就是一

份研究报告，在课例研究中，如何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如何启发学生在体验中提升

语文核心素养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2017年3月，一场由工作室承办的绍兴市

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研究课例评比大赛吸

引了100余名教师参加。教师们或以任

务为引领，或嵌入专业，或开展小组合作，

共同为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地寻找有

效的突破口。

正是在这样的课例研究中，工作室的

一大批年轻教师成长起来。工作不到5年

的劳鸿燕十余次在国家级、省级说课大

赛、教学设计比赛、优质课评比中夺得桂

冠，被同事戏称为“获奖专业户”；教师沈

兆钧在市级以上教研活动中开设讲座8

场，撰写的20余篇论文在全国、省市级论

文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仅 2017

年，工作室的16名学科带头人共发表论

文39篇，主、参编教材13本，立项（获奖）

课题28项，专题讲座、公开课62场。“独行

快、众行远，只有集团队之力开展研究，才

能创造万紫千红之美，我要做的是为每一

位工作室成员的专业发展‘找到一个家、点

亮一盏灯’。”戴智敏如是说。诚如沈兆钧

所言：“核心素养研究打开了我专业成长的

大门，让我有了前行的勇气、底气和锐气。”

如何提升中职生核心素养？
做得再多，不如走进学生内心

明媚的午后，在校园里寻一处安静的

角落，翻开《读·赏·练》细细品读，这是绍

兴市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赵霞最惬意的时

光。“从没想过，阅读原来可以这么美。”赵

霞兴奋地说道，“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读

本，一拿到它，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书

中的一切如柔风拂过，沁人心脾。”

今年年初，一本由戴智敏名师工作室

出品的中职语文核心素养读本《读·赏·

练》（第一册）在绍兴各中职学校悄然走

红。“我们想和学生来一场约定，让学生感

受到在中职阶段与语文相遇是一件美好

的事。”戴智敏说。《读·赏·练》正是在这样

的期待中“破壳而出”。

读本以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四大培

养目标为知识与能力点落实的依据，按照

中职生职业关键能力培养的三个阶段（学

生、学徒、员工），分为生活必备语文素养、

职业拓展语文素养、职场应用语文素养三

大模块。每个单元就是一个任务群，每个

任务群围绕活动主题，由”读一读”“赏一

赏”“练一练”三大板块组成。

为了走进学生生活、融入学生内心，

编者们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翻开《读·赏·

练》，“书海听涛”既有名家的经典之作，也

有贴近学生生活的网络时文；“国学开讲”

由影视人物“梅长苏”带领学生走进传统

与现代融合的活动场景中；“写作微时空”

通过开展基于生活情境的创意微写作，带

学生畅玩微写作……“做得再多，不如懂

你。我们就是想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愿意

蹲下来，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戴智敏道出

了《读·赏·练》的价值所在，“我们希望它

既是一本经典与流行文学作品相互碰撞

的读本，也是一本集趣味语文、中华传统

文化、微写作于一体的时尚学本，更是一

座电影、歌曲、名著、演讲、麻辣国学荟萃

的语文资源库，还是一个学生可以发表自

己‘萌语’的交流平台。”

语文核心素养怎么检测？
以赛促学，探索评价体系改革之路
戴智敏深谙，开展基于核心素养教学

研究和改革，评价是关键。没有评价指挥

棒的引领，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就无法真正

落地。基于此，工作室开始探索核心素养

评价体系的改革之路。

2017年12月，由工作室组织的绍兴

市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大赛依托浙江

名师网进行的现场直播吸引了数万教

师、学生的观摩。老练洒脱的书法展示、

充满感染力的即兴演讲、声情并茂的诗

歌朗诵……优秀选手的现场展示赢得了

评委的啧啧称赞，也点燃了观摩者对经

典诗词、传统文化的热情。

以赛促学，以中职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大赛为平台，构建中职语文核心素养评价

体系，是工作室的用心所在。工作室两次

组织召开中职语文核心素养评价体系构

建研讨会，制定大赛考纲、建立评价标准、

落实比赛方案、开展专项培训，最大化地

发挥评价机制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中的

功能。

戴智敏介绍，比赛由笔试和面试两

部分组成，其中笔试占 60%，包括趣味

语文大闯关、中华诗词大会、书法空间、

写作维空间等4项内容；面试占40%，包

括美文读评、古诗词朗诵、国学常识抢

答、情境表达4项内容。“评价体系以中

职语文核心素养培育为依据，结合中职

生的基础和职业特点进行设计，重过程

评价，重个性发展，重核心素养培育的诊

断和改进。”在戴智敏看来，语文核心素

养并非飘在空中的浮云，也不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抽象概念，语文核心素养大赛

就是一个展现中职生语文核心素养的绝

佳平台。

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

开发核心素养读本、探索微写作教学、组织语文核心素养比赛……这个中职语文名师工作室的1000余名成员
在做一件共同的事——

立足核心素养，守望中职语文麦田
这个“教育联盟”
下了盘“大棋”

本报讯（通讯员 杨坚飞）近日，诸暨建筑

行业4家航母企业、7家龙头企业、5家骨干企

业的负责人齐聚诸暨市职教中心，参加诸暨

市建筑业教育联盟二届一次全会。会上，他

们聚焦建筑业发展新态势，下了盘“大棋”。

会上，围绕产教融合主题，诸暨市职教

中心分别与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签订建筑

工人培训合作备忘录，与浙江同创空间技术

有限公司签订共建无人机培训基地协议，以

此打通中高职、大学院校、行业主管部门、企

业之间的合作通道。

诸暨市建筑业教育联盟理事长单位理

事长、诸暨市职教中心校长周洁人表示，今

后，力争将联盟打造成为诸暨市建筑行业教

育综合服务平台，聚焦绿色建筑、智能建筑、

无人机应用等新兴科技，实现产学研一体

化，打通人才、技术、生产三个核心要素的产

教融合通道，提升校企合作层次。

“从建筑之乡到建筑强市的跨越式发

展，诸暨建筑业离不开教育联盟的支持。”诸

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伟说，希望

联盟能提供“共性+个性”服务，明确学校发

展定位，助推特色专业的品牌建设。

建筑业是诸暨的支柱产业，也是诸暨的

一张“金名片”。据悉，当地大批从事建筑业

的技术骨干来自诸暨职教中心建筑专业，这

个有着30多年办学历史的省级示范专业参

与和见证了诸暨建筑业的腾飞和转型。随

着装配式建筑、数字建筑、绿色建筑等新型

制造技术的出现，企业急需大量人才。

2012年，诸暨市建筑业教育联盟成立，现有

成员单位31家，涵盖建筑产业上下游生产

与服务的全产业链以及全教育层次、多教育

类型。联盟的成立，旨在通过整合行业、企

业、学校资源，共同打造校企人才培养合作

平台、技术和专业发展协同平台、生产和实

训融合平台，建立产教融合生态链，实现学

校和企业的“双赢”。

2018年浙江省“三美”
人物巡讲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邵焕荣）近日，2018年

浙江省“三美”人物首场巡回报告会在杭州

市人民职业学校举行，6位来自医疗、服务、

教育等行业的劳模、成长导师、优秀毕业生

组成“三美”人物宣讲团，走进中职校园，走

近中职师生，宣讲其感人事迹。浙江省教育

厅副厅长朱鑫杰出席报告会。

6位代表、一场宣讲会，师生们看到了

精益求精、爱岗敬业、持续专注、守正创新的

现代工匠群像：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先进工

作者、第42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潘美儿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南丁格尔“燃烧自己、照亮

他人”的誓言；全国劳模、国家高级导游员宋

亚娜，讲述了她在导游岗位上15年的成长

故事，她立志要在这美丽的事业中书写旅游

人的新传奇；杭州技师学院优秀毕业生、浙

江省第一位特级技师杨金龙把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视为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生命；杭州市

人民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曾艳凭借自己的

努力在照明设计行业脱颖而出，她告诉学

生，在这个最好的年华，不要给自己设限，那

么你的人生就会有无数种可能，你也能成为

独一无二的你……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2018年浙江省第

四届职业教育活动周的一项内容，旨在进一

步弘扬劳模和工匠精神，引导广大学生树立

对职业自豪、对专业自信的人生价值观，塑

造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培育坚守职业追求

的敬业精神，成为具有工匠精神的新时代技

能人才。 □史燕蕾

一袭长发随意地扎成一个马尾，白净

的脸上总是绽放浅浅的、极富感染力的

笑，透着真诚与善良……她，是北仑职业

高级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金海燕，她的学

生都喜欢叫她“阿金”。

2017年6月底，14旅游3+2班的最

后一场英语期末考试，学生们的表现不同

于往常。试卷收上来后，金海燕愣住了。

“想带着阿金一起上大学”“仑职，带不走

的只有你”……学生的文字中满是留恋与

爱，金海燕的眼睛湿湿的。

遇见阿金
2014年夏季，14旅游3+2班的学生

遇见了他们的班主任——金海燕。三年

时间，金海燕以她独特的魅力影响着14

旅游3+2班的学生。回首光阴，金海燕坦

言：“最大的收获是‘我们’”。

在金海燕眼里，每个学生都有闪光

点，她从不会把成绩的好坏作为评价学生

的唯一标准。有个学生这样说道：“从小

学到初中，遇到的班主任都说，你们是我

带过的最差的班级，但阿金却微笑着说，

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好的班级。”就因为这

句话，她喜欢上了阿金。

高中三年，阿金总共只找家长报了两

次“忧”。Y同学是其中之一。高一的时

候，他的“事故”不断：吸烟、男女生交往不

当、考试作弊。阿金没有像其他教师那样

带着情绪向家长告状，她更想通过家长了

解他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过程，以便更好地

理解他的这些“出格”行为，进而走近他的

心里。阿金说，考试想作弊，说明他还想

着上进；有女朋友，说明他还挺有魅力。

跟Y交谈的时候，阿金没有厉声斥责，只

是希望他能明辨是非。不想，接下来的日

子，Y同学没有一次违纪，学习认真，阳光

向上。导游证考证复习期间，他还成了班

里的“导基小王子”，负责班里的教学监控

登记，认真用心，三年零失误。Y后来说，

原以为会被劈头盖脸骂一顿，想不到是这

样的“待遇”，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堕落下去。

“取一份真心对待学生，他们会拿十

分来还。”金海燕说。哪怕是毕业了，学生

们遇到事情还愿意与阿金分享。在他们

心中，阿金更像一位关心、理解、包容他们

的姐姐。

爱上阿金
“从喜欢一个老师开始喜欢一门学

科，在阿金身上变得轻而易举。”谈及阿金

的课堂，她的学生夸道“注重实践”“打破

传统”。

阿金的课丰富多彩。针对能力不同的

学生，她实行分层滚动管理机制，帮助不同

水平的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并给予

恰当的方法指导和及时的跟踪，使每个学

生都能通过努力和巧学获得提高并体会到

成就感。在她的课上总有一阵阵笑声，她

那“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段子”令学生

真真切切地感受着英语课的魅力。

高三第二学期，因为3+2班的学生已

经完成了升学考试，怕学生在这段时间没

了目标和动力，阿金跟学生做了一个美丽

的约定：和学生一起每天背诵10个单词，

学生要背的单词由她指定，她要背的单词

由学生来选，师生相互监督，一起学习进

步。于是，每天的早自习，教室里就会出

现师生互考的一幕。最后一次，学生考阿

金的单词是 love和you，这是学生发自

内心对阿金的爱。

“老师用不用心，学生是有感觉的。”阿

金说，“是发自内心的关爱，还是得过且过的

敷衍，学生心里都有一杆秤。师生关系本

就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学生觉得哪位

老师好，一定是这位老师也用心对他们好。”

阿金不欣赏“书呆子”，也不愿意自己

的学生变成书呆子，她希望31个鲜活的生

命个体，会学也会玩。为此，阿金没少下功

夫。学习之余，她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文体

活动。篮球赛、拔河比赛、创新创业活动、

各项社团活动，都成了旅游3+2班学生大

展身手的舞台。在阿金的带领下，这些学

生就像一团凝聚的火，在不断走向灿烂的

同时，也为集体带来了耀眼的光芒。2017

年，这个班级入围宁波市最美班级。

仰慕阿金
阿金还是一名学习型教师，无论是班

主任工作还是英语教学工作，她都坚持不

断积累、反思总结、再创新。她参加全国

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一举拿下一等

奖；她是北仑区第一个考取心理辅导教师

A级证书的人；她连续多年获得“校优秀

班主任”荣誉称号……

说起对未来的希望，阿金的话题依然

绕不开学生。“虽然职高的学生会被贴上

一些不好的标签，但他们在三年时间用自

己的努力、勤奋、乐观和向上撕下了这些

标签。我相信他们以后会飞得更远、更

高。”阿金说话时的语气真诚而温和，目光

纯粹，带着一丝温暖的企盼，一份有温度

的惦念从她的言语末梢荡漾开来。

为人、为师、为学。阿金说，重要的事

情须用心去做。

早春的暖阳撒进教室，照亮一半黑

板，也照亮了阿金，给她的身影镀上一层

金辉。她的眸子在阳光下闪着动人心魄

的光芒，那眸光中透出一股执着的认真

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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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职学校“最美教师”评选活动。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评选后，20位教师获

评省中职学校“最美教师”，20位教师获评省中职学校“最美教师提名奖”。这些“最美教师”或许经历各不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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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将陆续推出中职“最美教师”系列报道，带您领略“最美教师”的“美丽因子”。

学生们的“阿金”

近日，江山中等专业学校高一、高二
2000余名师生分成3个大团从学校出
发，途经江山博物馆，抵达江山航宇国际
影城，观看《厉害了，我的国》，之后返回
学校。总行程约30公里，耗时8小时左
右。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成了江城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不少市民纷纷竖起了大拇
指。1608班学生刘嘉伟在领取到“青春
毅行”荣誉勋章后，激动地说：“这是我青
春路上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坚持就是
胜利。”
（本报通讯员 徐丽琴 陈 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