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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马欣悦 王济伟 许琳 尤
佳）职业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关
键阵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
下，职业教育、职教教师教育如何发展
已成为职业教育工作者必须回答好的
问题。日前，长三角职业技术教育教
师培养培训创新联盟年会暨第四届新
时代一流职教教师培养高峰论坛在江
苏理工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
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常州，共同探讨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职教教师
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直接影
响着区域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经济竞争
力。职教教师培养培训的发展情况也
直接影响着地方职业教育发展的水
平。会上，《长三角地区职业技术教育
教师培养培训发展报告》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长三角地区职业
技术教师学历层次为本科及以上的比
例达到96.9%，16.6%的教师为研究生
学历，双师型教师比例达48.9%，教师
学历层次不断提高，双师型教师培养
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职业技术师范
学院发展定位与顶层建设有待提高、
实践教学资源较为缺乏、职后企业实
践机会欠缺、培训质量有待提升等一
系列问题。

“江苏理工学院是全国最早独立
设置的技术师范院校之一。近年来，
针对职教师资培养培训的痛点和难

点，学校积极发挥职业教育‘工作母机’
作用，先行先试构建了‘双能并重、三性
融合、四元协同’的新职师培养模式，率
先开展‘新职师’教育的实践探索。”江苏
理工学院校长戴国洪说。

本次论坛分为主旨报告和两个分
论坛，围绕“新职师、新职教、新质生产
力”的主题展开研讨。华东师范大学
终身教授石伟平主持主旨报告环节，
天津技术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孟庆
国、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江
苏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崔景贵、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匡瑛等专家先
后作主旨报告。

“职教教师应当是三性融合的双师
型教师。三性即为师范性、职业性与对
应不同学历层次所应具备的技术性、专
业性或学术性。”天津技术师范大学原党
委书记孟庆国说：“我们应该围绕新时期
工业技术发展变化与需求，制定符合现
代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的双师型职教师资
人才培养目标，将学术性、职业性、师范
性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构建与现代职业
教育相适应的双师型职教师资人才培养
模式、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

崔景贵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
下，从打造新职师教育新范式、构建新职
师教育新高地以及重塑新职师教育新生

态三重视角出发，针对当前职教教师教
育的发展之势与现实之困，以江苏理工
学院的职教教师培养的实践为例，全方
位展示了职教教师教育可能的新模式、
新方案与新架构。“下一步，我们加快职
教师资培养专业设置调整，同时创新职
教师资培养方式，制定符合现代职业教
育发展需要的‘双师型’职教师资人才培
养计划，将学术性、技术性、师范性有机
结合、融为一体，探索‘双师型’职教师资
人才培养模式，推出一批人才培养新方
案、新课程。”崔景贵表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匡瑛
在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
基础性定位转向、社会发展迈进高中阶
段与高等教育的“双普及化”阶段、产业
转型升级等带来时代之变的基础上，针
对当前职教教育硕士培养中的痛点，提
出了“按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重新
梳理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专
业方向、引入公费师范生本研一体化培
养、创新‘专硕+技师’培养模式”等职教
教育硕士培养的可能路径，为职教教师
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分论坛围绕“从新职师到新职教：新
质生产时代的职教教师教育与职业教
育”和“人工智能与职教教师培养培训方
式转变”两个主题展开讨论。来自不同
院校的专家学者对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
职师培养、职师发展、团队建设和人工智
能时代职师教育、职教教师培训等主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国百余名专家齐聚常州

探讨职业教育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本报讯（张洁莹 尤佳） 近日，第
五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暨
第七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选拔赛落下帷幕。建东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第一党支部青年教师党员张
敏经过激烈角逐，获得文科组二等
奖，实现了学校教师教学竞赛成绩的

历史性突破。
该项教学竞赛由江苏省总工会、江

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苏省委联合主办，
共有来自全省本专科高校等 68 支代表
队的180名青年教师参赛。赛事两年举
办一次，是江苏省职业技能竞赛省级一
类赛事。

近年来，建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第
一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持续推动“一融双高”，促进党建工
作与教育教学改革深度融合。通过强覆
盖、强队伍、强示范，打造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推动融合工作落地
落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专业高质量发

展。教师第一党支部还注重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青年教师党员带头更新教
育理念，致力于潜心教学、精研教法、匠
心育人，自觉更新知识结构，努力提高运
用新技术的能力，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
水平，在各级青年教师公开课和示范课
竞赛中取得可喜成绩。

建东学院教师在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奖

本报讯（尤佳 王彤 张丙昕）6月
30 日下午，在海拔 3600 多米的西
藏拉萨，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在这
里举行。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30 余名来自西藏自治区各个地区
的西藏籍毕业生奔赴拉萨参加毕
业典礼。

毕业典礼带来了校党委书记黄
志良致2024 届毕业生的最后一堂思
政课视频《“城”风破浪“建”行致
远》。黄志良对 2024 届毕业生的殷
切期望和美好祝福让在场的西藏孩
子们深受感动。优秀毕业生代表旦
增让卓深情发言，她代表全体 24 届
西藏籍毕业生感谢母校 3 年来的悉
心培养，感恩母校对于少数民族同学
的特殊关怀和关爱，让他们度过了非
常美好的大学生活，走向社会后，他

们会以实际行动传承母校城建精神，
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西藏贡献城建
学子的力量与智慧！

这 场 特 殊 的 毕 业 典 礼 上 还 为
2024 届西藏籍毕业生开展了就业促
进活动，会上各位毕业生对目前就业
存在的困境和难点进行了交流。“将
典礼送上高原，将温暖送给学生，学
校始终把学生的毕业与就业放在首
要位置。”带队赴藏的江苏城建职院
公用事业学院党总支书记孙天舒表
示，此次赴藏活动是学校推动 2024
届西藏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打通毕业
就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后续
学校将继续开展西藏地区政府、行业、
企业深入交流，深入开展访企拓岗促
就业活动，稳步推进学校少数民族同
学高质量就业。

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本报讯（毛翠娥） 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为了让小记者们过一
个有趣又有料的长假，新北区委宣
传统战部、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将联
合开展“这‘理’长江·行走的思政
课”，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切身
体验、辩证思考，打好精神底色，夯实
人生根基。

据介绍，新北区充分利用 25.8
公里长江岸线资源，把教室小课堂
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把理论与
实践结合起来，精心设计了 4 条“行
走的思政课”线路。4 条特色线路
分别是：“红色文化”线路，通过追
寻红色印记、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渡 江 精 神 ，激 发 青 少 年 的 爱 国 热
情和奋斗豪情；“绿色生态”线路，
以人、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
网络为主线，带领孩子们感悟生态
之美，践行绿色低碳引领行动；“蓝
色科普”线路，打造流动的科普课
堂，或实境观测长江水生生物，或
近距离感受常泰长江大桥的恢宏气

势，增强学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
识，进一步弘扬求实、拼搏、创新的

“大桥精神”；“金色发展”线路，带
领学生走进科研院所、走进企业，探
究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激励青年一代勇于担当、
敢于创新。

新北区委宣传统战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行走的思政课”不再以传
统的讲授为主要方式，而是涵盖主
题宣讲、知识竞赛、现场手绘、科学
拼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形式在

“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之间
搭建了一条实践之路，让思政课更富
活力、充满魅力。

“学生走出学校、走进社会，在
行走家乡的过程中笃行养德，涵养
向上生长的能量。”常州市小记者协
会将组织小记者陆续行走 4 条线路，
鼓励小记者们用眼睛去观察，用耳
朵去倾听，用笔触、照片、镜头去记
录，将“生活中的风景”变成“看得见
的成长”。

常报小记者暑期特色活动

行走新北，上好特色思政课

老师讲述了鲁班的故事
后，动手时间到了。我们尝试
用3根木棍来拼制这一经典
之作，体验那份源自古代的智
慧与乐趣。我仔细观察每一
根木棍，思考如何将这3根木
棍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
个稳定的结构。我尝试将木
棍按照不同角度和顺序拼接，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有
些泄气，但想到鲁班锁的神奇
之处，又重新振作起来。我再
次拿起木棍，开始重新审视和
思考。这次，我更加注重木棍

之间的连接方式和角度，将其
中一根木棍作为主体，其他两
根木棍作为辅助，逐渐构建起
一个稳定的框架。经过一番
努力，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拼
接方法。当最后一根木棍稳
稳地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时，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
感。眼前的这个由3根木棍
组成的鲁班锁，虽然简单，但
却充满了智慧和美感。

戚墅堰东方小学
六（2）班 刘爽
指导老师 张玲

戚墅堰东方小学常报小记者特色活动展示戚墅堰东方小学常报小记者特色活动展示

学习木工技艺 品味工匠精神
老师给每个人发了3

块大小一样的木板，第一块
木板的中间有一个“1”字形
的孔，第二块木板是在第一
块木板的基础上加了一横，
第三块木板中间是一个“7”
字的孔，老师又拿出一个成
品，只见 3 块木板严丝合
缝，就像长在一起似的。可
我拼来拼去，还是没有拼出
来。“还剩5分钟了。”我们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这时终于有一个人拼出来

了，接着又有两个人陆续做好
了。我心里默念道：“别着急，
别着急，慢慢做！”时间到了，
老师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
有拼出来，便做了示范，只见
3块木板在老师手中上下翻
动，一眨眼的功夫，它们便神
奇地拼合在了一起，我们按照
老师教的方法，最终也拼好了
鲁班锁。

戚墅堰东方小学
六（4）班 朱亦涵
指导老师 倪军

老师为我们科普了“榫卯
结构”。“榫卯结构”就是两块木
头的连接方式，一块木头一头
凸起，另一块木头一头凹陷下
去，两块木头刚好可以镶嵌在
一起，而且非常牢固。随后，老
师又给我们放了两段木匠制作

“榫卯结构”的视频。视频中，
这位木匠的手一点也不抖，刻
出来的木头非常整齐，没有任
何一处地方是凹凸不平的。更

让人佩服的是他的耐心，制作
“榫卯结构”需要很长时间，而
他却丝毫不觉得不耐烦。紧接
着，老师又为我们介绍了历史
上著名的木匠：鲁班。伞、锁、
斧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
西，都是他发明的。鲁班是著
名匠人，也是伟大的发明家。

戚墅堰东方小学
六（3）班 肖沐阳
指导老师 贾奕飞

说到榫卯，相信会有很
多人和我一样感到陌生。通
过老师的科普，我知道了榫卯
是中国古建筑、家具的主要连
接方式。它凸出来的部分叫
榫，凹进去的部分叫卯，最基
本的榫卯结构由两个构件组
成，其中一个的榫头插入另一
个的卯眼中，使两个构件连接
并固定。榫卯结构通过榫和
卯的巧妙结合，有效防止了木

件之间的扭动，比铁钉更能防
止木件扭曲或改变角度。老
师还让我们欣赏了一段利用
榫卯结构制作木件的视频，欣
赏完后，我觉得榫卯建筑结
构真是凝结着中国几千年建
筑文化的智慧，展现了中国古
代超群的建筑技艺。

戚墅堰东方小学
六（1）班 李千卉
指导老师 陆静超

我们在辅导员的带领
下，一起到花溪社区拜访
了六位老兵，听他们讲述
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围在老兵爷爷身
边，听爷爷们说他们的训
练、他们的救人事迹、他
们与战友们在雪中挖野
菜……我深切感受到了他
们军营生活的艰辛，可爷爷

们好像并不觉得辛苦，在他们
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我看到了
怀念与自豪。在爷爷们生动
的讲述中，我仿佛看到了爷爷
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的画面，感
受到了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
精神。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1）班 谷郑悠墨
指导老师 金花

聆听先辈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小记者们抛出一个又
一个问题，这些提问充满了
对那段历史的好奇与探
索。老兵们则用他们那低
沉而有力的声音，缓缓讲述
着曾经在战场上经历的烽
火岁月。小记者们听得全
神贯注，不时在本子上记录
着每一个细节，生怕错过任
何一条重要信息。

小记者们还庄重地为
老兵系上鲜艳的红领巾，那
一抹红在阳光下格外耀
眼。老兵们挺直腰板，眼中

闪烁着感动的光芒，仿佛又回
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小
手与大手交汇在一起，传递着
敬重与爱戴。小记者们拿起
画笔，用心绘画。他们用画笔
描绘出心目中老兵的形象，有
战场上英勇无畏的身姿，有坚
毅的脸庞，还有那闪耀着光芒
的军功章。每一笔、每一划都
饱含着对老兵的敬意和对他
们故事的铭记。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3）班 王梓曼
指导老师 黄姗姗

在少先队辅导员的带
领下，小记者们走进退役老
兵家中，与老兵面对面交
流，小记者们按捺不住心中
的激动，与老人围坐一起，
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故事。

“爷爷，您是何时上战
场的？”“爷爷，面对生与死
的考验，您害怕吗？”“爷爷，
在今天您有什么想对我们
说的吗？”小记者们纷纷提
问，爷爷连连点头，讲述起

自己参军的故事，他眼中闪烁
着满是骄傲自豪的神情，小记
者们认真记录。最后，爷爷勉
励同学们珍惜时光，努力学
习，坚定信念，长大为祖国立
功劳。小记者们纷纷表示，定
不忘爷爷的嘱托，传承发扬红
色精神，以行动为祖国建设发
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3）班 朱隽颉
指导老师 黄姗姗

谁是最可爱的人呢？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一起去花溪社区寻找他
们，在社区阿姨的介绍
下了解了作家魏巍创作
的《最可爱的人》。萦绕
在我心中的第一个谜团
也就揭开了，原来最可
爱的人就是穿着军装的
军人！

六位身穿迷彩服、
头戴迷彩帽的退役军人
爷爷，精神抖擞地走进
会议厅。同学们把爷爷
团团围住，一个个争先
恐后地问道：“爷爷，您
什么时候参军的？”“爷
爷，您在哪里参军的？”

“爷爷，您为什么会去当兵
啊？”……总之，此刻的我
们已经化身为“十万个为
什么”了，爷爷微笑着一一
解答我们的问题，还说了
很多在军营里的趣事，我
们听得津津有味。

听了爷爷们的故事，
我感受到：即使在和平年
代，我们仍然需要将老兵
们保家卫国的精神发扬光
大。我们要铭记先辈们的
事迹，努力争做优秀的少
先队员，为祖国建设添砖
加瓦！

戚墅堰东方小学
四（6）班 梁牧
指导老师 夏旭静

开始拼搭鲁班锁了。
我将3块木板铺在桌上，孔
与凹槽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木板自然不会告诉我。“我做
好了。”后面的同学举起十字
体一样的东西。我的眉头蹙
得更紧，它就像寥寥数句的
数学题——看着简单，做起
来难。我上手乱拼乱撞，木
板被怼来怼去，却始终无法

“和解”。我着急地询问完成
的同学，但他们也说不出个

“一二三”。一次一次重新观
察，却一次次无功而归。老
师看着我们说：“下面我来示
范一遍！”我紧盯老师的手，
一步步跟着做——先将两块
板卡到一定位置，最后一块
木板往中间一穿。这道“复
杂的数学题”迎刃而解了。
我不禁慨叹匠人的智慧。

戚墅堰东方小学
六（2）班 陈煜涵
指导老师 张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