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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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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彬彬 梁甘冷

今年年初，教育部陆续颁布了中等职

业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等10门公共基

础课的课程标准，填补了我国中等职业教

育长期以来有教学大纲无课程标准的空

白。从教学大纲到课程标准，并非简单的

概念变化，其蕴含的核心理念，以及教育

观、课程观、质量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理解其内涵及意义是新课程标准落地

实施的关键所在。

首先，教育观从学科本位走向学生发展。

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内容及要

求来看，公共基础课程占整个课程体系课

时总量的三分之一，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的主阵地，承载着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

功能。中职公共基础课程标准是教学大纲

的升级版，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基础。

教学大纲是根据教学计划以纲要的形

式规定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而课程标准

则强调“课程是赋予学习者的学习经验的

总体”，是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更广阔

的社会文化视野落实到具体课程内容及其

学习标准的完整体系。如果说教学大纲是

从教师“教”的视角，对教师教学内容和要

求作出规范化的规定，那么课程标准则是

从学生“学”的视角出发，以学生为主体，关

注学生的课程学习与未来发展，对学生如

何掌握课程内容及学习过程作出了详细描

述，并规定与其发展相适应的多元化、成长

型的评价要求。

在新课程标准中，特别提出了一个新

概念——学科素养，明确了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立足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培养德技兼修的高素质一线劳动

者。新课程标准的三个模块，即基础模块、

职业模块和拓展模块，既有机衔接义务教

育，兼顾高中相应课程标准，又面向未来职

业需求，为学生升学和发展奠定扎实人文

基础和综合素养。

其次，课程观从学科思维迈向系统思维。

尽管10门公共基础课程标准分批陆续

推出，但可以明显看到，其最具颠覆性的变

化是，公共基础课程的整体性规划与设计。

新课程标准强调各门课程之间的课程理解，

倡导走出单一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关注本学

科知识与素养的同时，更多关注学科与学科、学科与专业、

学科与职业、学科与生活等之间的融合关系，具有鲜明的

大课程观，突出课程的跨界性和融合性特征。

在大课程观的指引下，公共基础课程将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融入学科课程体系，以学科素养为主轴设计课

程结构和内容，让核心素养在各科课程中有了落脚点。

各学科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相互支持，同时注

入职业道德、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等教育内

容，实现公共基础课程“课程思政”的价值功能，彰显职

业教育特色。

不仅如此，学科内部的课程结构也突出了课程设计

的系统思维。以语文学科为例，3个模块15个专题，将工

具性的知识、方法与人文性的思维、审美统一于学科核

心素养的框架中。从纵向看，15个专题的教学，规划了

中职生3年的语文学习成长路线，以语言理解与运用为

主线统筹各专题，在语言的输入、内化与输出的过程中，

逐步实现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形成文学的审美发现与鉴

赏能力，并进阶到文化的传承与参与，最终实现语文核

心素养的养成。

再者，质量观从规范教学转向提升质量。

公共基础课程标准作为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专业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等构成了职业教

育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了职业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

是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共基础课程标准着眼于学生发展，把中职学生的

学业质量标准划分为两级水平，水平一是学生学习该课

程后应达到的合格要求，水平二是学生学习该课程后应

达到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要求，即明确了毕业标准和升

学标准，为学生的就业、升学及其生涯发展提供必要的

质量保障。

同时，公共基础课程标准为质量监测与研究、教学

诊断与改进提供了标准，也为一线教师的教学实施提供

了依据，可以不断引领和深化职业教育的“三教”改革，

为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复合型、应用型和成长型技术

技能人才助力。

□本报通讯员 童笑雨

“越来越觉得这条路走对了。”赵

仁锦来自云南，之前曾因贫困辍学，

是教育部东西协作计划的受益者。

作为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汽修班的

一员，经过两年的学习，如今的他已

成为学校汽车服务中心喷漆车间的

技术骨干。“学校帮扶我们这些云南

学生，教我们技艺、为人处事的道理，

可以说我的人生完全被改写了。”

被改写的不仅是赵仁锦的人生。

在永康职技校，每年都有看似“不可

能”的事情在发生：从厌学到乐学、从

贫困生到老板、从落榜生到高技能人

才……正是因为这批技能人才源源不

断地补充，盘活了永康当地的五金产

业，带动了生源地的脱贫致富。

“在传统印象中，职校生被认为是

中考的失利者，不被关注和认可。但

在永康职技校，这些学生是重点关照

对象，他们也在这里完成了人生历程

的转变。”校长王钟宝动情地说道，“教

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我们不能

放弃任何一个学生，职业教育不仅要

为企业提供技能型人才，更要为这个

社会输送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正是出于对学生的“不放弃”，

永康职技校致力于“托底”教育，在

技能培养上下功夫，为原本丧失学

习兴趣的学生构建起一座通向成功

的“立交桥”。

王钟宝深谙，职业教育与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为此，学校与

步阳集团、哈尔斯集团、飞剑科技等

当地知名企业合作，开展双元育人，

将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转化为人才

培养目标。商贸中澳191班林泽华

是校企双元育人模式的受益者。“以

前我也算是个问题少年吧，不喜欢学

习，上课爱玩手机。”林泽华坦言，自

己对学习的兴趣源于校企合作中的

商务实践。高一暑假他开始熟练地

进行全英文的客户维护和开发，收获

了多名有效客户。巨大的成就感激

发了他专业学习的兴趣。自此，林泽

华每次上课都十分认真，不懂的地方

还会向企业导师请教。

今年10月，林泽华与该校电商

专业和商贸专业的 6 名同学参与

2020秋季线上广交会的英文直播。

其间，他主导开发的客户下单 8万

元。“事实证明，人生的成功道路有很

多种，只要拥有一技之长，就能自食

其力，收获成功。”林泽华说。

永康职技校的校企双元育人模

式，正在为像林泽华这样的职校生打

通技能点。在该校，有一个颇为出名

的案例：来自江西省吉安县的10名

学生在该校就读后，有8名学生自主

创业成功，成为企业老总或公司高

管，2名学生成为企业技术骨干。

王钟宝介绍，这10名学生大多

因家庭经济原因而辍学，当年他们

所在的吉安县是该校对口帮扶

县。他们入校后被编入机电导生

班，与车间师傅结对，以导生制培

养模式学习技能。现在这 10名学

生全部在永康就业，年收入在 20~

70万元。

“职业教育就是要带给学生获

得感。”王钟宝说，“职业教育连着就

业、牵系民生、关乎公平，每培养一

名学生，就缓解了一个家庭的就业

压力，这也是我们为改善民生作出

的独特贡献，是社会治理层面的一

种关怀。”

此前，学校曾先后结对中西部

地区的职业学校，对口援教过新疆

温宿，为这些地区培养了一批企业高

层次技术骨干及成功创业者。今年，

该校前往云南昭通、贵州毕节，与当

地职业学校商讨合作事宜。

在王钟宝的构想中，永康职技校

将助力结对学校建立智能制造、3D

打印技术等新兴专业，投入实训设

备，满足学生实训教学需求，在当地

打造省际技能人才基地，实现就业、

创业一体的培养模式，并进一步促成

永康企业进驻中西部地区。

“这样一来，就能在当地培育相

关企业，形成‘人才订单培养—高质

量就业—创业反哺家乡—推动家乡

经济发展’的扶贫、助贫良性运作模

式。”王钟宝有这样一个“小目标”：针

对西部地区大力开展技术扶贫工作，

计划未来3年培训3万人以上。

在王钟宝看来，职业教育是社会

转型的有力支撑。通过培养经济转

型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增强劳动力就

业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不仅能为社会

的平稳转型提供人才支撑，还能使无

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从而服务

社会发展。

践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教育

□本报记者 胡梦甜

见到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90

后教师孙涛，他正在为即将在下个

月举行的全国电子通信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充电，看似笨重的机械臂在

他的操作下快速精准地完成了指定

动作。

今年8月，26岁的孙涛代表学校

参加首届浙江技能大赛，一举夺冠，

被授予“浙江省首席技师”荣誉称号，

并获得8万元奖励。辗转于参赛、备

赛的旅途中，孙涛却乐此不疲：“我喜

欢这种竞技的感觉。比赛不仅能提

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还能提高自己的

教学水平。”

初出茅庐，在技能大赛中奋力成长

1994年出生的孙涛读高中时就

对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专毕

业后，他在天津的一家机器人相关企

业工作了一年。之后，又去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继续深造。2019年，

孙涛来到省机电技师学院任教。“从

没想过自己会当一名教师，在企业花

几分钟就能搞定的问题，在课堂上得

将知识点一个个分解。”开启专业教

学生涯，满怀一腔热情的孙涛很快遭

受了现实的打击。

于是，初出茅庐的孙涛抓住一

切学习、培训的机会提升自己。一

有时间，他就向学校电气工程系主

任王琪，也就是他的带教师傅，请

教教学上的难题；奔赴上海、安徽

等 地 的 企 业 挂 职 锻 炼 ，并 取 得

FANUC 认证的培训讲师资格……

入职没多久，孙涛参加了浙江省青

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电工项目，并

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次比

赛，一下子激发了他的斗志，积累

了成功的底气。

今年8月举办的首届浙江技能大

赛由省政府主办，是我省职业技能类

综合性最高规格的赛事。孙涛主动向

学校争取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为

了参加这次比赛，孙涛准备了整整两

个月。当时正值暑假，孙涛一个人留

在实训室加练，从早上8点到晚上10

点，每天不少于14个小时的高强度训

练，他没有一天间断。每天晚上5公

里的长跑也是他训练的必备项目，“技

能大赛不仅是对技能，也是对体能的

极大考验”。

此次浙江技能大赛，孙涛参与

的是工业机器人项目。按照要求，

参赛人员依据现场设备，通过计算

机和机器人示教器对设备进行编程

与调试，完成比赛任务。参赛过程

中，孙涛必须充分调动和运用 6 轴

串联型工业机器人、PLC现场编程、

电气线路安装调试、工业相机应

用、气动元件控制及现场总线等多

门专业知识和技能，再进行加工、

打磨、组装、分拣、故障排除等操

作。比赛长达 7 个小时，当孙涛在

最后一刻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时，

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工作服。最

终，孙涛凭借娴熟的技能和沉着稳

定的心态在 12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

而出。“孙老师刚踏上教师岗位，就

获得含金量如此高的荣誉，这不仅

是对他本人，也是对学校师生的莫

大鼓励。”省机电技师学院院长曹

小其欣喜地说道。

夺冠1个月后，孙涛又有了新的

奋斗目标——参加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举办的全国电子通信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比赛设备不同、要求不同，他又投

入了新的备战状态。“比赛中，可以和

来自不同企业、职业院校的选手切磋

交流，他们都很优秀，每次历练都是成

长，可以时刻让我保持进步的姿态。”

孙涛说。

新的使命，把工匠精神传给更多学生

丰富的比赛经验让孙涛找到了

自己擅长的方向。除了专业课教

学，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工业机器人

项目的竞赛指导教师。“我想把自己

的比赛经验、技术心得呈现到课堂

上，让更多学生关注、热爱、投身这

一专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厚植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涵养技能报国的

时代文化。”

平时，除了上课，总能在工业机器

人实训室见到孙涛的身影。对学生来

说，他既是教师，也是学长，学生们都

亲切地称呼他“涛哥”。孙涛会在他们

迷茫时给予开导，挫败时给予鼓励，困

难时给予帮助。不管是工作日，还是

假期里，孙涛都会陪着竞赛组的学生

在实训室训练，和他们一起攻克技术

难题，也会带着他们一起去企业、兄弟

院校拉练，还会和他们一起进行体育

锻炼。

但不同于传统的我教你练，更

多的时候，孙涛会以一种引导的方

式训练学生。“比赛的过程中，会出

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需要选手

具 备 临 场 应 变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孙涛说。竞赛组成员 1810 班

工 业 机 器 人 专 业 学 生 吴 雨 杭 和

1812 班无人机专业学生卢建民已

经跟着孙涛训练了一年，在他们印

象中，孙老师很少直接告诉他们一

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而是通过善

意的反问和提点，让他们在一次又

一次的实践中自己发现并解决问

题，从而不断提高个人解决问题的

能力。“涛哥经常会跟我们分享参赛

的经验，他会把参赛中遇到的问题、突

发状况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解决，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解决的办

法。”吴雨杭说。

参赛的经历，还让孙涛深深体

会到细节的重要性。作为此次浙

江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项目的裁

判，省机电技师学院电气自动化专

业教研组组长黄小辉深有感触地

说道：“技能大赛的评分规则非常

严格且细致，有时候一点小差错，

比如掉了一颗螺丝钉，就有可能被

对手狠狠地甩在后面。”正因如此，

在带学生训练时，孙涛会反复强调

细节的重要性，机器人投放物品的

位置必须精确到毫米。“技能大赛

是一个舞台，展现着水平、意志、技

巧和细致，追求细节的工匠精神是

在技能大赛中脱颖而出的法宝。”

孙涛说。

12月初，孙涛将带着学生吴雨杭

和卢建民共同征战全国电子通信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终点还在远方，道路

还很漫长，我的目标就是和学生一起

不断攀登技能的高峰。”孙涛对此信心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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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增强师生安全意识，提高自救、防范能
力，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利用一批刚换下来的临
近保质期的灭火器教师生掌握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
法。“平时多掌握一项消防技能，就能给生命多一分安
全保障。”该校校长邬磊磊说，“这批灭火器在被回收
处理前让师生练习使用，也能发挥出最大功效。”

(本报通讯员 葛飚明 袁琼燕 摄)

孙涛：在技能大赛中锤炼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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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从景中取，人在画中游。近日，缙云
县工艺美术学校油画专业学生走进仙都景
区和河阳古民居，开展写生活动。学生们
三五成群，支起画架，拿起画笔，描绘眼前
的美景。创作完毕后，学生们还会在景区
举行义卖活动。“这是最生动的教学，不仅
结合了市场需求，还能激发学生对家乡的
热爱。”带队教师胡苏丽说。

(本报通讯员 吴敏超 杜益杰 摄)

眼中缙云画中游眼中缙云画中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