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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丰富

在中高职一体化建设中，师资是

重要因素，我们应怀着“创新、融合、

协作、引领”的八字理念，高质量推进

中高职一体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

设，不断提升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

质量。

应以守正创新为重心，聚焦中高

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提高中高职一体

化教师团队专业水平。团队教师要将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中高职一体

化五年教育的全过程，系统设计一体

化的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中职

学校和高职院校不仅要守好各自“一

段渠”，还要合力管好“整段渠”。教师

应创新模块化教学模式，打破学科教

学的传统模式，探索“行动导向”教学、

项目式教学、情景式教学、工作过程导

向教学等新教法，支持每个教师形成

特色教学风格。教学团队应研究和实

施五年一体的模块化教学，形成课程

间大模块、课程内小模块的模块化课

程，为教师分工协作的教学奠定基础，

不断提升教学质量效果。在数字化教

学浪潮之下，还应推动人工智能、大数

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有效开展教学过程监测、学情

分析、学业水平诊断和学习资源供给，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

应以校企融合为主线，围绕构建

专业产教融合生态，夯实团队建设与

教学创新的平台基础。教学团队要在

各校原有的校企利益共同体或校企合

作的基础上，组建由中职学校、高职院

校和行业企业组成的区域产教融合共

同体，探索并形成资源共享机制，实现

共同体内成员共建共享资源，将产教

融合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始终。基于产

教融合平台，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团

队要对接企业岗位工作任务，校企协

同研制五年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开

发课程标准、重构课程内容、编制教

材、实施评价改革等，在产教融合平台

的建设、学生和教师专业成长方面形

成可借鉴的经验。

应以内外协作为路径，以建设任

务为载体，打造高水平、结构化的教师

创新团队。一个中高职一体化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成员有的来自中职学校、

高职院校，还有的来自行业企业，这样

的团队具有多元性和分散性特点，这

就要求成员间以多种形式加强协作，

共同完成建设任务。以团队负责人为

首，以课程为载体建立多个校际课程组，并确定各

个课程组负责人，按照课程组开展任务建设。还

应探索形成团队内部的课程组间和课程组内的协

作、专兼协作，落实团队外部的共同体校际协作、

深度校企协作，夯实团队内外学习与发展共同

体。在内外协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形成基层

教研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创新。团队应锚定项目

建设、人才培养、学生技能竞赛等方面的共同目

标，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教研活动、课程和教学研

究、教材建设、学生技能竞赛指导等活动，以建设

任务和活动为载体，探索并形成内外协作的机制

和经验。

应以示范引领为纽带，总结提炼建设经验，辐

射中高职一体化专业的人才培养。中高职一体化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要注重总结团队建设、专

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注重凝练人才

培养中的成果并进行转

化，将成果推广应用于省

内乃至全国的中高职一

体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建设以及专业人才培养。

（作者系金华职业技
术学院师范学院院长）

□本报记者 邵焕荣

为深入推进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

养改革，提升中高职师资合作紧密程

度，2023年1月，浙江启动了中高职一

体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同年5

月，又确定了首批25个立项建设单位。

中高职一体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如何

起步、如何推进，目前进展如何？围绕

这些问题，日前，记者深入采访了各试

点院校。

起步：项目驱动，以点破局
去年，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单项一等

奖。其指导教师团队中除2名杭职院教

师外，还有3名来自杭州市电子信息职

业学校和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钱塘学

校的中职教师。他们都是信息安全技

术应用中高职一体化团队的成员。

“以技能大赛等项目为抓手，能拉

近中高职教师之间的距离，更有效地促

进团队教师的能力提升。”团队负责人、

杭职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陈云志表示，

半年来，该团队共承办了多次国家和省

级技能大赛，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赛促改，师资一体化建设取得积极成

效。其中，有1人晋升高级职称，2人获

杭州市系统级优秀教师荣誉，1人在杭

州市Python教师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

金牌。

浙江开展中高职一体化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的初衷，是希望以师资一

体化建设撬动人才培养、教学、课程、教

材、实训等一体化，继而实现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提升。

在“3+2”模式下，目前，中高职学校的师

资有不少交流合作，但交流合作的广

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年见两

三次面，学校有任务就合、没任务就散”

的现象仍然存在。“师资一体化的关键

是让教师先动起来，只有互动多了，才会

有更紧密、更深层次合作的可能。”省教

育厅教师工作处相关负责人直言，项目

驱动，以点破局，是目前师资一体化建设

中较为常见的“起步”方式。循着这样的

思路，各试点学校纷纷展开探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模具设计与

制造一体化团队成员校分布在宁波、金

华、台州等不同地区，很难有效地开展

常态化的线下教研活动。如何破局？

专业资源库建设成了有效抓手。截至

目前，该团队已建成课程41门、试题总

数2718个。“通过资源库建设，我们中职

教师的专业建设能力、教材开发能力和

微课程开发能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建

设成果也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及时运

用到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永康市职业

技术学校教师胡桂兰说。

提升：念好“融”字诀
以项目驱动师资一体化建设起步

后，各团队成员的交流合作明显频繁

了。然而，动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实现

教师交流合作的常态化、长效化，成为各

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思考的命题。

从团队融合到校校融合，再到校政企

融合，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了多种答案。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为30名骨干成

员举行了结对仪式。根据学科相近原

则，分别组建了名师专家和专业带头

人、课程负责人、骨干教师、中高职一体

化联盟院校团队成员四层级导师结对

链。同时，又建立了定期研讨机制和单

位协同联络机制，以保障一体化团队的

及时互通。

杭职院积极创新校校协作机制，依

托浙江省信息安全产教融合联盟，重点

吸纳所在团队成员学校和主流信息安

全企业，成立信息安全中高一体化教学

协作共同体，下设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小

组、专业核心课程模块小组、专业实习

模块小组，共同实施专业教学。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庆元县政

府、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和当地食用菌

行业、企业等成立了丽水市食用菌产业

学校。“我们将团队成员都‘编入’了产

业学校，有了这个‘家’，团队共建活动

的开展方便了不少。”团队负责人、丽职

院林业科技学院院长应俊辉告诉记者，

仅半年时间，该团队就组织校、政、行、

企等多方合力开展了5次线下集体研讨

活动。

长效：评价、保障“两手硬”
师资一体化要有实效、见长效，必

要的保障、评价举措缺一不可。

“你是团队核心成员，3年内，必须

成长为国家知名教学专家或国家教学

名师”“你是专业带头人，3年内应成长

为省级教学名师”……进入团队时，杭

职院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中高职一体化

团队的所有成员都会收到这样一份个

人发展目标和计划。为保证教师团队

发展的分层分类推进，杭职院专门按不

同年龄层次、职称类别、教学任务等分

别为团队、个人设置了发展目标。同

时，还制定了《信息安全中高一体化教

师教学创新团队目标考核管理办法》等

系列专项管理办法，试点创新“优绩优

酬”分配制度，并将教师参加团队情况

作为教学业绩考核评价和职称评聘的

重要依据，以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也着力构

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分类分级、定量定

性结合的团队考核评价体系，以学生、

企业、校外专家和第三方评价机构为评

价主体，通过月度自查、季度检查、半年

考核和年度考核等方式，分阶段推进团

队建设。

不久前，浙江经贸职院电子商务专

业一体化团队成员李老师就收到一份

季度检查报告。报告显示，他设计的教

学案例老旧，不够贴合企业生产实际，

不能有效辅助知识、技能教学，学生反

馈也不好。于是，在半年考核前，他专

门通过企业调研等途径重点优化了课

程配套案例教学资源，这一改进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满意度，也在半年考核中得

到了企业专家的认可，获得了团队的目

标奖励。

□本报通讯员 王丽红

“我理解的工匠精神，核心要义是

‘真功夫’。技术不容欺骗，无法投机取

巧和敷衍了事。”绍兴财经旅游学校园

林专业高级讲师鲍洪尧说。2022年和

2023年，他带领学生一起勤勉务实、真

练实干，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蝉联了中职组“植物嫁接”赛

项的金牌，他本人也两获全国优秀指导

教师奖。

让技术长在细微处
草木萧疏的隆冬时节，绍兴财经旅

游学校的蔬菜嫁接室里却是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一排排绿意盎然的秧苗散

发着蓬勃的生命力。1月12日，鲍洪尧

带着园林专业的学生在这里学习草本

嫁接的技能。

“大家都知道嫁接是蔬菜连茬种植

中防止土传病害的最有效途径，有增产、

增优、减少农药污染等作用。今天，我们

来尝试把南瓜苗作为砧木嫁接黄瓜苗。”

鲍洪尧对嫁接的分解动作一一作了讲

解，消毒、去顶、插嫁接签、削接穗，再拔

签插入接穗……转眼，一株秧苗就嫁接

完成了。

看似简单的嫁接操作，却蕴含着不

少细节。比如，插嫁接签时，竹签要以

一定的角度从砧木的生长点并紧贴子

叶的叶柄处插入，再从另一片子叶的叶

柄与茎秆交接处刺出，不能有偏差，因

为这个位置的叶肉厚实、细胞分裂能力

强，有利于增加砧穗接合面和加快接合

面的愈合。也就是说，插嫁接签时的用

力方向和强度都会影响嫁接的成活率。

小小的秧苗直径只有几毫米，鲍洪

尧和学生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精益求

精地在这几毫米之间，打磨一个个细

节，追求手工操作的最高精准度和速

度，也追求嫁接成活率的“天花板”。“不

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绝。”这是鲍洪尧常

常对学生说的。作为指导教师，学生反

复磨炼技术时，他总是陪伴在一旁。“他

们经常练着练着手势就变了，手势一

变，切面的平整度、倾斜度等也会发生

变化，就会影响成活率和嫁接速度，所

以必须盯着。”鲍洪尧说。

让不怕挑战成习惯
“一个动作怎么也练不好时，老鲍会

给我们讲个笑话，缓解我们沮丧的心情。

当我们取得一点进步时，老鲍还会请我们

吃饭。”学生张芯芮说。在学生们心中，鲍

洪尧是亲切又令人敬佩的“老鲍”。

鲍洪尧本科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

园艺专业，后获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植

物嫁接并不是他的主修领域。2015年，

当学校决定参与“植物嫁接”项目比赛，

找上正在教“植物生产与环境”的鲍洪

尧时，他并不精通嫁接技术，但还是决

定接受挑战，接下了这个重任。

他找来了各种专业书籍，钻研蔬菜

嫁接的理论知识；他四处奔走，到田地

间去学习嫁接技术，从普通育苗工到

专业嫁接员，都诚恳地一一请教；他不

时走进高校、科研机构，向专家讨教最

先进的嫁接技术和理念。但头几年，

鲍洪尧和学生都遗憾地止步于省赛。

每次比赛或外出交流回来，鲍洪尧都

会第一时间进行总结和分析。“就怕有

些细节拖到第二天忘了比赛，比的是

细节。”他说。

几年的失败、总结、学习，再失败、

再总结、再学习，鲍洪尧最终形成了快

速、精简、流畅的整套嫁接技术动作方

案。在给学生传授技艺时，他还会根

据每个人的个性和手势习惯等进行调

整——每个人手部用力的方式不同，

他会根据学生的习惯设计不同的切、

插动作。

在从教的22年时间里，不断走出舒

适区、接受新挑战已是鲍洪尧的习惯。

刚走上教师岗位不久，他就挑起了在学

校建设组培实验室的大梁，从零开始学

习这门新技术，但屡屡碰壁。为克服难

题，他利用暑假自掏腰包去高校“回炉

升级”；忍着高温，借住在因放暑假没有

通电的学生宿舍，起早摸黑，钻在实验

室里。随后，他又教遍了园林相关的学

科，哪里需要去哪里，并始终紧跟行业

发展的前沿，学习新技术和新理念，再

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形成操作性强的

项目化教学内容，增加课堂对学生的吸

引力。

“鲍老师放弃了很多休息时间，陪

着我们学习嫁接等技术。他的认真负

责和刻苦钻研也感召我们勇于挑战自

我，坚持不放弃。”2022级园林2班学生

李鹏文说。多年的努力让鲍洪尧成为

名副其实的“三师型”园林教师——园

林专业高级讲师、园林工程师、花卉园

艺技师，也成了浙派名师培养对象、省

农林类网络名师工作室中的骨干学科

带头人。

从建起来到强起来
中高职一体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浙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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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职业教育肩负着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

国工匠的任务。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本报即日起推出《职教巧匠》栏目，

展示职教师生最铿锵的步履，唱响职教的技术强音，敬请关注。

移花接木“真功夫”
——记绍兴财经旅游学校教师鲍洪尧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思政课堂学工匠
本报讯（通讯员 许莹莹）“今天的思政课太有意

思了！”前不久，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数字影

像技术专业的学生来到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基地，上了一堂以“工匠精神点亮青春之路”为主题

的思政课。

这堂课邀请了全国劳动模范、温州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特聘思政课教师曹辉分享他的成长经历。

从最初技校毕业的电力工人到同事口中的“定海神

针”“缺陷终结者”和“说明书”，曹辉对自己的要求

很简单——每天比别人多看几页图纸、多练几遍操

作。他结合自身经历，鼓励学生脚踏实地、勇敢拼

搏，发扬工匠精神，展现青春风采。

现场，来自温二职专数字影像技术专业的第一届

毕业生、学号为1号的吴光剑也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

事。吴光剑曾获评“浙江省商业摄影十杰”，今年是他

深耕教育系统短视频领域的第11年。当学生们问起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时，他答道：“喜欢一个专业就深耕

进去，一定会有回报。”

据悉，这堂思政课是温二职专携手温州大学共同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实践，实现了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有机衔接。

木雕课来了洋学徒

日前，浙江师范大学的国际留学生来到衢州第二中等
专业学校，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研讨活动。留学生
们不仅参观了学校的智慧农业馆、3D打印实训室、家具设
计与制作实训室等场馆，还亲身体验了非遗木雕制作。本
次活动不仅给留学生们提供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中职教
育特色的平台，也拓宽了学校的国际视野，为中职教育的改
革与创新注入新活力。图为留学生们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
学习木雕工艺。

（本报通讯员 郭超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