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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职技校：
学生作品获企业重奖

本报讯（通讯员 周玉清）近日，龙游新西帝电子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劳晓丽来到龙游县职业技术学校，对

2016级电商3+2班学生方世杰给予奖励。方世杰设计

的系列作品《奕嘉卿·国风》被企业采用，将于近期投入

生产。

此前，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接到合作企业下达的

产品包装设计任务，希望利用课余时间设计五谷杂粮和

香料的产品包装。方世杰根据企业提供的素材，巧妙地

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以纹理的叠加为特色，辅以独

特的镂空效果，整体包装设计让人耳目一新。

劳晓丽说道：“职校学生设计的作品不同于广告公司，

一是因为学生创意多，同一件作品可以设计多种版本，企

业选择的余地大；二是因为学生思想前卫、理念超前，设

计的作品更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设计效果令人期待。”

□本报记者 胡梦甜
通讯员 程智谋

操场上、教学楼前、小广场上，学生

们读诗、歌唱、表演戏剧、展示茶艺，午

后的阳光洒在一张张洋溢着青春的脸

庞上，令人心生美好；课堂上，学生们或

积极地参与讨论，或自信地表达观点，

或尽情地展现自我，沉浸在各种有趣的

情境中，学习悄然发生……

这是记者日前在杭州市人民职业

学校捕捉到的画面。从3月22日到3

月28日，整整一个星期是该校的教育

教学文化节。置身其中，记者能明显感

受到学生对学习、对生活的热情。

学习兴趣不高、动力不足……曾

经，中职生被刻上了“厌学”的烙印。

而在人民职校校长金卫东看来，中职

生并非没有学习的欲望和兴趣，他们

动手能力强、思维敏捷，只要找准学习

路径，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带着

这样的期许，学校踏上了一场学习路

径的探寻之旅。

“第二成绩单”赋予人生N种可能
风雅茶艺社的学生身穿汉服端坐

在古色古香的茶桌前，轻轻端起一盏精

致的茶杯，倒水、冲茶，娴熟优雅的动作

让人如痴如醉；街舞社的学生伴随着动

感的节拍，舞动着曼妙的身姿，台下迎来

阵阵欢呼声；陶艺社的学生现场揉泥、拉

坯、修坯，一块泥巴在学生的巧手中变成

了一件艺术品……在持续一周的教育

教学文化节中，学生的“第二成绩单”

SHOW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何为“第二成绩单”？金卫东为记

者解开了谜团：学校从中职生个性特

点和发展需求出发，将第二课堂、社团

活动、公益服务等实践活动纳入学生

的评价体系，形成除常规课学习成绩

单以外的“第二成绩单”。“当下衡量一

个孩子是否优秀不该‘唯分数论’，更

不该用同一个标准要求孩子。”金卫东

说道，“每个学生都是独特而珍贵的个

体，学校要呵护这一份独特，并加以积

极引导，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从

而建立自信。”

为了呵护这一份独特，学校努力培

植一片个性化教育的沃土，构建适合每

个学生发展的教育生态。学校设有合

唱团、葫芦丝队、健美操队、摄影社、风

雅茶艺社等几十个社团。每年的校技

能节，海报评比、幼儿歌曲弹唱、创意服

装设计、音乐剧表演等50多个项目任

由学生自由发挥……学生完全被带入

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

中，人民职校的学生开始相信奇迹，因

为“尊重个性、挖掘潜能”，让他们发现

了自己身上蕴藏的那座金矿。

学生潘越在人民职校的三年，最常

去的地方就是陶艺室。捏泥塑型、塑坯

彩绘，这是潘越最享受的惬意时光。将

兴趣变成专业的他后来报考了浙江广

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木雕设计与制造

专业，本人还被评为“优秀青年工匠”。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朱诗晨写得一手好

字，学校专门为她举办了一场书法展

览。今年年初，学校的风雅茶艺社作为

2019中国（杭州）春节文化交流访问团

成员远赴希腊雅典，将传统文化带进希

腊学校……

“成绩不是唯一，在这里，学生任何

一项健康向上的爱好都会被重视，任何

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才能都会被开

发。”金卫东相信，少一些条条框框的束

缚，学生会发展得更好。

姓“职”的课堂“玩味十足”
艺术楼阶梯教室里，一场围绕莎士

比亚的经典戏剧《李尔王》展开的情景

剧创编正在进行。学生们以小组为单

位，分配角色、设计对白、制造冲突。没

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精致的道具，凭

借充满感情的对白和丰富的肢体语言，

学生们将亲情与爱情、阴谋与背叛的主

题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2017级学前大专1班的一堂

英语课。将戏剧表演融入英语课堂，是

英语教师于悦的教学常态。“戏剧的魅

力在于，让身边的每一个地方都能成为

一个小小的舞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

为自己心目中的小小演员，在虚拟情境

和角色扮演中，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语

言表现力和感染力、创编能力等都能得

到很大的提升，而这恰恰是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所必备的职业素养。”于悦说。

“传统的中职课堂混同于普高课堂，

职业教育之‘职业’特点不明显，其中最

显著的一点就是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知识基础，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高。”

金卫东说道，“中职课堂要走出沉闷、低

效的怪圈必须体现‘职教’特色。”

带着这样的思考，教师们开始调整

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更关注学生的专业

发展、就业需要，以学科的人文性培育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养，以学科的

工具性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

让教师们惊喜的是，姓“职”的课堂

不仅“玩味十足”，还唤起了学生的学习

欲望和兴趣。数学课堂上，教师鲁晓霞

将摩斯电码和排列组合巧妙地结合在

一起，在课堂中融入了航海、军事、无线

电技术等领域的知识，学生们化身“小

特工”，参与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解密

行动；学前教育专业课上，教师许淡雅

借助信息化平台，将幼儿园科学活动场

景同步呈现于中职课堂，以课中课的形

式实现中职课堂与幼儿园课堂的同步

交互……

许淡雅说道：“真实的课堂是不被

打扰的，课中课的模式不仅能让学生反

复回看，发现更多的教学细节，还能让

学生不出校门就能够观察幼儿园的活

动组织过程，对中职生而言是一种全新

的学习路径。”

女生教育叩开中职生的“成长之门”
看到“男人”这个词，你首先会想到

什么？成熟、力量、荷尔蒙、NBA……

那对“女人”的第一印象又是什

么？细腻、优雅、长发、高跟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第一印象？”教

师宋阳告诉学生，“因为我们都有对社

会性别的刻板印象。”

这是教育教学文化节中宋阳给学

生带来的一堂性别认知课。课堂上，他

模拟了一个“性别城”的闯关游戏，给学

生提供了几十张写有性别特征的卡片，

让学生选择坐在女生车厢、男生车厢和

男女混合车厢三节不同的车厢，于是有

了开头的这一幕。宋阳是人民职校的

一名体育教师，但他同时还有另一个身

份：女生教育团队成员。

由于专业特性，人民职校90%以上

的学生都是女生，由此也为学校教育带

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呵护青春期女

生的健康成长？金卫东提出了女生教

育的目标，即培养明礼、优雅、知性的现

代职业女性。“当今社会确实存在着男

女差别，承认并尊重差异才是一种进

步，只有认识到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

培养和教育，助力女生更好地实现自我

价值。”金卫东说。

为了这一目标，学校专门组建了女

生教育团队，探索、研究女生教育。每

年，学校都会组织女生节、少女沙龙、

“优雅女生”评比等系列活动。学校还

开出了女生行为模拟课、手工衍纸课、

礼仪展示课、形体训练课、插花课等系

列女生课程，在礼仪和艺术的熏陶中，

塑造女生优雅阳光的形象。

如果你认为学校只关注90%的女

生，而忽略了 10%的男生，那你就错

了。宋阳的性别认知课就给青春期的

女生、男生都带来了深刻的性别认知。

一位男生在课后这样说道：“女生可以

很勇敢，男生也有脆弱的时候，我们在

接纳自己的同时，也要学会包容别人。”

学生处副主任沈建丽告诉记者，

在女生教育课堂中，男生也是一个重

要的群体，在女生多的专业中学习，男

生压力更大，我们的课程就是要打破

他们的惯性思维，让他们不被这种刻

板印象束缚。”

□吴维煊

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把职业教育摆在

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

的位置，在未来 5~10 年左右，要使职业教

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主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

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

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政府办学，办学

主体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教育

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影响了技能型人才的

培养质量和劳动者工匠精神的培养。培养

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办特色鲜明的职业

教育，行业办学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有不少国务院

各部委直属的行业性质职业院校，如铁道

学院、纺织学院、化工学院、轻工学院等。

这些院校都设有为本行业服务的窄口径专

业，如：冶金部所属的冶金类工科专业中有

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4个特色专业；机

械工业部所属的机械类工科专业有冶金机

械、化工机械、纺织机械、矿山机械等。这

些专业是与工业“四基”（关键基础材料、核

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

基础）对口的专业，专门培养工业“四基”技

术人才，培养出的人才为我国工业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高校专业目录调整、扩招、教育改

革的推进，行业办学逐渐转变为政府办

学。政府办学虽然有助于教育教学管理，

但单一的办学主体使得职业教育难以办出

特色，不仅影响了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而且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离

不开深度的校企合作，而任何一家企业都

归属于某个行业，当行业办学在职业教育

中缺席时，势必难以开展真正的校企合

作。校企合作无法走向深入，不仅难以培

养出在某个专业领域技术水平精深的人

才，而且还会出现技术人才稀缺，甚至“一

将难求”的尴尬局面。

行业对技术及专业的预测及引领作

用，是政府所不及的。有计划地恢复行业

办学，使“高大全”的综合型院校向专业性

院校回归，是时代的呼唤。各专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应回

归窄口径，例如，将宽口径的金属热加工专业重新细化

为窄口径的铸造专业、锻压专业、焊接专业和热处理专

业。回归窄口径专业划分，有助于职业院校办出特色，

减少由于专业设置重复而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有助于

专业人才的培养。

职业教育必须要有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在多元主

体共建的格局中，行业是最为丰富、最为重要的力量。

站在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前沿，恢复行业办学，不仅关

系到产教融合的有效实施，而且关系到职业教育培养质

量的提升，更关系到整个教育金字塔的稳定。

（作者系本报特约评论员）

□本报通讯员 杨斌英

“完成了这轮考核，你们就可以上

岗了。”3月21日，湖州艺术与设计学

校美发与形象设计实训室里，气氛有

些紧张，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考

核。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主考官是该

校2017级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的学

生，而他们要考核的则是比他们低一

级的学弟学妹。通过这次考核，这些

学弟学妹才可以正式上岗。

与一般的实训室有所不同的是，美

发与形象设计实训室是该校在校园内

打造的第一个全真商业实训场所，教师

和学生可以来这里体验美发、化妆、美

甲等项目，这里的员工都由学生担任，

员工可根据工作量领取相应的报酬。

走进这个美发与形象设计实训室，

优雅的环境、现代时尚的装修设计给人

眼前一亮的感觉。200多平方米的面

积，按功能划分成美容、美发、化妆、美

甲4个区域。一旁的学生正在忙碌地

给客人洗头、吹风。“以前上课都是找假

人练习，现在实打实的操练可以让我们

更快地融入这个行业。”2017级美发与

形象设计专业学生贺丹丹告诉笔者，从

早上8：30上班到现在，她一直都没闲

下来，连喝口水也顾不上。

“整个实训室共有22个工位，为

了跟市场接轨，实训室还请进能工巧

匠对学生进行嵌入式教学。”该校美发

与形象设计专业负责人茅旭东介绍，

目前请到的两位美发技术总监每周都

会抽出一天时间来学校，上午以教学

为主，中午和下午则是带学生进行实

际操作。而作为实训室总负责人的茅

旭东则负责每天日常的教学与实训工

作。茅旭东不仅是2009年中央电视

台《时尚中国》唯一的“金化笔”获得

者，而且是浙江省技术能手和湖州南

太湖首席技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发与形象设

计实训室从2017年9月开张至今，一

直传承着劳模精神，磨炼学生技艺。该

专业学生的德育学分只有达到90分，

才能上岗。“在这里能体验到真实的工

作环境，更感受到了赚钱的辛苦。”

2017级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学生倪佳

玲感慨地说道，“如今作为这里的老员

工，还承担了带教学弟学妹的任务，肩

膀上更多了一份责任。”

“这种情景化的实训教学，可以让

学生与这个行业无缝对接，缩短学生就

业或创业的磨合期，让学生一毕业就能

上岗。”茅旭东说。与嵌入式教学相匹

配的是，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采用的是

阶梯式的培养模式，专家与导师带教高

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带教低年级学

生，整个美发与形象设计实训室的管理

运营全部交由学生打理。该实训室自

开张以来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追捧，

生意红红火火。2018年10个月的营

业额就有4万多元，正如该校一名教师

所言，“享受本校学生热情的服务，技术

不错价格还实惠，真是带来了满满的幸

福感”。

一直以来，对于校企合作的探索，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从未止步，从开设

创业孵化园到连续9年举办校企合作

成果展，从现代学徒制推进到研学一体

产教融合，而此次完全市场化的全真实

训可以说是又一次大胆创新的尝试。

该校校长唐海佺表示，中职学校就是要

紧贴地方培养人才，走“德育立校、质量

兴校、特色强校、品牌树校”之路，为湖

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把课堂搬进实体店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打造全真实训室

让学习成为一件幸福的事
杭州人民职校开启一场学习路径的探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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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义乌市国际商贸学校师生参与了一场由合
作企业举办的樱花节活动。学生表演茶道、舞蹈，尽
情展现职校生的青春风采。图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在樱花雨中表演舞蹈。

（本报通讯员 毛明忠 龚琴娟 摄）

樱花雨中绽放的青春樱花雨中绽放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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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一级演员、越剧名家、中国戏曲最高
奖“梅花奖”获得者吴凤花来到绍兴市柯桥区职业
教育中心手把手指导学生。学生们震撼于越剧之
美，更震撼于大师对越剧的专注和对越剧传播的用
心，纷纷表示要学习大师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
据悉，柯桥职教中心作为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越剧传
承基地，一直在探索传承百年越音。每周，学校都
会请进越剧名家大师，让学生近距离感受越剧的艺
术魅力。 （本报通讯员 蔡爱娣 周烨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