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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生以专业之长
为抗“疫”助力
□本报通讯员 樊 莹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左手，左手代表

着方向，它不会向困难低头……”伴随着轻柔的音乐，余

姚市职业技术学校2017级学前教育专业2班学生于红

翩翩起舞。疫情期间，她将一首一分半钟的童歌创编成

充满朝气的幼儿舞蹈，让宅家抗“疫”的萌娃们一起跟着

舞动起来。

不久前，于红的这套“童心抗‘疫’，同心防疫”幼儿舞蹈

系列作品，被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平台采用，供全国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师生教学所用。

“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灵感，来自我在网络视频上看到

并学习的舞蹈《听我说谢谢你》手语版，歌词和旋律触动了

我。”于红说，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用生命与病毒抗争，争

分夺秒地挽救病人生命。怎么让小朋友们理解，并用自己

的方式参与到这个无声的“战场”中，对无私奉献的叔叔阿

姨们表达感谢？舞蹈，是最直接的方式。

有了灵感之后，于红开始琢磨将舞蹈的手位、舞步与一

些手语相结合，形成一个个舞蹈律动。因为要让舞蹈易学

易懂，同时还要注意节奏、速度、力度，幼儿舞蹈创编起来并

非易事。在专业教师张银燕的指导下，于红反复斟酌动作

的美观度和适宜度，视频录了一遍又一遍，前后花了三周时

间，直到情绪、舞感等达到理想的效果。

“正确打开‘疫情’这本教科书，指导学生以舞抗‘疫’，

展开系列幼儿舞蹈抗‘疫’作品的创作，是我发起这次宅家

创编活动的初衷。”张银燕说，通过“学—编—创—演—做”，

从“学”到“教”角色的反向设计，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

性、创新性被大大激发。

□本报记者 胡梦甜

春暖花盛开，学子约归期。随着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浙江各

级各类学校将于4月13日起分批有序

开学。复学的脚步近了，面对即将到

来的“重逢”，如何筑起师生的安全防

线？除了上线硬核装备、储备防疫物

资、进行无死角消杀，浙江省各职业院

校更是以专业所能为防疫助力，以实

际行动应对这场“大考”。

这些防疫物资很“硬核”
“尽管具体的开学时间还没确定，

但开学的防疫物资肯定要提前储备起

来。”近日，一批由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自制的洗手液，让公共事务管理

处负责人张理剑惊喜不已。“学校已经

在校内每个洗手间都备上了抗菌消毒

洗手液。”

牵头制作这批洗手液的，是杭职

院临江学院精细化工技术专业的教

师。平时，教师们常常带着学生自制

洗手液、肥皂、护手霜等，对工艺流程

非常熟悉。制作洗手液，需要表面活

性剂、杀菌剂、保湿剂等各种原材料，

教师们把学校实验室留存的原料与半

成品都盘活起来，有的负责配方设计、

原料核算，有的负责技术指导和质量

管理，有的负责成品灌装、标签制作。

临江学院副院长何艺告诉记者，

早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时候，教师们就

有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疫情防控的想

法。学生返校后，他们会让学生也一

起参与到制作抗菌消毒洗手液的行动

中来，更好地把专业技能和社会责任

感结合起来。

备战开学，防疫装备和物资是必

要保障。在全省各地各校都在积极准

备开学防疫物资的当下，一些职业院

校还用上了硬核装备。

几天前，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学校上线了一台“校园卫生防疫一

体机”。这台设备可以利用人体红外

温度热成像技术快速刷脸测温；可以

利用大数据记录每个学生的体温变

化，实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可以自

助领取口罩、酒精消毒棉片等防疫用

品；可以利用紫外线对书籍、文具等学

习用品进行无死角消毒。

这台功能强大的设备，发明者竟

是宁波职教中心创新创意社团的一群

学生。面对疫情，这些小创客也想着

为校园防疫尽一份力。他们决定动手

制作一台防疫设备。几个学生集思广

益、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工业产品设

计，有的负责单片机硬件开发。他们

还专门找到一家专营设备外壳的厂

家，将自己设计的外观图纸发给厂家，

然后又开发出系统所需的App。短短

半个月，他们就完成了产品的安装调

试工作。“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会关

注疫情的变化，几个小伙伴也经常在

QQ群里交流国际上最新的防疫技术，

我们期待着未来这台防疫设备在学

校、医院、企业、社区、超市等公共场所

都能有它的用武之地。”学生尚琴自豪

地说道。

开学演练堪称“大片”
午休结束，班主任李晓璐依次为

学生测量体温。突然，她发现李同学

的体温达到37.8℃。李晓璐当即将学

生送至留观点，途中向学部负责人汇

报情况。学校医务人员确定学生发热

后，询问并记录学生信息，上报防控小

组，同时及时联系家长。学校随即启

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对学生活动区

域进行消毒处理……

这紧张却有条不紊的一幕是衢州

市工程技术学校面对突发状况正在进

行的“实战”演练。为确保学生返校安

全有序，各职业院校纷纷开展了疫情防

控应急演练和返校开学报到现场推演。

3月20日，龙游县职业技术学校

门口拉起了警戒线，设置了专属通

道。穿着校服的“学生”和“家长”提着

行李，井然有序地通过校门口各个关

卡，进入校园。这是龙游职技校为复

学所做的模拟演练，几位严格按照复

学入校标准操作的“学生”和“家长”均

由学校教师扮演。

走专属通道，人与人之间间隔1

米，查看健康码，测量体温，体温异常

者转入专门的留观区域……每一个步

骤，每一个细节，教师们都反复推敲。

“学校共有2000多名学生，其中

有不少是外地的，开学防疫工作马虎

不得。”龙游职技校副校长曾国柱表

示，面对演练中出现的各种小插曲，学

校都一一记录下来，并及时提出解决

方案，接下来，学校还将继续就食堂就

餐、教室早中晚每日三检、学生体温过

高应急处理等多种情景开展模拟演

练，确保学生平安返校。

为了给学校提供标准化、安全、有

序的开学操作流程，义乌市城镇职业

技术学校诚智工作室承接了由义乌市

教育局组织的学校疫情防控指导片的

拍摄工作。指导片分开学篇、日常防

控篇、卫生清洁与消毒篇三个篇章，涉

及教职工返校、隐患排查、健康宣传、

隔离点设置、师生状况排摸等方方面

面。“我校的党员教师身兼工作人员、

演员、场务等数职，竭尽所能演绎好每

一个角色，只为拍好每一帧画面，为校

园防疫作出应有的贡献。”义乌城镇职

校校长李建新感慨道。据悉，该指导

片目前已向义乌全市学校推送，由各

校组织线上观摩学习。

让防疫知识“入脑入心”
近日，一则由杭州市人民职业学

校会展专业学生创作的防疫漫画在微

信朋友圈疯转。为了备战开学，早在2

月，学校就已制定了详细的复课方

案。但枯燥的文字学生未必感兴趣，

如何让学生乐于接受？人民职校给学

生布置了一份特殊的作业：用漫画的

形式呈现复课方案。

学生们脑洞大开，将校园吉祥物

天鹅作为漫画的主人公。廊道行进有

序，彼此间隔1米；中午教室用餐，一桌

一人一盒；早中晚三测温，报告监督牢

记……当校园防疫须知通过两只可爱

的卡通天鹅传递出来，画面顿时变得

妙趣横生。“让学生们自己创作防疫漫

画，不仅可以让他们在轻松有趣的氛

围中学习防疫知识，减轻疫情带给学

生的压力，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

防护习惯，更是对学生专业能力和担

当精神的锤炼。”人民职校党委书记楼

列娜说。

为了让防疫知识“入脑入心”，不

少学校尝试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

行宣传。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微

电影工作室专门组建了“防疫科普”制

作小组。该校学生以动画形式制作的

《防控疫情 法治同行》科普视频，还被

金华市司法局推送到省里。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为即将返校

的学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

本不一样的健康宣传手册。手册收录

了36首抗“疫”诗歌、36幅抗“疫”书法

作品，其间还穿插了有关新冠肺炎的

知识问答。已经拿到手册的教师兴奋

地表示，这是对学生最好的生命教育。

□本报通讯员 钟婷婷
林涵茜

眼下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同时也是春耕、春忙的重要时节，农时

和抗“疫”一样不等人，不少农户、养殖

户因此陷入困境。近日，宁波各成人

教育学校组织专家奔赴田间地头，带

着农户们打起这场与时间较量的“春

耕战”。

瓜菜迎来多发病季节
宁海长街成校开展“云问诊”
宁海县长街镇港中村的果农王

根强有一个家庭农场，120亩的果园

里种植着西瓜、甜瓜等水果。每年这

时候，是西瓜、甜瓜的多发病季节。

王根强说，他的果园里有三四亩的瓜

烂了，迫切希望专家能帮忙检测瓜地

的土质。

宁海长街成校有一个瓜菜栽培技

术交流微信群。针对农户遇到的问

题，来自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县农

业农村局、长街成校的种植专家专门

组织了一场“线上问诊”。

针对王根强遇到的问题，宁波市

农科院蔬菜所所长黄芸萍详细做了解

答，对个别问题还单独进行电话或视

频辅导。宁波市农科院专家李国安还

通过文字、视频等形式，针对性地发布

了各种种植技术攻略。

长街成校校长王其贤每天还定时

发布防疫知识，提醒农户做好防疫工

作。他专门制作了线上服务团队通讯

录，对群内农户提出的问题及专家的

回答进行跟踪记录。

水产养殖业面临困境
成校联动专家解燃眉之急

宁海县大佳何镇高湖塘是国家级

海水生态养殖示范区，共有1800亩

地，68个养殖户。受疫情影响，蛏子、

鱼虾的销量大幅下降。池塘里的水产

不清理掉，就没法放苗。但疫情期间

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交通封闭，经

销商无法把清塘需要的肥料、苗种送

进来。

大佳何成人学校校长储功省知

道后，视频连线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

究院教授斯烈钢，就如何解决这些难

题展开讨论。通过实地考察，斯烈钢

第一时间联系了省海洋水产养殖研

究所，协助提供虾蟹等苗种，以解燃

眉之急。

如何在抗“疫”的同时，做到稳产

保供，大佳何成校动足了脑筋。储功

省专门组建了一个线上咨询群，把市

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大学海洋学

院的种养殖专家20余人拉进群，一起

给养殖户支招。

自2月20日起，宁海县教育局组

织协调各乡镇成校的多方专业人员，

进行“线上会诊”。目前，全县18个乡

镇（街道）的相关“云问诊”微信群已经

全部上线。

草莓无人采摘
师生变身“微商”帮销售

眼下正是草莓和圣女果的采摘

时节。受疫情影响，大棚里大量成熟

的草莓和圣女果还挂在枝头上，面临

滞销。

然而慈溪市胜浦休闲农场却是

另一番景象，农场主潘再校正忙着采

摘草莓，他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多亏慈溪胜山成校校长唐建明

发动学校老师和学员帮我宣传。你

看，今天下午就有15篮草莓送往浒山

城区。”

原来，唐建明在微信上了解到农

场草莓滞销后，主动与潘再校联系，

表示要发动全校教师在线上协助他

销售。

说干就干，胜山成校的7位教师

通过微信朋友圈、学员微信群发布广

告帮助推销。“我们的学员在疫情期间

遇到困难，我们自然要帮忙。学校的

老师也很支持，还有好多老学员过来

问我要联系方式，想要下单呢！”唐建

明说。

“有了唐校长和学校老师的帮忙，

有很多人联系我们要买草莓。”潘再校

告诉笔者，“现在每天有近4000元的

销售额，如今疫情向好，我们进出方便

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做好防护工作，坚

持做到无接触配送。”

□金卫东

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速了在线教学发

展。在线教学成为传统课堂教学的一种应急

替代。从“渐进模式”到“火速上线模式”，在

线教学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信息化进

程，引发了新一轮的教育变革与创新。复课

在即，如何确保在线教学“不下线”？笔者所

在学校构建的线上教学体系为后续的线上教

学提供了方向。

其一，明确线上教学的一个核心：以促进

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整

体的设计和推进就有了方向，如何有利于学生

的学习，如何能更好地推动学生的成长，教学

就如何开展。

其二，突然发生的疫情和突然开展的线上

教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教师和学生的不适

应。因此，我们明确了两个指向：“教”能简单

快捷上手，“学”能激发学生兴趣。首先要让教

师觉得线上教学并不难，以此消除教师的畏难

情绪。在授课之前，学校多次组织相关教师培

训。同时发挥青年教师对新事物接收快的优

势，帮助年长教师学会简单操作。线上教学的

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引导学生自主开展学习。

线上教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激发学生的兴

趣，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是教师在后阶段的

突破方向。

其三，通过两条途径推进线上教学，让线

上教学能够覆盖全体学生。一是将线上直播

作为线上教学的主要方式。网络技术的迅速

发展，为线上直播教学提供了保障，直播课程能够实现师生

互动，较好地掌握学生学情。二是将学校学习资源和公共

学习资源作为自主学习的主要途径。在此之前，学校也有

一些闲置的网络课程资源，同时，网上有大量共享的课程资

源，我们尽可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提供给学生，作为补充

的学习资源。

其四，把四个结合作为整体设计线上教学的重要策略。

线上直播教学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居家学习期间，在

安排具体课程的时候，我们明确学生上午进行线上直播学

习，下午开展与专业高度相关的自主学习。上午的网络直

播授课，需要点名，需要签到，需要在线交流；下午的自主学

习，以最后的学习成果为评价指标。

学科学习和项目学习相结合。职业学校的教学很大

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以项目的形式来呈现。学校推出了

不同专业的项目学习包，如学前专业的学习包，要求学生

搜集适合幼儿园小朋友的家庭游戏。这个项目结合了学

前专业的课程特点，又与未来的职业高度结合，受到了学

生的喜爱。

专业学习和职业素养相结合。职业教育的重要特点是

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如何在开展线上教学的过程中，既

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又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笔者认为，

教师的项目课程必须与学生的专业能力相结合，同时思考

这些课程和学生职业素养之间的关联度。笔者所在学校开

发了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与职业素养高度对接，如自编幼

儿园健身操、制作小点心等，这些能力是学生未来走向职业

岗位所必备的。

课程学习与思政教学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政教育

是教育者的责任。如何与课程结合，开展无痕的思政教

育也成了学校线上教学的一个重要考量。疫情期间，结

合学生的绘画能力，会展专业举办了线上抗“疫”英雄画

像展；由学校教师谱曲、学生演唱的《这个春节很特殊》，

上了“学习强国”平台；师生合作的《幼儿园七步洗手谣》，

成了很多幼儿园小朋友的洗手防护歌曲……在这个过程

中，实现了课程与思政的无痕对接，提高了思政教育的有

效性。

（本文作者系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校长）

开学复课临近，硬核装备上线、防疫物资储备、无死角消杀……

职校如何应对这场防疫“大考”

日前，义乌市3所中职学校共推出6节职业
技能直播课，让市民看直播学技能，丰富居家生
活，这也是抗“疫”期间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探
索。据悉，目前已播出的 3节直播课平均收看
人数超 10万。图为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形象
设计专业教师在开直播课。

（本报通讯员 胡青玲 龚琴娟 摄）

宁波成校：打响田埂里的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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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进”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