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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倩

前不久，杭州市第七届职业教

学成果奖获奖名单揭晓，共评选出

特等奖10项、一等奖25项、二等奖

31项。

“AI视域下的中职数字化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迷你赛道：

赋能智造工匠多通道成长的中职

探索”“低空经济智能电气技能型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基于

‘数据工场’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全

链式培养”……从获奖名单中可以

发现，“数字化”成为本届职教成果

奖的热词。

据统计，获奖项目中共17项与

数字化相关，其中特等奖5项，一等

奖8项，二等奖4项。与上一届获奖

成果中仅有3个数字化项目相比，

本届职教成果奖的“数字化”含量大

幅增长。对此，杭州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宋小华表示：“这5年是数

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的

5年，随着区域产业转型与迭代发

展，杭州职教紧密对接新产业、新岗

位、新技术，推动中职的专业课程、

教材、教法的数字化迭代与升级。”

近日，记者走进相关学校，探访

杭州职教勇立数字潮头，以数字化

赋能中职教育的转型之路——

主动出击，
数字经济引领全新专业建设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

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是世界

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在2022年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中，新增数字职业的数量达到新

增职业总数的61%。职业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背后是我国数字经济产业

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杭州中职学校加快专

业的更新迭代，每年新增专业超过

20个。比如，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近几年就新增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和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还有

服务低空经济的无人机操作与维护

专业；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新增

了大数据技术应用、移动应用技术与

服务、物联网技术应用等专业。

以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

学校为例，学校于2021年设立工业

机器人专业，年年招生火爆。校长

华红霞认为，这是学校对接区域产

业特色“主动出击”的成果。“我省

‘十三五’提出深入推进‘机器换人’，

‘十四五’提出打造‘未来工厂’。作

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机器人

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华红霞

说，学校所在的杭州市萧山区，当下

正经历着由传统制造到智能智造的

产业升级。为使人才培养与产业岗

位匹配，学校与当地经济技术开发

区开展战略合作，对专业建设进行

全篇布局规划和全方位教学改革。

其中，机器人专业与区域内的省级

特色小镇——机器人小镇深度合

作，形成了包括工业机器人本体装

配、产品销售、技术支持及服务、系

统工艺设计、系统安装与调试、系统

维护等贯穿工业机器人全产业链的

课程体系。

“德意海外灶的分拣系统分为

运输、检测、分拣、码垛四个工作流

程，全部由工业机器人、可编程逻辑

控制器等自动化设备完成，这些工

作流程需要用到哪些指令，如何调

试这些指令？”在德意电器智能工

厂，学生不仅参观了产品生产线，还

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在学校教师和

工厂工匠的共同指导下，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真实问题。学校还以机器

人小镇博展中心为基础模拟重现机

器人全产业流程，构建了各类职业

体悟微站，协同小镇内企业和硬科

技中心打造职业能力微站，利用这

些微站架起学生与职业间的桥梁。

通过沉浸式体会操作，学生可以对

接“未来工厂”的技术工艺，使工作

微站成为职业能力孵化站。

找准特色，
传统专业谋求数字化升级
除了新增专业，不少传统专业

也在积极对接区域特色产业，找准数

字化应用方向，进行数字化升级与转

型。在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校、科、

企共育“数智新农匠”，服务种业振兴

重大战略；在快递之乡桐庐，桐庐县

职业技术学校开发云仓课程，着力培

育“智慧大物流”人才……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中等职业

学校地处萧山南部，校园周边有不

少乡镇，生源也大多来自乡镇，这

使得该校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

专业升级道路——聚焦“泥土味、

科技范、适应性”，培养“数智村匠”。

何为“数智村匠”？毕业于萧山

三职的王炜目前在萧山区新塘街道

新丰村担任网格员，他的日常工作

或可做一个注解。村庄宣传的

PPT、视频都由他独自设计、拍摄、

制作。虽然主要负责宣传工作，但

他自称是“万金油”：“像是村里的监

控网络如果不是有什么严重的问

题，我也能维护。我们村的羽绒产

业不错，村里正在讨论如何通过数

字科技手段进行宣传，拓展销路。”

萧山区是“千万工程”源起地，

乡村率先实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迭代升级，亟需“爱农业、爱农民、

爱乡村，懂技术、懂数据、懂网络”的

高素质乡村人才。校长潘志军介

绍，在此背景下，经过2年时间的调

研设计，学校搭建起一个“政府政策

驱动+村社项目主动+职校专业带

动+企业产业推动”的村校政企四方

联动平台——“未来大地乡学院”。

该平台对接乡村治理数字专员、文化

宣传专员、数字农业技术员等岗位，

升级电子信息专业群，打破专业壁

垒，形成一套“农专结合、主辅兼修”

的课程体系。“学生可以通过通识类

课程了解乡村振兴、‘千万工程’，通

过新媒体类课程学会摄影、视频制

作，通过乡村智慧改造、乡村IP运营

等特色选修课进一步了解乡村。”潘

志军说，这套课程有效实现了育人路

径与现代乡村发展走向的适配。

解决痛点，
数字技术变革课堂实训模式
在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学生都有一个

“数智学伴”——“云实训”实训教学

系统。学校从2011年开始引入大

数据、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和可视

化技术，开发了

这套桌面式电子

技能实训信息化

教学平台，通过

桌面摄像头记录

学生的操作，采

集学生技能学习

的过程，形成技

能学习效果即时

图谱，及时反馈

操作情况，帮助

学生了解学习进

展和弱点，并提

供精准指导和改

进建议。

在去年召开

的世界数字教育

大会上，清华大

学教育研究院副

院 长 韩 锡 斌 提

出，数字化赋能

职业教育尤其要

利用数字化技术解决实训和教学难

点，构建真实工作环境。电子信息

职校这一系统能有效解决在职业技

能复杂性与课堂教学大班额的背景

下，学生技能学习过程难以得到全

面监测、技能学习效果难以得到即

时反馈、技能成长轨迹难以实现全

程留痕的三大难题。

无独有偶，杭州市交通职业高

级中学在“以数字化解决教学痛点”

上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杭州交通职高于2022年搬入

新校区，此前学校地处老城区，实

训场地不足，实训需求又很旺盛。

“于困境中求改变。”校长祁长伟告

诉记者，学校于10年前开始以数

字技术赋能汽修实训教学的探索，

目前已经构建起中职汽修“数智课

堂”模型——通过数字技术搭建了

线上汽车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引入

VR技术、裸眼3D技术，开发了“移

动智训”App实训组织工具，实现

了学习资源的数字化呈现、实体空

间的数字化改造和学习环境的数字

化构建。

记者在学校新能源汽车实训基

地看到：场地一边，学生轮流戴着

VR头盔，手指对着面前的空气一通

比画，完成“车辆空调制冷系统检

测”；另一边，学生坐在电脑前，点击

鼠标，挑选工具，完成“汽车大灯的

拆装”。原来，每一堂实操课前，教

师都会提前下发工单，学生可提前

在家登录“数智课堂”，在三维仿真

的汽车虚拟实训车间熟悉课程内容

和操作流程。而在课堂上，学生要

像这样通过仿真实训考核后，才能

动手上车练习。

这让学生的操作熟练度大大提

升。“课堂上，如果所有学生都拆装一

遍，一台大灯会被拆装16次，只要其

中某个学生在某一个步骤出错，就可

能让大灯报废，实训成本有多高可想

而知。”教师楼红艳介绍，熟练度提升

可以有效降低实训成本。

学生通过仿真实训考核后，便

以小组为单位开始实操。一名学生

站在车前操作，其余几名学生也没有

空着，他们分别负责操作大屏派发工

单、手持平板拍摄操作流程、手持平

板为各流程打分点评。每操作一步，

学生都会扫描工具上的二维码，以此

记录工具选用、流程步骤、作业时长

等数据。操作完成后，“移动智训”

App自动生成包括操作数据和过程

视频、各步骤学生评价的数据信息。

这让传统实训中实操数据无法

采集、学生自评和教师评价不够客观

等问题都迎刃而解，教学与评价变得

更为精准。教师梁华侨表示，过去凭

经验讲授技术的重难点，现在有了

“移动智训”App，从全班到个人的

数据都有，他可以关照到每个学生的

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指导。每

堂课上他还会组织学生针对数据库

中汇总的错误点进行讨论，学生学习

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同时得到提升。

“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职业学

校办学能力、推进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呼应

数字产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更要

将数字技术融入教育教学之中。”

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洪

彬彬表示，从杭州交通职高可以

窥见中职教育的未来还有更多可

能，“比如，VR和AR技术能够为

学生提供更加沉浸式和交互式的

学习体验，AI技术能够为学生提

供更多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

推荐，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引擎，也将成为促进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本报通讯员 王丽红

在近期举行的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总决赛中职组资源环境与安全赛道

（工程测量小组）争夺赛中，绍兴市中等专

业学校组织的参赛团队夺得了金牌第一

名。“今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升级为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制变化大、要求

高，但我们依然‘能打’。这得感谢我们的

带队教师陶荣。”该校参赛学生王锦宇说。

学生口中的陶荣，今年只有26岁，但他

在国内的工程测量领域已小有名气。陶荣

曾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程测量赛项

金牌3枚，带学生6次以第一

名的成绩获得该赛事的金

牌。成绩的背后，是一颗

追求卓越的匠心。

从金牌得主到金
牌教练

2013年，进入绍

兴市中等专业学校建

筑施工专业学习的陶

荣很快迷上了工程测

量这门学科，他也因此被

学校选中参加相关项目的

竞赛培训。

工程测量被称为工程项目的“眼

睛”，项目设计前需要通过它来对相关的地

理空间信息进行采集、处理，缩绘成图纸；

工程设计好后，需要通过它把设计图纸上

的建筑物等位置在地面上标定出来；建设

过程中及建设结束后，也需要通过它了解

是否出现沉降等信息。

“工程测量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实践操

作并不难学，难就难在保证精准度。所谓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测量精准度就是工

程的质量和生命。”陶荣说。

怎样提高精准度？只有在各种复杂的

地形、不同的气候条件中反复练，才能测得

精和算得准。因此，整个中职阶段，陶荣在

指导教师的带领下，把学习的主战场设在户

外，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都在苦练基

本功，练成了“火眼金睛”和“神算子”。他能

在规定半小时完成的测量任务中，测量和记

录上千个数据，快速心算出200多个数据，并

精准到小数点后的5位数。

2014年，他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职组工程测量赛项，获得了二等奖，

但他不甘心于这个成绩。在升入浙江建设

职业技术学院后，他继续把工程测量作为

自己的唯一爱好，全身心地投入。功夫不

负有心人，读大二时他如愿拿下了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二等水准”赛项的

个人金牌和团体金牌，并创下了我省在此

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毕业后，很多学校向陶荣抛来了橄榄

枝，但他选择回母校从教。

“在理论学习中，陶老师经常会给我们

设定一个具体场景或驱动性问题，比如信

号差的深山里该用什么仪器进行测量，我

们借此了解了GPS测量、全站仪测量、无人

机测量的优缺点，学会了在实际情况中如

何灵活运用。在实际操作中，他也会针对

操作的难点，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小方

法。比如，针对我们在心算中对‘小减大’

的迟钝，他自己设计了一张减法表，让我们

背诵。”学生李瀚鹏说。

因为实操经验丰富，陶荣擅长将理论

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把工程测量的专业知识

讲得有趣又好懂。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使

这门课受到学生欢迎，培养的学生更受施工

单位欢迎。绍兴地铁1号线建设期间，陶荣

的学生正在进行社会实习，承担起了不少外

围测量任务，得到地铁建设方的好评。

坚持做精一件事
2018年至今，陶荣带领学生拿下了6

块全国技能大赛的金牌，只有2019年因为

一个数据1毫米的误差与金牌失之交臂。

这次丢金牌对陶荣触动很大，他带着学生

重回赛场复盘，最后找到失误原因：比赛拉

大了两个点位间的测量距离，参赛学生眼

睛近视度数有变而不自知，导致测量点没

有对准。

“这次经历告诉我，所谓工匠精神就是

将每一个看不到的细节做到位，是倔强而

执着地坚持做精一件事情，而且永无止

境。”陶荣说。从此，他愈加重视将严谨细

致和精益求精融入教学中，潜移默化影响

学生。

地形的不规则、起伏性、复杂性是工程

测量常见难点之一。为了让学生能针对不

同的地形和区域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和技

术，陶荣尽可能把实践点设在户外。为了

能盯住学生操作上的细节，学生练习时他

紧紧跟着，在点位之间来回地跑，每天跑一

个“半程马拉松”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不同的环境条件，如气候、温度、湿度、

风力等会对测量工作造成很大困难。陶荣

琢磨出了一些办法帮助学生学会应对困

难。雨天，他给学生准备了适合雨天使用的

数据记录板；高温天，他给学生准备了发带、

冰袖以及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小毛巾等。“高

温天，人体的热气和汗水可能会让眼镜和测

量仪器的镜面变糊变湿，从而影响到测量的

精准度。发带能防止头顶的汗水流下来，毛

巾可以随时擦汗。”陶荣说。

工程测量是典型的户外工作，培养学

生能吃苦、能坚持的精神很重要，陶荣也垂

身示范。去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组工程测量赛项首次采用了师生同赛的

方式，他选择和学生同步参赛。为了避开

早高峰，他常常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出城，让

自己的测量技术在不同的测量环境中经受

高标准的考验。但高负荷的运动让他腰部

和腿部旧伤复发，以致无法正常行走。他

一边接受针灸、推拿、正骨等理疗，一边坚

持继续磨炼技能，最终以两个操作技能满

分、总分遥遥领先的成绩取得教师赛金牌。

“身体的疼痛和精神的压力，确实会让

我在某个瞬间产生退缩。但很快，我又会

告诉自己，必须为学生做好榜样。”陶荣说。

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陶荣：

用匠心书写“测量人生”

杭州：中职教育“数智”转身

图为萧山一职学生通过工作微站体验机器人操作流程

图为萧山三职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附近村庄农户改建智能大棚

图为杭州交通职高学生正通过VR技术完成虚拟实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