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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量身培育高技能人才

去年5月，一张德国技术员点赞3名中国学生的照片刷爆了浙江工商职院
师生的朋友圈。

从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毕业不足一年，3名学生被派往德国参加在职培训，他
们准确而快速地完成西门子电机装配线项目的后期生产装配调试，技惊四座。

原来，这几位获“硬核”点赞的学生，大三时已是订单班的学员，是校企试点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亲历者、受益者。

2016年起，浙江工商职院与宁波均普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下简称“均普
自动化”）以订单班的方式开展校企合作，从应用电子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专
业选拔大三学生，学校派出高水平实训指导教师、企业投入专项资金，以企业用
人需求与岗位资格标准为导向进行定点特殊培养，对于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
符合招聘要求的学生直接安排就业。截至目前，55位学员中，有近半数留在企
业并成为技术骨干。

除了与均普自动化共办订单班，浙江工商职院还先后与卓力电器集团、宁
波伊士通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以“工学结
合、知行合一”的方式为企业量身育才10余个班级，练就学生技能的同时，也大
大缩短了企业对骨干人才的培养周期。

不仅如此，依托宁波机器人协会和宁波工业设计学会，协同多家服务机器
人公司形成了“四个结合”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践应用电子专业与
工业设计专业融合教学。

实施现代学徒制培养、探索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该校相关专业群建设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相关专业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
奖1项、二等奖3项，教师主持的项目获得省、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两个专业
融合教学还培养出一个被中央电视台报道的专利班。

服务行业，开展核心技术研究与应用

如何变由低端制造向高端“智造”，是宁波家电产业多年来年一直面临却未
能成功破解的发展命题。

作为高职科研机构，成立于2010年的浙江工商职院智能家电研发中心，近
年来一直致力于服务于地方家电产业群，开展智能家电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该中心确立了“应用一代、研制一代、储存一代”的目标，先后与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大学、宁波华宝海之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高校、企业协
同培育打造了多个研发平台，加快推进视觉感知与交互技术在家电中的应用，
增强宁波家电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最终拉动宁波家电产业的整体发展。

据介绍，中心为宁波华宝海之创扫地机器人进行开发，通过造型设计改良，
提升用户体验，增加了产品价值，截至2018年，该产品累计产值达1亿元。

在送餐、迎宾机器人交互界面改进设计项目中，中心运用眼动追踪方法和
用户体验脑电测量技术，发现了机器人界面信息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了
设计方案。截至2018年，送餐机器人累计产值超过4500万元，迎宾机器人产
值超过3000万元。

经过近20年的培育和建设，这个建在高职院校内的研发中心现为宁波市
智能家电重点实验室。

服务地方，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保障

事实上，从2004年起，浙江工商职院就开始深入地方产业聚集区办学的探
索实践，其中，依托宁海产学研基地形成的“总部—基地”县校办学合作模式，还
被评价为“中国高职教育的‘宁海模式’”。

2016年10月，为解决慈溪市小家电产业转型升级中高技能人才匮乏的问题，另
一个由该校与慈溪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产业学院——慈溪学院正式揭牌成立。

作为“县校合作”办学模式的再实践、再深化，慈溪学院对接余慈地区经济
发展和社会需求，以“中高职一体化教育、产学研融合”为平台，推动着慈溪职业
教育发展，为慈溪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据了解，运行三年来，慈溪学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实训实验场所改造投入
达1083万，办学成效日益凸显。学院先后与宁波卓力电器、方太集团等几十家
区域内企业开办订单班、技术咨询等方面的合作，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人
才储备与支撑。

“宁波市入选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等
战略部署对高校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谈及未来，浙江工商职院校长周志春坦言，学校将主动作为，为助推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吴彦 姚敏明

在“互联网+”与“中国制造2025”的时代背景下，家电行业朝网络信息化、功
能集成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已成必然，宁波提出的“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智能家电”便是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之一。

近年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主动对接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以产学研合作教育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多元共融、协同并举的产教融合机制，建好建
强智能家电研发中心，为智能家电产业发展赋能。

语文课学阳明诗词
美术课“静悟画意”
鄞州一小学将阳明文化引入学校教育

舞蹈《吾心光明》、小品《阳明小讲堂》、诗朗诵《少年中国
说》……4日上午，在鄞州区江东外国语小学大礼堂，孩子们自
编自演，呈现了一场以“阳明文化”为主题的舞台演出。在朗诵
阳明故事《知行合一》时，学生彭贝和向全校同学发出了直击心
灵的拷问：“没有人不认为孝顺是美德，但孝敬父母，你做到了
吗？”

一台演出，仅仅是让孩子们了解和感知阳明文化的一种形
式。本学期起，该校将阳明文化正式引入学校教育。通过建构

“知行合一”课程体系，开展“致良知”系列活动，创建“阳明文
化”校园环境，搭建“我心光明”评价体系，挖掘学生潜藏的道理
良知，让学生做到即知即行，知行合一。

致良知，知行合一，是明代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宁波市王
阳明文化研究促进会主席陈利权说：“当下，学生中以自我为中
心、校园欺凌事件频发等问题突出，而小学阶段又是培养行为
习惯的重要阶段，因此，我们迫切呼唤小学教育回归良知，以求
知行合一。”

他介绍，目前，我市关于“阳明文化与大学教育”的研究比
较普遍，但在小学阶段进行阳明文化实践研究的并不多见。鄞
州区江东外国语小学此举可谓走在了宁波前列。

据悉，该校将阳明文化渗透到学科课程中。王阳明的诗
词、文章、故事，不仅能在语文、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得到体现，
甚至在数学、科学等学科中也能找到足迹。

同时，倡导学习的“静悟”。老师们会引导学生静下心，通
过咀嚼、品读、感悟，尝试与作者心灵对话。例如，美术课上“静
悟画意”、语文课上“潜思静写”等。

为了让阳明文化更接地气，学校通过开设“格物致知”为主
题的“一日+”自主题课程，举办阳明经典诵读比赛等形式，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虽然，阳明文化进校园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经过三个多月
的熏陶，老师们发现，学生对“知行合一”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
正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今年暑假，503班班主任骆轶便开始思考如何将阳明文化
内涵应用于班级管理和文化建设中。“小先生进课堂”主题活动
应运而生。这是一个专门宣讲王阳明生平故事的学生讲师
团。全班37个同学人人参与，推选出24个讲师，7个助教。同
学们利用午谈课时间，挨个进班级宣讲阳明故事，弘扬阳明文
化。

为了表演朗诵节目《立志做圣贤》，学生叶泰乐花了近3周
时间“啃读”。通过频繁的诵读，叶泰乐不但知其然，更知其所
以然。“我想，一旦有了目标，应该马上有行动才是。比如，这几
天我一放学便帮父母做家务，这是我心里一直想做的事。”

“自律是阳明先生一生践行的原则，我们不妨从垃圾分类
这件小事做起，像阳明先生那样拥有自律的人生。”学生励茹妍
说。

接下去，学校还将根据学生的年龄、能力、特长，开展多层
性的学习效果评价，增添学习趣味。“我们把阳明文化引入学
校教育，促进学生知行合一，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感受教育的幸
福。”该校校长张瑶华说。

吴彦 周萍萍 文/摄

1

2

3

学生们在朗读王阳明家训。

高等教育服务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