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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感到寂寞时，你会出
租你的友情吗？”4月9日，甬江
职高兼职心理教师李雅为宁波
市第十五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全
体学生进行了一场有关青少年
人际交往的心理讲座，反响热
烈。

李老师告诉记者，春季往
往是各种心理疾病高发的时
期，为了帮助学生解开心结、疏
导情绪，甬江职高携手西门街
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辖区
内的中小学生提供讲座、心理
咨询、故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心
理教育活动。目前，该活动已
入选海曙区公益创投项目。

据悉，甬江职高有一支专
门致力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志愿团队：“心”服务志愿团
队。由该校专职心理咨询老师
和持有浙江省心理健康资格证
的兼职心理老师组成，成员有
百余人。

十多年来，志愿者们利用
专业优势，为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在西门街道
居家养老中心成立了“阳光心
理工作室”，为社区居民提供线
上线下心理咨询服务。学校与
海曙区检察院合作，成立“王英
未检工作室”，为社区内的未成
年人提供热线咨询、专家面询、
课堂教育服务，推动青少年法
制教育。 吴彦 俞冬娜

与中职“联姻”
让非遗焕新生

已培养稀缺型
特色人才上千人

经过非遗进校园、进教室、进教材的
实践和探索，几年来，我市中职学校培养
了一大批的稀缺型特色专业人才。

胡亮亮是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泥金
彩漆专业班”的第一届学生，对泥金彩漆
由衷热爱的他，毕业时就被国家级非遗传
人黄才良相中，成为新一代传承人，几年
后他也带起了徒弟。2015年，黄才良和胡
亮亮师徒的泥金彩漆红妆系列获中国(浙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金奖。

中职校园里，像胡亮亮一样的学生越
来越多，学生们在工作室不断地修心炼技，
渐渐获得了专业认同感和职业归属感。

“在大力传承和发展宁波非遗项目的
过程中，我们将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与专业
技能教学有机融合，将弘扬‘工匠精神’厚
植匠心文化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积极开
展特色专业建设与选修课程建设，把非遗
项目纳入课程体系，编制地方特色教材，
从而实现学生技术技能积累和传统技艺
传承的同步提升。”市职成教教研室一位
负责人表示，目前已有4大类18项地方特
色技艺进入我市中职学校，多个特色技艺
拿下全国大奖。下一步，要推进优秀传统
文化国际传播，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文化。 吴彦

近日，“2018 年浙江省中
等职业学校职业能力大赛（学
生技术技能类）汽车运用与维
修、汽车营销”比赛落幕，鄞州
职高的蔡梦超、葛思伟同学，西
藏学生杨硕分别获得汽车机电
维修、车身修复（喷漆）、车身修
复（钣金）三个一等奖。他们将
和学校另外两位推荐选手代表
宁波参加全国技能大赛。目
前，鄞州职高在全国技能大赛
中已收获30枚金牌，其中9个
是全国第一名。

杨剑 摄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更好地传承保
护文化遗产,树立文化自信,成为许多代表、委
员关注的话题。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
传承和发展非遗文化？近年来，宁波尝试将
非遗融入中职教育，充分利用中职学校的优
势平台，将非遗与工艺产业对接，助力文化产
业发展，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近年来，我市
中职学校已走出一大批的稀缺型特色人才，
非遗教育让学生不断增加文化自信、传承工
匠精神。

心理健康教育课
开进社区

赛场拼技能

学生非遗工艺作品惊艳亮相

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教学现场会在宁海县第一职业
中学召开：宁波市中职学校“非遗之光”中华优秀文化艺
术传承专业教育教学现场会。会议聚焦如何发挥中职教
育优势，让优秀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融”为一体。

现场，一批出自我市中职学生之手的技艺精湛的非
遗工艺美术作品惊艳亮相，令在场嘉宾们啧啧称奇。有
甬江职高的朱金漆木雕、宁波建设工程学校的竹根雕、北
仑职高的漆画、镇海职教中心的景泰蓝工艺画、余姚五职
的陶艺、慈溪职高的发绣以及宁海一职高的泥金彩漆和
清刀木雕等。“我们学生手艺了得，相信非遗的传承会进
入一个新层面。”一位与会代表连连赞叹。

宁波市教育局张建国副局长表示，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着丰厚的民族精神和道德理念，是我们在新时代进行
青少年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养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青少年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
等方面的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传统文化教育
要实现小学到高中的全面覆盖，要重点开发传统文化教
材，构建教材体系。”他说。

非遗技艺中职校园里焕新生

如何让非遗更好地传承下去？我市的中职学校进行
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为非遗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以民族工艺泥金彩漆专业为
平台，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打造校本课程、提供多元
展示平台等方式，探索非遗的“活态传承模式”。学校还
大胆地将泥金彩漆与数控、模具、家具等行业技艺相结
合，衍生出全新的、多元化的文化创意产品，为小微文创
企业服务，为地方经济服务。

2015年，宁波甬江职高与宁波朱金漆木雕文化有
限公司合作，成立了朱金漆木雕大师工作室，设立了非
遗陈列室、展示厅、实训工作室，并聘请宁波朱金漆木雕
的传承人陈盖洪先生为客座教授。同时，学校招募了宁
波状元楼宁波菜非遗传承人陈继波先生等一批大师引
领传承非遗，开设非遗选修课，吸引学生更好地接触非
遗文化。学校还向广大市民开办公益“非遗课堂”，推动
非遗走进现代生活，。

“非遗工匠们‘一生只做一件事’，这种对极致的追
求难能可贵，这恰恰也正是非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
富。”甬江职高副校长许瑾表示。

如今，非遗技艺宁波中职校园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鄞州职教中心自编鄞州非遗唱词，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
广大中职生能熟记众多的非遗项目，并与鄞州非遗馆合
作，组织骨木镶嵌、舞龙、金银彩绣等非遗社团活动；宁
波建设工程学校将竹根雕纳入课程，与县内竹根雕大师
共同开发教材，在省课改教材征集中获奖并由浙江教育
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古林职高、鄞州职高、余姚职成教
中心等学校建立了非遗项目工作室，企业能工巧匠定期
来校授课……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
推向世界

古林职高学生在宁波金银彩绣博物
馆学习刺绣。 顾乔娜 摄

宁海一职高学生制作的十里红妆
泥金彩漆系列：双龙长桶、合盒、果盒。

王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