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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邵焕荣

“运输是物流的动脉系统。”

“运输管理就像乐队的指挥，是对

整个运输过程各个环节的合理组

织与协调。”……3月 1日下午，宁

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管理专

业教授刘智慧走进宁波市北仑职

业高级中学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物

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班的课堂，给

40 名学生上了一节运输管理课。

“这是我校与宁职院、当地企业联

合打造中高职一体化课程体系后

带来的变化。”北仑职高物流专业

教师李楠介绍，如今在该校，高职

教师进课堂早已成了一种常态，

“在高一阶段，我校区域中高职一

体化专业班每周至少有 4个课时

由宁职院教师授课”。

近年来，为满足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

求，我省各地各校积极尝试“五年

一贯制”“3+2分段培养”等多种形

式的中高职衔接，并取得了良好成

效。但在实际工作中，现行的中高

职衔接模式仍存在培养目标模糊、

教学标准不一、课程内容重复、管

理机制不畅等问题，容易导致人才

培养质量不高、效率低下。

中高职衔接，到底该如何传好

“接力棒”？去年5月，浙江启动区

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工

作。借此东风，各地各校在探索更

有效的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模

式上也蹚出了新路子。

从“分段”培养到一体化培养
以前，不少职业院校在中高职

衔接上，仅停留在各自为政、点到为

止的状态。往往在学制、升学渠道

上有衔接，专业、课程、教学、管理、

评价上的衔接却不畅通，甚至有不

少高职院校几乎不参与中职学校的

人才培养过程，“中职只管送，高职

只管收”的现象依然存在。

问题到底出在哪？省教育厅

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一语道破：中

高职衔接不紧密是传统“分段”培

养模式下的通病。在传统模式

下，前 3年办学主体为中职学校，

后 2年办学主体为高职院校。一

方面，两者常常位于不同区域，在

教学、管理、师资交流等方面都存

在着天然的“硬距离”；另一方面，

由于中高职培养目标不统一，课

程衔接体系不连贯，行业企业参

与不深，师资合作不紧密，两者在

深度衔接上也存在着较长的“软

距离”，“这也导致在实践中，中高

职衔接往往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

热’的现象”。

推进中高职衔接，必须多方融

入，让中职学校、高职院校、行业企

业都尝到甜头，实现互补共赢，“在

缩短‘软距离’的同时还要克服‘硬

距离’”。然而，这在传统“分段”培

养模式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儿。怎么办？浙江区域中高职一

体化改革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记者发现，自改革启动后，各

地各校纷纷通过新建分校区或产

业学院等形式，推动优质高等职业

教育资源下沉县域，这打破了中高

职办学上的时空限制，极大地缩短

了“硬距离”。同时，区域中高职一

体化人才培养改革也激发了企业

参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积极

性，为真正实现“从‘分段’培养到

一体化培养”的转变提供了可能。

“在教学管理中，区域中高职一体

化的中高职衔接应该有别于以往

的中高职‘分段’培养，实现中高职

的无缝衔接、平稳过渡，真正体现

一体化培养，不能有明显的分段痕

迹。”杭州市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校长彭哲敏说。

系统重构一体化课程
“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关键

看教学，教学的核心是课程。”浙江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成人教

育研究所副所长于丽娟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中高职一体化在课程设

计上缺乏差异性、连贯性、系统性

和前瞻性，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

晰，对新发展阶段需求的课程设置

也稍显不足。同时，在具体的教

法、内容难度、侧重点、实训安排等

方面也缺乏统一的标准，不仅造成

了教学资源的浪费，也损害了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为此，从2021年 6月开始，浙

江就全面开启中高职一体化课程

改革的“本土化”尝试，着力构建一

体设计、递进培养的省级标准。首

批共遴选 30个量大面广、行业岗

位技术含量较高、专业技能训练周

期较长、社会需求相对稳定、适合

中高职一体化培养的专业先行先

试，有 16 所高职院校参与改革。

目前，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的一

系列标准重建已基本完成。

基于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改革，

各试点学校也在此基础上开展了

进一步探索。“构建中高职一体化

课程体系，推动人才与岗位精准匹

配至关重要，而这离不开行业企业

的深度参与。”北仑职高校长邬磊

磊说，一年来，学校调研了40余家

港口经济特色企业，举办了全国性

港口物流、货运代理类职业能力分

析会议，并与宁职院、当地企业三

方联手完成了“集装箱运输管理与

多式联运”等3门极具区域特色的

课程标准。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则与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波慈星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了“基础—

核心—拓展—产教融合”的专业课

程，体现了中高职一体和产教融

合的思想。其中，基础课程体现

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核心

课程体现专业的核心岗位技能和

岗位实践能力；拓展课程由学生自

主选择，体现对学

生个性化的培养；

产教融合课程是

学生参与企业的

实际工作岗位，由

企业导师手把手

进行教学。

抓住一体化教师团队建设
这个“牛鼻子”

为推进中高职一体化改革，提

升中高职师资合作紧密程度，今年1

月，浙江启动中高职一体化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建设。团队由高职院校

和中职学校的教师组成，涵盖专业

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实习实训课的

校内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做好中

高职有效衔接，探索中高职一体化贯

通培养，就必须抓住一体化教师团队

建设这个“牛鼻子”。事实上，相比传

统模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

项目在一体化教师团队建设上拥有

天然的优势。“根据人才培养方案，5

年的时间内，高职教师将开展常态化

下沉教学，实际上课占比会达到

40%，这为我校做好师资衔接提供了

契机。”邬磊磊介绍，试点启动后，北

仑职高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团

队联手宁职院、当地企业组建了专业

研学共同体，通过定期开展联合教研

活动、共同开发一体化课程、共同承

担课题研究等形式，大力推进中高职

一体化教学团队建设。

而在彭哲敏看来，一体化教师

团队建设对中高职教师分别提出了

新要求：中职教师要着力提升专业

能力，以满足一体化课程授课的需

要；高职教师则要重视培养“中职思

维”，善于根据中职学生的具体学情

开展针对性教学。为此，富阳职高

正积极探索通过专兼结合的方式解

决中高职一体化课程的师资问题。

“在前3年储备期，我校计划将从现

有师资中遴选部分优秀教师，由中

高职院校共同培养、培训，再通过高

职院校考核、认定后，担任高职课程

的教学。”彭哲敏说。

□本报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严慧涛

49位教师，涵盖中小学7个学

科……3月7日，一场特殊的表彰大

会在嘉兴教育学院举行。上台领奖

的教师年龄不同、教授科目不同，唯

一相同的是，他们都热爱乡村教育

事业、业绩突出，坚守乡村教学一线

10年以上。

为打造“优学在嘉”教育品牌，

实施乡村教育扎根工程，去年10

月，嘉兴启动了首届义务教育“守望

杯”教师素养展评活动。活动以“教

育共富与乡村教师发展”为主题，面

向全市乡村义务教育全体教师。在

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下，经过层

层选拔，最终有49位教师脱颖而

出。此次表彰的对象，就是市级展

评活动中的获奖者。

“市级展评通过课堂展示与业

绩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者主

要考察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教学

实施能力及教学目标达成情况等；

后者重点考察教师的教学实绩，涵

盖教书育人、教学业绩、示范引领、

科研能力等。”承办单位嘉兴教育学

院义教处处长张建芳介绍，经过乡

村教师综合素养“大比拼”，21位教

师获得一等奖，28位教师获得二等

奖，获奖教师教授科目涉及小学语

文、数学，以及初中语文、数学、科

学、英语、社会法治等学科。

“守望的初心，从萌发到扎根，

最后凝固成执着的信念，不为别的，

只为了爱和责任。”表彰会现场，桐

乡市洲泉实验小学语文教师赵仿华

的讲述，让现场参会的代表们为之

动容。从一名乡村代课教师，成长

为高级教师、桐乡市学科教学带头

人，54岁的赵仿华在乡村学校坚守

了35年。捧着这份“沉甸甸”的认

可，即将退休的她将以微信公众号、

杂志专栏为守望的新阵地，帮助更

多学生爱上阅读、写好作文。

海宁市长安镇初级中学教师徐

金燕和许冬杰获得一等奖，“‘守望

杯’为我们乡村教师提供了展示教

学风采的舞台，乡村教师迫切需要

这样的平台”。该校校长张益锋说，

“守望杯”激发了乡村教师继续前行

的动力，获奖教师不仅收获了成长，

更坚定了扎根乡村的信心。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开展‘麦

田守望’专项研究课题申报，对获奖

教师进行量身定制式打磨，点对点

指导科研服务，提升乡村教师的科

研水平。”嘉兴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武曜云表示，首批教师素养展

评中的49位优秀教师，将作为乡

村教育“火种”来培养，最终实现以

点带面、整体提升的效果。今后，

教师素养展评将每年举行一次，参

评展示的学科范围扩展到义务教育

段所有学科。

根据嘉兴市教育“十四五”规

划，该市还将深入推进乡村教育扎

根工程，在“小而美”学校建设、教师

交流、“三名工作坊”建设、名优教师

培养、城乡共同体建设、乡村特色学

校培育、最美上学路打造等七方面

持续发力。

中高职衔接，如何传好“接力棒”？

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中高职一体化

““““““““““““““““““““““““““““““““ ””””””””””””””””””””””””””””””””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样改革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浙

守望乡村发展 培育教育“火种”
嘉兴积极为乡村教师成长搭台

3月 4日，杭州市钱塘区举行
“迎亚运倒计时200天”暨“365健康
行动”启动仪式。师生和家长代表
用健康跑喜迎亚运。
（本报通讯员 徐燕军 朱 燕 摄）

奔跑吧，少年！

浙外师生助力少年儿童校外辅导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姚祥燕 马春红）“家门

口就有少年宫，还是大学师生授课，真是太棒了！”3月4日，杭

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学点正式开课，自此小

和山、留下和西溪片区的少年儿童在家门口便能享受到优质

的教育资源。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杭州主城区少年宫“一位难求”且距

离较远，令居住在杭州小和山、留下和西溪片区的家长和少年

儿童很苦恼。于是，浙外以“共享、共培、共育”的方式，创新实

施整体联动、教研联合的“宫校合作”。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主任张云雷表示，浙外教学点的启用是社区少年宫的全新尝

试，“宫校合作”必将带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助力杭州

“青年发展型”“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2023年春季，浙外教学点将开展少儿舞蹈、拉丁舞、武

术、跆拳道、高尔夫、乒乓球、羽毛球、欢乐轮滑、艺术体操、足

球等文艺类、体育类课程教学活动，开设班级50余个，所有课

程均由浙外师生团队授课。

磐安：名师工作室帮扶学前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吕 娟）2023年浙江省李小玲名师网络

工作室与磐安县新渥实验幼儿园“教育共同富裕”结对帮扶项

目近日启动。李小玲与团队中的5位学科带头人遴选15节集

体教学课和21项“1+X”研修成果送教到磐安，以抱团研修的

方式，形成磐安县学前教育共富网的辐射样态。

为推动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发展，近年来，磐安县教育局持续开展学前教育内涵提升工

程。省级名师工作室与磐安县学前教育结对帮扶就是其中

的一个项目，旨在推动磐安县学前教育五大共同体抱团成

长，共研、共修、共奋斗，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各幼儿园均衡全

面发展。

据悉，该工作室对磐安的帮扶，主要围绕幼儿园课程建

设、一园一品建设等方面展开。截至目前，该工作室已连续5

年开展活动，到磐安县现场指导9次，线上指导21次，组织磐

安县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赴省内外研学跟岗9次，受益面达

5000人次。在该项目的支持下，磐安县去年获省幼儿园精品

课程1项、金华市幼儿园精品课程5项，助力创建省一级幼儿

园1所、省现代化幼儿园1所。

4年前，长兴县龙山街道创立“代表妈妈”人大代表
联系团，与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的新疆班结
对。3月6日，长兴职教中心新疆班高一学生和“代表妈
妈”一起赏梅踏春，感受当地文化。

（本报通讯员 吴 拯 摄）

杭州上城区
启动青少年“正脊工程”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徐晓群）双手合十、上下移动；双脚并

拢，收腹前后倒；握拳竖大拇指，向左伸展“点个赞”，再向右伸

展“点个赞”……跟随着有节奏的音乐，学生们全神贯注、整齐

划一地做着操。这是日前杭州市上城区青少年“正脊工程”行

动启动仪式上的一幕。在台上展演正脊操的，是杭州市东城

第二实验学校的学生。

上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项海刚介绍，上城区在2021

年时就修订了《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将脊柱健康检

查纳入中小学生体检项目。2022年，上城区完成了12万余名

中小学生的脊柱健康检查，报告显示脊柱异常学生人数近

2900人，占比2.44%，“脊柱健康发育对人的一生意义重大，重

视青少年脊柱健康，就是呵护祖国未来栋梁的健康”。

前不久，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中，提到“为300万名

义务教育段学生开展正脊筛查”，为义务教育段学生进行脊柱

健康筛查被列入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上城区也将青少年“正

脊工程”行动列入区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上城区教育局与区

卫健局展开协作，依托杭州市中医院等专家团队，准备以学生

健康体检、脊柱健康科普筛查专项活动等方式，为全区义务教

育段学生开展脊柱健康筛查。对于筛查中发现的弯曲异常人

群，按其病变程度分类指导，提供个性化的矫正建议，并引导

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后续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