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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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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1版）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副处长祝鸿平表示，

今年省教育厅将重点指导全省15所国家级“双高计

划”建设院校进行建设，并积极谋划推进省级“双高计

划”。同时，围绕“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深

入推进中高职衔接和中本一体化人才培养试点，开展

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点，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人

才培养改革等。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振洪说，《决定》里

提到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与学校合作建设产业学院、技

师学院等具体措施，为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协同培养

工匠型人才明确了目标和路径。接下来，学院将继续

做好德技融合、赛教融合和专创融合的技术技能拔尖

型人才培养改革，积极推进长学制人才培养改革试点。

《决定》还提出，将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在浙创业

就业，与海内外高校开展全方位就业合作，大力推进大

学生见习基地和创业园建设，打造大学生实习应聘、就

业创业全链支持体系。杭州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叶

蔚华说，在杭高校每年有14万多名大学毕业生，是一

座现成的人才富矿，想办法把他们留在杭州，必将能有

效促进杭州的引才和留才。今年，宁波市也计划开展

100场巡回招聘，力争新引进大学生13万人以上。

记者了解到，围绕《决定》提出实施“学科登峰”工

程，聚焦聚力做强特色学科，建立健全高校之间、高校

与科研院所之间学科协同和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机制

等具体要求，省教育厅正在积极调研和规划相关方案。

□叶 盛 卢 斌 张晓锋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已成为

当前职教改革的关注热点。对职业院

校而言，“1+X”证书制度试点是机遇也

是挑战，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要

让制度发挥应有作用，需要职业院校基

于“三教改革”，重构专业课程体系，探

索学历教育中课程、师资、资源与职业

技能培训中课程、师资、资源的有效融

通，积极构建新型课程体系，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

首先，依托产教联盟，坚持大师引

领，完善师资结构。

以本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为例，

为深化汽车领域“1+X”证书制度试点

改革，学校牵头成立产教融合联盟。联

盟集聚了汽车领域技术和人才资源，为

政府、企业、行业、中高职院校提供了交

流平台，实现了资源共享、信息共享。

师资水平是衡量专业水平的重要

指标，是课程改革的关键，也是“1+X”

证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学

校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引入企业的能

工巧匠，同时培育孵化了一批年轻的技

术能手。学校对专业骨干教师提出“培

训师”能力要求，要求教师既能在学校

授课，又能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能在

培训机构开展职业资格培训，以“三师”

素质要求对标教师的专业能力标准。

在“三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中提出“四先

四再”的师资队伍培养理念，即“先站

住，再站高；先成长，再成功；先仿照，再

创造；先升值，再升职”。

其次，促进课证融通，优化人才培

养方案，加快教材改革与创新。

依据汽车领域“1+X”证书制度试

点要求，学校建立专业课程与“1+X”证

书制度融合的课程体系，形成“专业核

心课程+X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大

专业+小方向”的课程体系。学生根据

自身特长，选择“X”证书项目，完成技能

考核与提升。走班制、小班化、模块化

成为常态，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加快教材改革和创新，关键是要以

课程建设为统领，按照更新教学内容、

完善教学大纲、编写或开发教材的逻辑

顺序进行。在教材改革方面，推行新型

活页式教材，新型活页式教材有三个特点：第一，模块

化结构和内容设计，实现“1+X”制度试点落地；第二，

教学考核模块独立成册，让“活页”真正活起来；第三，

创新阅读及使用方式，促进课程及实训变革。在项目

选择过程中，开发基于“X”项目的模块化校本教材，以

满足“X”证书项目教学的需要。

再者，改建实训基地，搭建“1+X”技能实践平台，

推进教法改革。

对标汽车职业技能领域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学

校对原有实训基地和实训室进行改建。根据汽车领

域“1+X”证书模块设置，结合“1+X”证书第三方培训

评价组织给出的配套资源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

能源汽车）培训站、考核站设备与工具清单，改造现有

实训室；建设“厂中校”实训室、技能大师工作室，或以

汽车结构组成划分的汽车功能实训室，满足学生顶岗

实习需求。

教法改革核心是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课堂增加

实操时间，打破原有40分钟一课时的模式，大胆推行

面向企业行业真实工作环境的任务式教学模式，广泛

采用项目教学、情境式教学，推进现代学徒制，整合学

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探索实施学分银行，建立学

分认定和积累机制，打造校企共建的“六变六融合”的

汽车维修专业课堂教学模式，即：学校课堂变生产车

间，实现校内外实训基地的融合；学校教师变企业师

傅，实现校企双主体育人师资队伍的融合；学校学生

变企业学徒，实现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身份的融合；

课程教材变项目工单，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融

合；教学内容变工作任务，实现知识与技能的融合；当

面传授变远程指导，实现教学时间与空间上的融合。

□本报记者 胡梦甜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校长、英语教

师於芳发表论文《中职英语跨学科教学

改善“三缺”现象校本化策略》，诸暨技

师学院院长王铁江领衔的“语文+电商”

团队开出跨学科直播课程“珍珠饰品的

图文编排”，绍兴市柯桥区职业教育中

心体育教师、绍兴名师樊洪基带领团队

新编教材《烹饪遇见体育》……

每天，由绍兴市职业教育教学研究

室发起的“跨学科”研讨群里都会频繁跳

出各种信息，教师们争先在群里分享各

自在跨学科领域的探索。“从去年8月加

入这个团队以来，我感觉自己一下子从

封闭的校园闯入一片辽阔的天地中。”绍

兴市上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烹饪专业

教师陶胜尧兴奋地说道。

陶胜尧口中的团队正是由绍兴市教

育局牵头组建的中职教师跨界融合发展

共同体。跨学科、跨专业、跨学校、跨地

域……这场因职校教师“跨界”组团掀起

的革命，构筑起职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生

命场”，唤醒了教师的成长自发性，不断

催生出各种化学反应……

以“跨界”之名，寻找成长“合伙人”
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新的产业形态、生产方式、商业模式

不断涌现，跨界成了这个时代的风向

标。一个个未知的领域，都需要具有跨

界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来开疆拓土。

跨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拥有跨界思

维的职校教师。然而现实是，不少职校

教师理念与教法落后，缺乏跨界合作意

识；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与相关生产领

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脱节；“双师

型”教师成长目标模糊、动力不足……

“必须打破企业与学校割裂的桎梏、

工作与学习分离的藩篱、职业与教育脱

节的鸿沟，打破教师传统的学科教学思

维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让不同学校、学

科、专业的教师在跨界融合过程中，激发

创新意识和主动探究意识，找到提升中

职学生核心素养和职业关键能力的有效

教法，推动中职教师教学理念和教法的

转型升级。”绍兴市教育局副局长肖理生

说。带着这样的思考，中职教师跨界融

合发展共同体应运而生。

打造共同体的第一步是为教师寻找

成长“合伙人”。依托省名师网络工作室

平台，绍兴市职教教研室教研员戴智敏率

先试水，带领她的语文教研团队与计算

机、烹饪、电商、工艺美术、市场营销、体育

等20余个专业教研团队展开合作，之后

又将行业企业、高职院校的专家拉进“朋

友圈”。共同体的规模不断扩大……

从最初的几名成员到如今的上千名

成员，这样的发展势头大大超出了预

期。“受学校、地域、专业、学科限制，长久

以来，职校教师专业发展缺乏引领团队，

青年教师更是缺少学习的榜样、赶超的

目标和历练的场所，我们要做的是给教

师的专业发展找到一个家、点亮一盏

灯。”绍兴市职教教研室主任孙坚东如是

说。于是，鼓励专业（学科）名师在共同

体内组建“1+4+N”教学创新团队，团队

以专业（学科）名师为核心，包括2名以

上文化（专业）课骨干、1名企业师傅、1

名高职名师和N名有创新意识的不同学

科（专业）中青年教师。目前共同体内共

有58个教学创新团队，其中绍兴41个，

还吸引了省内8地市的17个团队加盟。

这样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

组织形态，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由绍兴市学科带头人、绍兴市烹饪大组

长李志强领衔的烹饪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初期，主要探索烹饪和语文的跨界融

合。在深入探索过程中，团队尝试进一

步拓展跨界融合的其他专业。于是，团

队又开始在共同体中寻找其他“合伙

人”，形成了以烹饪专业为主，综合语文、

财会、营养学等多个学科（专业）的综合

性教学创新团队。

多元碰撞，撬动教师成长的“支点”
绍兴市信息化说课比赛一等奖、绍

兴市文化课与专业课深度融合无生课堂

微型课评比一等奖、担任“绍兴地方特色

菜实训教程”“绍兴十碗头菜谱”市级优

秀选修课程副主编……工作仅一年的陶

胜尧“动静”却不小。

陶胜尧的拔节成长离不开共同体的

滋养。去年5月，陶胜尧的师傅、烹饪教

学创新团队导师李志强带着他参加了一

场跨学科培育联合教研活动。当美食与

美文相遇，戴智敏和烹饪专业名师周武

杰共同演绎的“语文+烹饪”创新课，迸发

出无数火花。这是陶胜尧第一次接触跨

学科教学。这次经历犹如火种，唤醒了

陶胜尧的成长自发性。

尝试跨学科教学，陶胜尧推出的第一

堂课是“诗话梁祝宴”。一菜配一诗，当古

诗词的意境融于菜品之中时，学生们深深

沉醉于江南的诗情画意里。初尝甜头的

陶胜尧一发不可收拾，他买来厚厚的唐诗

宋词书籍放在床头，每晚必读。“这个团

队，像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我加入其中，

不断去探究新的教法。”陶胜尧说。

自从加入共同体，绍兴市职业教育

中心旅游专业教师、浙江省教坛新秀王

蓓芳欣喜地发现，自己不再是“孤单”的

一个人，而是共同体中一个活跃的细

胞。依托团队，王蓓芳和浙江仙人掌海

外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董洁洁合作编写选

修课教材《绍兴地接导游操作实务》；参

与绍兴市旅游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调研课

题，形成《绍兴市旅游人才队伍建设调研

报告》和《绍兴市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发展

规划》；和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教师张

文莲合作为绍兴市柯桥区撰写全域旅游

导游词……

和行业企业大师、高职院校专家、不

同专业教师的思维碰撞，给王蓓芳的教

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2019年6月，王

蓓芳和语文教师劳鸿燕合作开出“酒意

共诗情——绍兴黄酒文化”创新课；同

年11月，又开出“惠风和畅说兰亭”创

新课……跨学科融合的探索不断引向深

入。“这是共同体带给我的‘1+1’远大于

‘2’的体验和收获。”王蓓芳说。

“共同体激发了教师抱团前行的热

情和专业自信，一大批具有跨界融合思

维的优秀教师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团队

中的卓越人才。”肖理生欣喜地说道。

成长“同心圆”，一群人一起走才能
走得更远

一个1000人的钉钉群满员了，再建

一个；又满员，再建一个……4月18日，

一场由绍兴市职教教研室主办、戴智敏

名师网络工作室承办的绍兴市中职文化

课和专业课深度融合优质教学资源展示

和专家讲座网络直播活动，吸引了来

自全国25个省市的上万名教师参与和

围观。

像这样大大小小的展示、评比活动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开展。这阵子，绍兴

市又在筹备中职学校跨界融合优秀教

材、网络同步课程、案例、创意作品评比，

2020年度绍兴市中职教师跨界融合发

展优秀教学创新团队及“三师型”优秀导

师（教师）评比。

“对教师而言这就是专业成长的

‘练兵场’。”孙坚东深谙，一群人一起走

才能走得更远。为把中职教师培养成

具备学科教学能力的“讲师”、具备学科

（专业）融合能力的“通师”、具备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指导能力的“能师”，绍兴市

职教教研室努力搭建“三师型”师资培

养平台。

如依托浙江省名师网、之江汇教育

广场等网络平台，组织企业行业大师、职

校教师开展面对面的无边界教研活动。

截至目前，已举行线上线下校企跨界融

合教研活动400余场。开发跨界融合

MOOC课程、在线开放课程，打造多学

科（专业）资源并存的超市式移动学习平

台。截至目前，共开发网络金课13套、

跨界融合系列教材20本。

在肖理生看来，中职教师跨界融合

发展共同体掀起了一场教师的成长革

命。这场变革倒逼教师打破学科思维界

限，人人研究教材，人人研究科学的育人

方法，从而实现教师从个体优秀走向群

体卓越。

□本报通讯员 张玉菲

最近，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

校教师张舜乐得合不拢嘴，由他担任班

主任的2013级机电“3+2”班两名男生

今年双双考取硕士研究生。“作为老师，

最开心的莫过于自己的学生有出息

了。”张舜兴奋地说道。

两名男生分别叫潘春彪和方康。

潘春彪现就读于浙江科技学院2016级

自动化本科专业，考取宁波大学电子信

息专业集成电路方向硕士研究生，开创

了浙江科技学院应届毕业生考取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的先河。

“回忆在宁波职教中心学习生活的3

年时光，老师对我的鼓励让我坚定前行，

平时认真对待每一门课，遇到不懂的知识

就主动向老师问个明白，让知识每天都及

时在脑中消化。”潘春彪说。高二结束前，

他做了一个勇敢而重大的决定——放弃

“3+2”的升学机会，决定去读高职班，闯

一闯更高学府，向本科冲刺。经过努力，

潘春彪顺利考入浙江科技学院的自动化

本科专业。“在高职班班主任郑露的引领

下，我们班21个同学有12人考上本科。”

潘春彪说。

“考取本科的经历给了我巨大的鼓

舞，进入大学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

目标——考研。”然而，潘春彪发现自己

考研最大的障碍就是英语。于是，他花

大量的精力猛攻英语，终于在大三顺利

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这也为他考研

奠定了基础。

考研期间，潘春彪每天6：30起床，

之后就一整天泡在图书馆里。22：00

回寝室后他还会再进行英语写作训

练。“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坚持，当然适

当的时候我也会放松一下，比如听会

歌、看会球赛，每天科学安排学习与休

息的时间。”潘春彪说。

“考研生活确实有些枯燥，压力也

很大，有时候甚至会产生放弃的想法。

考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每每坚持不下

去的时候我就会给家人打电话。”潘春

彪说道，“同学、家人的鼓励使我坚持了

下来。考研成功也验证了从我读职校

以来一直印刻在心中的8个字——踏

实做事，坚持前行。”

潘春彪的中职同班同学、今年考取

了中国计量大学电子信息方向研究生的

方康对此感同身受。“因为机电是自己喜

欢的专业，进入宁波职教中心机电专业

后，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五名，高

二下学期结束前，我选择了直升浙江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凭借专业教师的悉心

指导，加之自身的努力，方康顺利通过了

浙江工商职技院的考试，就读该校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虽然顺利升入大学，

但方康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专科学历将来

在职场中或许会缺乏优势。当他对几个

同班好友说出自己的顾虑时，他惊喜地

发现，原来大家都有类似的想法。

就这样，这群刚刚迈入大学的年轻

人明确了大学的努力方向。大学的两

年时光短暂却充实，几个好朋友相互鼓

励、相互支持，最终，方康与其他3个好

友一同考取了本科。本以为衢州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会是自己学

业的终点，但专升本的成功让他变得更

有自信，也对学业有了更大的冲劲。方

康又一次燃起了学习的旺火——考研。

方康严格执行自己的学习计划，一

步一个脚印地在考研的道路上前行。

这一次，他又成功了。“虽然我曾经为没

有考上普高而失落过，但学校‘激发潜

能，成就卓越’的校训点醒了我，我知道

这里就是造梦的地方。我相信，只要有

梦想、去行动，梦想就一定会实现。”回

忆过去，方康感触良多。

“正所谓‘人生是一场长跑’，一次中

考决定不了人生的输赢。青春是用来奋

斗来的，中职生的‘逆袭’，记录着他们的

汗水与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中职生乘

风破浪的勇气。”张舜不无感慨地说道。

从职校生到研究生的“逆袭”
职校两同班男生的乘风破浪之行

一场职校教师“跨界”组团
掀起的成长革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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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600余名初三应届毕业生分批次来到
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各个专业零距离接
触。在汽修实训室，看职校生对故障汽车“把脉问
诊”；在木制玩具设计与制作实训基地体验木玩制
作；在电子商务实训室进行模拟交易……学生们
的职业梦想在体验中发芽。一名初三应届毕业生
兴奋地说道：“这次体验活动不仅让我感受到了职
业教育的魅力，也让我对职业选择有了更清晰的
认知，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本报通讯员 高 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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