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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雅

“皮革产业仅需要缝纫岗位吗？缝

纫岗位是皮革产业的核心，但也少不了

设计、销售、电商等为之服务的岗位。”

2014年，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校长王小

林受邀参加“海宁中国皮革城20周年庆

典”晚会后，陷入深思——皮革产业已走

向专业化、规模化，产业链相当完整，但

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呢？是“某一专业”

的人才，还是建立在某一产业基础上的

专业人才？

彼时恰逢《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课

程改革方案》出台，王小林带领专业教师

走进海宁大大小小的企业，向负责人及

行业专家请教人才培养调整建议。随

后，学校开始了大刀阔斧的专业改革，从

“链上专业、链上课程、链上融合、链上

服务、链上德育”5个着力点入手，开展

一系列专业群产教融合实践。通过调整

专业建构，优化培养模式，在做大做强专

业群的同时，创建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师

队伍，为海宁皮革行业创新育人作出了

突出贡献。

创新“链上教育” 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海宁被誉为钱塘江畔的“皮革之

都”，皮革是其支柱产业。当地共有皮

革企业 1600 多家，批发零售企业 6000

多家，从业人员 10 多万人。海职高创

办于1984年，以皮革产业为依托，皮革

服装专业已有 15 年办学历史，深厚的

专业积淀为当地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

人才。

近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皮革产业

链上设计、制作、电商、销售、物流各环

节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然而，学校

原来所设与产业链紧密相关的皮革服

装、电子商务、平面设计、市场营销、影

视影像、物流六大专业分散在4个专业

部，彼此独立，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载体上

无共同点。“孤岛型”专业设置与“融通

型”产业环节之间的矛盾，让原有的人才

培养模式下的毕业生难以适应产业链上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为满足皮革产业这一人才缺口，学

校通过调研产业链结构、劳动就业结构、

岗位技能结构，以皮革服装专业为龙头，

以电子商务专业为核心，对皮革服装等

六大专业进行整合，构建为皮革产业链

服务的皮革专业群。

在构建皮革专业群的过程中，学校

还调整、修订了原有六大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制定专业群“online to offline”

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实行大类招生和构

建学生“链上选择”机制，即学生从选择

专业大类（某个产业）到选定专业方向

（某个行业或岗位）的选择机制。这一

“链上选择”机制改变了过去学生对专

业选择的盲目性及职业选择的随意

性。学生们普遍反映对所学专业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对未来职业发展有了更

系统的规划，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稳定性明显增强。

链上专业和链上课程不但带来了

产业和专业的融通、课程和岗位的融

通，还为链上德育创造了条件。教师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深入挖掘专业知

识体系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

效融入职业道德、工匠精神、社会责任

感等，并以“爸爸的皮衣”“学徒制拜师

仪式”等活动为载体，寓素养教育于技

能教学。

产教深度融合 为企业培育复合型人才

2020 年 1 月 21 日，一场现代感十

足的服装走秀在海职高 800 人会堂上

演。皮革服装专业的毕业生们亲手为

父亲穿上一件自己缝制的皮衣，一起登

台走秀，展示3年来的学习成果。父亲

们动情地表示，这件“爸爸的皮衣”是

他们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海职高“爸爸的皮衣”毕业设计汇报

演出已连续举办了5年，活动从最初的

一个班级参与到如今整个专业群参与，

逐步将“政行企校”“技能与德育”有机

融合在一起，已成为学校“链上教育”的

品牌项目。专业群毕业生具有皮革相关

专业知识和多种专业技能，具备极强的

岗位迁移能力，即使随着智能化程度提

升对某些岗位技能的弱化，他们仍能较

好迁移到智能化生产或管理岗位。

自开展“链上教育”以来，皮革服装

专业从原来的招生困难专业变为热门

专业，现有学生数为 2015 年的 3 倍。

2020 年报名电子商务、平面设计等专

业的学生均超过招生计划，大大提升了

学校及专业群的社会影响力。

2016年，学校在原有海宁市校企合

作联盟的基础上，牵头多家皮革企业与

科研院所，成立了海宁皮革职教集团，搭

建了皮革行业产、学、研结合和校企高度

融合的平台。作为理事长单位，学校每

年组织召开职教集团理事会，集团成员

共享信息资源、共商校企合作事宜、共议

产业链发展难题，有效促进产业链和专

业链对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

的能力。

校企深度合作也为师资融合搭建

了平台。皮革服装专业近40名教师多

次利用假期分赴浙江多家合作企业学

习交流，大大提升了专业技术和操作

能力。学校还聘请技能大师入驻校技

能大师工作室，聘请能工巧匠担任兼

职教师，共同指导专业群建设和人才

培养。

学校的皮革服装专业被评为浙江

省特色专业、浙江省校企合作共同体，

孙海涛技能大师工作室被评为浙江省

技能大师工作室，皮革服装、电子商务

专业成为中职名校重点建设专业，物流

专业入选全国“1+X”证书试点。2018

年，皮革专业教师还承担了教育部中等

职业学校专业目录皮革工艺专业标准

的修订工作。

对接地方产业 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每年“双十一”，海宁的皮革企业都

会展开抢人大战，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特

定时期企业的招工难，一些中小企业的

利润也因此被严重削减。海职高皮革

专业群教师在校企的紧密联系中得知

企业的困难，在“双十一”前提早完成

企业需求的调研，再根据学生专业和

兴趣安排岗位，为企业提供皮革制作、

网店运营、商品营销、人工客服、物流

管理等方面的服务，不但大大缓解了

企业的用工压力，也为学生争取到了难

得的实习机会。

为更好地服务当地的皮革企业，学

校还以孙海涛技能大师工作室和陆佩琴

名师工作室为引领，组建形成本校教师

与企业技术人员合作的产品设计团队及

研发设计中心，以皮革为原材料进行服

饰品、工艺品的开发。

为有效确保专业群服务产业链可

持续发展，学校还加入了浙江省时尚

产业产教融合联盟，并以海宁“打造时

尚产业为千亿产业”为契机，着手开

展海职高新仓时尚艺术分校建设。时

尚艺术分校将以皮革专业群为主体，

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丰富专业链内

涵，建设时尚艺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时尚创意学院、非遗艺术学院、文旅体

验中心，构建涵盖“设计、制作、销售、

非遗传承、服务休闲”于一体的链上专

业群，建成以后，将实现专业链的转型

升级。

2019年，学校被评为优秀校企合作

院校（教育部）、浙江省皮革行业改革开

放40年先进单位，并成为浙江省时尚产

业产教融合联盟常务理事单位、浙江省

信息安全产教融合联盟理事单位。学校

产教融合案例被评为省“三名工程”建设

优秀典型案例，并获海宁皮革行业创新

育人突出贡献奖，成为2020年度海宁皮

革行业发展战略合作单位。

2020年，在嘉兴市产教融合“五个

一批”评定名单中，学校自主或联合申报

的“海宁市时尚产业产教融合联盟”“海

宁经编产业产教融合示范基地”“中国皮

革城产教融合型企业”“安正时尚产教融

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神龙湾生态

建设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等5个项目成功入选。其中，“海宁经编

产业产教融合示范基地”还被立项为省

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2020年 10月 21日，海职高和高职

院校初步达成五年一贯制订单班合作办

学意向，联合区域政府，聚焦家纺特色产

业，进一步探索高职、中职、政府、行业

协会、市场五部门联动的定向人才培养

方案，研究实践产业链、人才链、专业

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成为学校办学历史

上的又一突破。

坚持中职办学方向，深化产教融合，

做实“五个一批”项目，探索政校、校企、校

校产教融合新模式。未来，海职高将在贴

合市场的基础上，将学生资源转化为人力

资源，最终升

华为人才资

源，为海宁的

区域经济和

社会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胡梦甜

“‘树影压在秋天的报纸上，中间隔着一片

梦幻的海洋，我凝视着一池湖水的天空……’这

般优美的诗句，你是否相信是由人工智能所

写？”近日，在杭州市滨江区政协委员海创工作

室，杭州市中华职业教育社秘书长张灵仙的发

问，将话题引向了由浙江省中华职教社、杭州市

中华职教社共同主办的职教沙龙“数字经济时

代的职业教育”。

扫码进店、智慧医疗、远程办公……在数字

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

智能化。据信息产业研究机构 IDC预测，到

2023年，数字经济产值将占到全球生产总值的

62%。数字经济时代，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

职业教育如何参与变革？沙龙中，省职教社常

务副主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利月，浙江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方展画，滨江区政协副主席张爱莲等50余位嘉

宾努力为这一问题寻找参考答案。

今天的教育赶不上明天的发展？
职业教育要注重培养“看不见”的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等深刻改变了人才需求，传统行业不断被颠覆，

新兴行业层出不穷，我们的学生还在用着过去

的教材，用10年前的方案培养10年后的人才，

势必是一场失败的教育。”沙龙中，方展画的一

席话让与会嘉宾陷入沉思。

数字经济时代的浪潮中，那些易于教授和

检验的技能，正在或者将要被数字化。职业教

育必须改，怎么改？

方展画认为，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只是做加

减法，或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必须从

“基因”上改。“职业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岗位

固定、分工细是工业时代的特征，技能看得见、

摸得着；数字经济时代，对创造力、创新意识、多

学科思维能力等的要求越来越高，技能从‘看得

见’变为‘看不见’。”

淘宝大学职业教育高级运营专家郑婷对

此深表认同，工业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是呈金字

塔型的，企业需要大量流水线上的生产工人。

而到了数字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呈橄榄

型，大量机械的、低价值的劳动将由人工智能

替代，中间端的能适应数字经济需求的创造性

劳动成为刚需。这就倒逼人力资源供给侧进

行结构性改革。

“要让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走得更远，职业

学校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学生进行‘技’的训练，

更要注重对学生‘能’的培养。”这正是杭州市开

元商贸职业学校校长郑效其在办学中的思考。

受今年疫情影响，开元商贸职校把一年一度的

贸易节搬到线上，搭建“青春创业微商城”，让学

生体验网店架构和运营的整个流程，感受无接

触式销售，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技能。在郑效其

看来，这就是一个综合学习的过程，面对不断变

化的职业技能要求，可迁移的技能才是职业发

展和生涯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技能。

数字经济时代教师将面临失业？
职校教师要进行一场“自我革命”

数字经济的爆发，改变的不仅仅是生产、生

活的方式，教育的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借助交互式电子白板，可以把企业工作实景搬

进课堂，学生也可以和企业工程师“隔空对话”；

学生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在线学习；教师可以采

用先进的人工智能备课系统备课……于是，很

多人惊呼：数字经济时代，教育将被全面颠覆，

很多教师将面临失业。

对此，杭州大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欢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个大记忆体，有“人工”

才有“智能”。教师要把技术作为自己的得力助

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优势，

帮助学生个性化学习设计科学、合理的学习方

案，从思考“教什么”转变到“学生学什么”，从知

识的讲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者。

方展画深有感触地说道：“以往教师批改作

业、出卷耗费了大量精力，今后这些事情都可以

由机器来完成。机器借助大数据建立科学的评

估模型，方便教师了解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情况。教师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及时对教学

设计、教学评价等做出相应的调整，设计个性化

的作业、开放性的任务，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精

神，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职校教师提出了

新的挑战，教师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者，而要

做读懂学生的分析师、重组课程的设计师、跨界

合作的策划师。”沙龙中，与会嘉宾达成了这样

的共识。

未来，职业院校的围墙将被打破？
冲破界限的开放办学成为趋势

沙龙中，郑婷分享了淘宝大学最近在推进

的一项工作：立足阿里经济体丰富的电商资源，

聚合优秀师资力量开发电商课程，促进教育链、

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融合。

“过去的工业时代，企业把大量资金投在设

备上。数字经济时代，关键要解决人的问题。

很少有企业愿意开放自己的运营、销售流程，我

们的优势在于有丰富的电商资源，可以搭建一

个校企深度融合的平台。”郑婷如是说。

数字经济促使职业教育由内而外产生一系

列的量变与质变，培养急需的、能适应未来发展

的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和职校共同的需求。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的获取方式、学习的形式

都在发生变化，譬如借助VR，学生实习可以在

模拟的场景中进行。”王利月预测，未来的职业

教育一定是灵活、开放、个性化的教育，职业学

校的围墙将会被打破。要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

要求，职业学校就要跳出原来这张网，和企业建

立耦合关系。

但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前职业院

校培养的人才和产业需求脱节，导致校企合作

受阻。郑婷举例，企业要做一份财务策划书，这

就要求财务人员既懂会计，又懂运营，但职业院

校会计专业出来的学生并不懂运营知识。

对此，杭州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室

研究员徐喆认为，职业教育要办开放的教育，不

仅要走出去和企业建立耦合关系，还要在内部

打破传统的专业界限，构建对接产业链的专业

集群。

徐喆同时指出，未来，职业教育将不再是固

定时空的教与学，它满足的是人们提升自己技

能或终身学习的无限需求，需要一套强大的培

训体系，仅仅依靠职业院校的力量很难实现，可

以通过资本市场灵活配置优质资源，如购买企

业课程包，及时优化职业教育培训模块。

舟山实现老年开放教育“零跑腿”

本报讯（通讯员 乐佳泉 朱丽媛）这几天，家住舟山市定海区的

王阿婆特别兴奋，每天不定时登录移动端，学习休闲保健等线上课程。

“现在连报名都能通过手机或电脑完成，方便多了。”

今年，舟山全面实现老年开放教育“零跑腿”。整合“舟山社区教

育”微信公众号、舟山终身学习网，让老年人足不出户，通过手机移动端

进行线上报名、选课，同时实现线上课程学习、线上评价和作品自主发

布等，满足个性化学习和发展需求。

“目前已有1.3万人完成了线上注册报名。”舟山蓉浦学院社区教育

科科长周满意介绍，老年学员在网上注册报名后，在家即可凭学籍号在

手机上选课。在此基础上，舟山还构建了全市老年学员信息数据库，各

类课程报名情况、线上课程点击率等信息一目了然，为更好地服务老年

人提供数据支持。

舟山蓉浦学院院长周建军介绍，舟山是个群岛城市，地域分散、交

通不便、人口分布不集中，探索老年开放教育线上服务体系可为全市老

年人求学提供极大的便利。目前，全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舟山总

人口的27.81%，发展老年教育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老年人

生活品质、建设“幸福舟山”的重要举措之一。“下一步，我们还将探索更

为便捷的方式，让那些即便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也能享受到老年

开放教育带来的‘红利’。”

专业群对接产业链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创新“链上教育”服务地方纪实

职业教育如何赶上
数字经济时代的“趟”

近日，东阳市非遗青创基地开园仪式在东阳市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东技校区举行。据悉，基地入驻了锡艺、面塑、卢宅古建营造、
竹编等8个非遗项目传承园区。学校提供场地、设备、生源，借助
非遗传承人的力量，让学生掌握传统技艺，促使更多年轻人参与
非遗保护。同时，学校和非遗传承人还将共同研发非遗视频和研
学课程。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汤光尧 摄）

东阳非遗青创基地东阳非遗青创基地
开园了开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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