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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梦甜

当下，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社

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直接服务

于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也逐渐从量的

扩张走向质的提升。迈入“质量时代”，

中职学校的治理能力逐渐引起重视。

2016年，浙江省“中职教育质量提升行

动计划”将学校治理能力建设项目纳入

中职名校建设基础工作中；2018年，学

校治理能力建设项目又被列为第一批

中职名校中期绩效考核检查互评项目

之一。

然而，对于不少中职学校而言，治

理是个“老大难”问题。与普通教育相

比，职业教育因其跨界性而具有特别的

活力。也正是因为这份特别的活力，在

传统印象中，职业教育总显得不那么

“规范”。规范与活力，如同硬币的两

面，成了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悖论。如何

在规范与活力中寻求治理突围？

让制度更有质量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陈衍认为，制度是治理的核心载

体。要提升职业学校的治理能力，首先

要完善学校制度。“制度的数量多少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校长、教师认可

的程度有多大，在现实中落地的程度有

多大，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的程度有多

大。一项制度必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和独特意义，不能为了存在而存在。”

诚如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王

钟宝所言：“制度建设不仅仅在乎制度

的数量，更在乎制度的质量。”学校聘请

了法律顾问，以确保制度的合理性和可

操作性。法律顾问还扮演第三方监督

的角色，助推学校管理的法制化。

为维护学校章程的权威性，江山中

等专业学校专门成立了章程建设及实

施监督工作小组，组织全校师生学习章

程，在学校公告栏和网站发布章程。与

此同时，学校还建立了相应的实施效果

监督评价机制，引入教师、学生、家长、企

业的多方参与，全面开展评价，强化对

章程的跟踪和落实。“现代化制度的建

设与完善使得学校走出了‘制度贫苦’，

走上了规范化办学之路，好比是‘带着

枷锁跳舞’，枷锁对学校的规范和约束，

同时也给学校的制度和活力带来了保

证。”校长蔡之青如是说。

名校建设期间，杭州市旅游职业学

校以问题为导向，针对中职学校招生、

实习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位”现象，建

设和完善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其中仅实

习管理领域就建立了9项制度。绍兴

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则对学校

管理制度进行了整合，构建了“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三维立体的制

度网格，名校建设期间共修订了53项、

废除了12项、新增了10项制度。

给管理一点“留白”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是不少中职

学校面临的困局。“治理的完整表达是

共同治理，强调的是一种民主性、协调

性、公开性、透明性。”在嘉善县中等专

业学校校长冯军看来，现代化的学校应

该是一个有相对自主管理权利的“生态

社区”，而非一个控制型的科层组织。

为此，学校从人本理念出发优化现有的

管理制度，将民主参与纳入学校管理的

框架体系中，凡是与教师、学生、家长等

相关且他们有能力自己处理的事情，学

校都交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并担负相应

的责任。

“只有适当放权，才能激发办学活

力。”这也是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在名

校建设中的深切感悟。为了解决传统

学校管理中二级学院（系）自我管理意

识、自我管理能力缺失的问题，学院对

二级管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仅实现了院系财务二级预算，更在用

人自主权、绩效考核分配权等方面给予

系部更大空间，推动系（部）由教学单位

向办学单位转变。与此同时，学校还通

过成立校董事会、义乌市技师学会、专

业指导委员会等，打破“囿于校园”的管

理模式，形成校内外各职能部门协调配

合的组织体系。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职学校开始探

索扁平化的治理模式，让教师和学生参

与到学校治理的各个层面。

为了实现决策机制民主化，绍兴市

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明确了各管理层级、

系统之间的职责权限、管理程序与规

则，充分发挥和赋予学校年级组、部、教

研机构等基层组织参与学校管理的积

极性和管理权，组建了一支专业化、年

轻化的管理团队；柯桥区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则将原有的5个专业部根据区域

三大产业链发展现状整合成3个二级

学院，下设18个专业方向……

告别“信息孤岛”
学生轻触教室门口的电子班牌，就

能查看到该教室的课程安排、授课教

师；将校园卡放在电子班牌的感应器

上，即可完成请假、考勤等操作；用手机

扫一扫考试二维码，系统会自动出卷，

学生可在线答题，考试结束后系统会自

动生成成绩……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

这个集合了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物联网

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智慧校园”展示

出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该校校长郑天顺敏锐地意识到，在

“互联网+”时代，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

代化。学校建立了智能管理平台，该平

台涉及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方方面

面，如门禁管理、学籍档案管理、操行评

定等，通过对数据的动态分析，实现对

学生全方位的管理。

在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由校长牵头，教务处、政教处、招生就业

处、团委等各个处室合力挖掘工作中的

信息化需求，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智慧校

园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了全校资源的融

合与共享。“以往学校每个处室都有自己

的数据平台，但互不相融，各部门的数据

平台仅从满足本部门需求出发，客观上

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导致学校管

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序。”校长张国方认

为，中职学校应从顶层设计出发，对学校

信息化平台进行整合重构，形成一体化

的信息平台，构建科学合理、配置优化的

运行机制，以管理赢得秩序。

作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

验校、浙江省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建设

示范学校，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更

是走在了“治理平台智慧化、治理手段信

息化”的改革前列。学校在已建成的信

息化标准平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公共

通讯基础平台、数据共享中心平台、智能

表单流程管理平台、学校综合办公管理

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校本特点的

识别系统，实行一体化一站式管理和服

务，激活了整个管理链条的活力。

□王 姬

2012年，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五

年一贯制职业教育试点。2018年，浙江省

教育厅正式启动中职与本科一体化培养试

点招生。这是浙江省职业教育改革的又一

项重大突破，意味着除了原有的对口招生

模式、3+2分段贯通模式、自主招生模式、

五年一贯制、中职生免试入学外，开启了新

的升学“直通车”。这也使得中职升学的

“断头路”全线贯通，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

中职生升入高职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就

读，中职学校和高职、普通院校的人才培养

立交桥初具规模。

然而，尽管中高职立交桥已经建成，并

经历了几年的试运行，但由于种种原因，中

高职贯通的“交通状况”仍存在很多问题，

时不时会出现“梗阻”，影响通畅运行。究

其原因，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问题一：课程贯通脱节。由于中高职

双方缺少多层次的沟通与合作，课程的设

置成了简单的拼凑，或者是对各自课程的

“修修补补”，专业基础课程没有循序递进，

内容大量重复，让学生有一种“炒冷饭”的

感觉。而有的高职院校在实训方面的实力

还不如中职学校，专业实操课程出现“倒

挂”现象。

问题二：选拔方式单一。大多数高职

院校的入学选拔方式仍以“一考定终身”

为主，缺乏职业教育特色。部分文化基础

较差、实践操作能力较强的学生被一纸试

卷拦在门外，高职入学选拔方式亟待改革。

问题三：师资没有共享。作为教学的

主体，中高职教师缺少交流和合作，仍处于

各自独立的两个阵营。这就容易导致在人才培养衔接、

课程教学衔接、实践教学质量等方面出现问题。

中高职贯通出现“梗阻”，如何疏通是关键。笔者所

在的学校经历了3+2、五年一贯制、3+4试点，和省内多

所高职院校都有着中高职贯通的合作，结合实践经验，

笔者谈几点疏通“梗阻”的建议。

建议一：优化课程设置。中高职之间的合作是平等

的，对于课程设置不应由哪一方说了算，而是要根据中

高职的基础、层次不同，从招生开始实施两头共管。中

高职双方要打破对现有课程体系简单修补的“表面式”

衔接的做法，切实本着人才一体化培养的思路，在共同

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根据中高职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

将职业能力的评价标准与中高职不同阶段的课程评价

标准有机衔接，构建分段递进的课程体系。在同一个体

系中统筹规划中高职课程，做到长周期培养职业技能人

才的统一性，保证课程衔接的整体性和递进性。

建议二：创新选拔方式。高职选拔考试的内容、方

法和要求要以职业教育特点为取向，文化课应侧重职业

素养和应用能力的检测，专业课应平衡专业理论和专业

技能两者的比重，保证选拔入学的学生有扎实的文化、

理论基础，同时又具备一定的专业实操技能。同时，要

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高职参与到中职阶段的过

程性评价中来，全面、客观地对中职生进行评价，使真正

适合升学的中职生能够顺利进入高校继续深造。

建议三：加强师资建设。师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仅仅依靠中高职院校自身的力量无法突破困境，需

要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多方合力。由政府部门主导，

总体协调学校、企业、行业之间的合作，加大对中高职师

资队伍的培养和培训力度。目前，中高职教师大多是毕

业以后直接到学校任教，缺少企业工作经验和对专业最

前沿技术的领悟和把握。学校层面要主动对接企业、行

业，通过引进企业导师、在职教师下企业研修等方式，弥

补现有师资实践经验上的不足，做到专兼职教师协调发

展。学校还可以通过横向课题参与企业生产、研发，实现

校企间的深度合作。同时，中高职师资间应加强学术交

流、专业对话和资源共享，根据各自所长协同合作，这有

利于各自明确中高职教学的侧重点，确保一体化人才教

学的质量。

中高职贯通仍处于试验期，必然还会遇到诸多问题

和挑战，还需要在“摸着石子过河”的过程中持续深化、开

展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高职贯通中的“梗阻”必

然会得到有效疏通，成为“一体化”发展的“康庄大道”。

（作者系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正高级特级
教师）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几天前，嵊州市长运公交公司副总

经理史茂钢赶到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郑重地将一封感谢信交到校长张

立军手中。“感谢学校培养出这么有爱

心的学生。”史茂钢激动地说道。

4月10日7时20分，一辆三王堂至

嵊州的城乡公交车和往常一样准时到

站，下客。一位60多岁的老人步履蹒

跚地走下车，没走几步，突然晕倒在

地。紧随其后的一位小姑娘见状立即

拨打120，并和驾驶员一同留下来照看

老人、联系老人家属。直到120赶到，

小姑娘才匆匆离开。

这暖心的一幕感动了无数人。经

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位小姑娘是嵊州职

技校的学生，名叫张月吟。“其实这不过

是举手之劳，我相信职技校的每一位学

生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这么做的。”张月

吟腼腆地笑笑。

正如张月吟所言，这样的爱心善举

在嵊州职技校并非个例。保健护理专

业学生李津在回家途中见到一位八旬

老人因失足掉进2米多深的沟渠，几次

伸手想拉老人上来未果后，他跳下沟

渠，在淤泥中竭尽全力将老人托举上

来；数模专业学生周江溢、财会专业学

生在返学途中见到一位老人因交通

事故倒在地上无法动弹，主动上前帮

忙，直到救护车和家人赶到现场，才悄

悄离开……

嵊州职技校不断涌现出的好人好

事，成了这座静谧小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提及嵊州职技校的师生，当地老百

姓都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每每

听到这样的赞许，张立军都“如获至

宝”。他直言，这比学生获得的任何成

绩都让他欣慰。

“一所学校的教育价值，不仅仅在于

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技能，而在于学生离

开学校后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痕

迹。”在张立军看来，优秀的品行是一个

人最美的气质。基于此，学校坚持办有

爱的教育，让“最美”种子在师生心中生

根、发芽，从几个盆景变成一道风景。

张立军坚信，美是可以相互传播、相

互影响的。为此，学校发起了“寻找身边

‘最美中职生’，为校园正能量点赞”的活

动倡议。刻苦钻研技艺的学生、热心公

益的学生、尊老爱幼的学生、见义勇为的

学生……学校努力挖掘学生身上的“美

丽因子”，由学生自主投票产生“最美中

职生”，并予以表彰奖励。“‘最美’简洁生

动地表达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追

求，也是我们对学校涌现出的像张月吟、

李津、周江溢这样优良品德的学生代表

最朴素的赞誉，更是为了弘扬正能量，通

过身边的榜样影响、激励更多人。”政教

处竺浩军如是说。

为了锻造学生品格，一项项与爱有

关的德育措施，慢慢地在嵊州职技校沉

淀下来，浸润着学校“培养习惯、培育精

神、提升素质”的德育目标。学校的大

课间由跑操、广播操、文明礼仪用语训

练、感动瞬间4部分组成。“您好”“谢

谢”“对不起”“没关系”……每天的文明

礼仪用语训练是学生的必修课。偌大

的操场上，学生两两相对，以标准的礼

仪姿势站立，微笑着互道礼貌用语。“这

些都是生活中的文明细节和最基本的

人生素养，是人与人相处的润滑剂，一

句温馨的话语、一个甜美的微笑，可以

给人温暖，让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我

们希望学生能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将

其内化为一种自觉行为。”竺浩军说。

而在“感动瞬间”环节，播音员每天

都会朗诵一篇由学生自己撰写的小文，

或是真情真意的亲情故事，或是传递正

能量的励志故事。一篇篇出自学生之

手的文章通过播音员饱含深情的朗读，

化作涓涓细流，浸润了师生的心田。“一

个个鲜活的故事直抵内心，让我懂得了

感恩、学会了付出。”李津感慨道，“‘感

动瞬间’对我而言就像是一次心灵的洗

礼，成为我每天精神上获得温暖的感动

一刻。”

事实上，在嵊州职技校，有爱的文化

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开始的前3分

钟，是学生的静思时间，伴随着悠扬的

音乐，学生调整坐姿，让自己全身放松，

思考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如何让

自己这一天过得有意义等；每天的课间

时间、放学时间，广播里会传出温馨的

文明提醒和安全提醒；漫步在校园里，

随处可见头戴小红帽、身着志愿服的学

生，他们不仅是文明礼仪的倡导者和实

践者，更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

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践行者……

在这样的文化浸润中，学生的内心

变得柔软、宽容、有爱，学校无形之中产

生了一个正能量“场”。师生、生生之间

互相帮助成了常态。“你有什么问题，我

想办法帮你解决”“我们会帮你”这样的

温暖话语常常会在学生耳畔响起。张

月吟告诉记者，自己从小体弱多病，热

心的同学在生活、学习上给了她很多帮

助。置身于爱的氛围之中，让她觉得，

助人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凡事只要

我能帮上忙，我一定会尽力去帮。”说话

间，张月吟的眼神里透着暖意。

当职业教育迈入“质量时代”

学校如何在规范与活力中寻求治理突围

这所职校的学生身上有种气质叫“有爱”

中
高
职
贯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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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近日，诸暨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农业机械使用与
维护专业学生深入生产一线拜师学艺。在接下来
的一段时间里，学生将在师傅带领下进行钻铣、毛
坯检验、压蜡制壳、注塑、数控车床等操作。图为学
生在师傅指导下进行纺织机配件刀身壳体的打孔
倒角攻丝实训。

（本报通讯员 包小云 朱 强 摄）

近日，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舞龙社团的
学生化身粽龙、金龙，参与当地“九龙过江舞端阳”
活动，祈盼五谷丰登、百姓安康。学生们通过精彩
的舞龙技艺传习文明、传承文化。

（本报通讯员 黄 微 摄）

化身龙娃传习民俗化身龙娃传习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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