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教融合项目化课改”的成果

说到这次的毕业作品设计，就
得说说学校的“产教融合项目化
课改”。随着学校成功立项浙江
省双高校，物联网专业开始谋求
高位发展，于是启动了项目化课
程改革试点。

这一课程改革设定了九大目标，
包括建设一批优质精品的项目化课
程资源、创造一种创新的项目化课程
教学模式、产生一批可展示专业能力
的学生作品、培养一批高质量有特长
的物联网学生等。如今，一个学期过
去了，课改的成果正逐步显现。

课堂上，从以教师讲授课本知识
为载体,变成以完成项目任务为载体；
把课程从以教师讲授为主,变成由教
师积极引导创造学习环境条件为主；
把课程评价从以“教师讲得好”“老师

完成教学进度”为准,变成以学生富有
兴趣、职业技能明显提高为准。

无论是教学还是项目的引入，都
离不开产教融合。学校物联网专业
与宁波蓝源物联网公司开展校企合
作，蓝源成了学生的实训基地，企业
的师傅则走进课堂，将真实的项目引
进学校，由师傅牵头，学生在做中
学。比如双方共同开发设计的人脸
识别系统，已经在学校的三幢寝室楼
开始试用。

智慧校园变得触手可及

这两年，经贸学校的师生们真实
地感受到，智慧校园已经触手可及。
比如，有物品损坏了需要报修可以登
录报修系统；同学们的选修课太多，
老师管理有难度，那就求助选修课管
理系统；疫情期间班级晨午检数据录
入太耗人力，那就设计一个班级疫情

晨午检系统……
从生活中的需求出发，从智慧校

园的需求出发，物联网专业的师生们
以此为练兵场，通过项目化课改，做出
了一个个正在接受检验的产品，培养
了学生探究、合作、开发、实践的能力，
也正培养着一个师生成长共同体。

这里还得说说学校的乐创工作
室，开办多年的乐创工作室，借助信
息技术大类比赛，指导老师们带着学
生在各类活动中拿下了一个个奖项，
比如宁波物联网应用技术与维护市
赛一等奖、市机器人设计大赛一等
奖、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职
组计算机设计程序一等奖等。今年
来，结合项目化课程改革，乐创工作
室更是将物联网专业知识显性地转
化为“产品”，既培养了学生的技能，
也促进了教师素质的提升。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徐卫卫 文/摄

报修系统、失物招领系统、选修课管理系统……

这所学校的智慧校园
都是物联网师生“智造”的

“校园里的灯坏了，或者某样东西坏了，如何保证其及时得到维修，并能实时掌握维修
进程？我们进行需求分析以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发了这个校园报修管理系统，现在已经
在智慧校园中进行使用……”

近日，在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召开了一场比较特别的毕业作品答辩会。参加答辩
的学生来自宁波经贸学校2021届物联网专业，专家组成员由研究院和学校相关负责人组
成。校园报修管理系统、智能路灯控制系统、校园安防系统、人事数据管理系统、物联网智
能家居、物联网垃圾分类系统等物联网相关设计作品由参与项目学生一一陈述。

宁波经贸学校是宁波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浙江省中职第一批名校。学校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肯奉献、会工
作、能发展、懂生活”的经贸学子。学
校围绕“大健康”“新商科”“智慧化”

“普职融通”四大专业群建设11个专
业，其中有4个浙江省示范专业，3个
浙江省名专业和2个高水平专业。
学校实施名师培养梯队工程，已孵化
了3个名专业骨干团队，5个名师工
作室以及一批学科带头人、省市教坛
新秀、教学骨干、名师和优秀班主
任。如今，学校正努力打造浙江省第
一批“高水平职业学校和高水平专
业”，在全省乃至全国职校中发挥辐
射引领作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宁波经贸学校宁波经贸学校20212021届物联网专业毕业作品答辩会届物联网专业毕业作品答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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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至2019年秋天，象山
花开俱乐部才成立一年多。几位热
心花友在一次交流种花经验的聚会
上提出，能不能发起众筹，把花种播
撒到象山的犄角旮旯，让鲜花开满象
山，让这个海滨城市美丽起来？

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随后，种什么花、种在哪里、怎么操
作……成了讨论的焦点。

经过几位热心花友的实地考察
和比较，大家一致决定种植绣球花，
地点就选择在丹东街道的紫云路。
这条路从西湖潭直通紫云庵，旁边绿
树成荫，绣球花喜阴，这样的环境正
适合它生长。

于是，俱乐部的230位花友众筹
了10多万元，开始打造“绣球路”。

他们先是请来工人，将这条1.1

公里长的紫云路两旁的垃圾、杂草、
淤泥等清理干净，然后，又购置了
3000株绣球花。俱乐部的花友和家
人们一起动手，种下了绣球花，也种
下了他们的希望。

花种下后，花开俱乐部将绣球花
的管理移交给了象山城市景区管理
置业有限公司。工人每天清晨4点
到6点除草翻土，剪去残花，并用沟
泥沃土。因为这条路上没有水源，他
们每天都会开车载着水桶去给绣球
花浇水。俱乐部的花友们有空也会
来参与日常打理，施肥修枝。

在他们的精心照拂下，2020年
6月初，这条路上的绣球花迎来了第
一次花开；今年6月，是“绣球路”的
第二次绽放。如今，它已成了象山人
的网红打卡地。

一条网红“绣球路”
诞生的前前后后

入夏以来，象山县塔山公园附近的紫云路上，每天早晨都有三三两两

的市民来到这里拍照打卡，观赏盛开的绣球花，这条“绣球路”也被当地人

称为“网红路”。可谁又知道，如今开满绣球花的道路两旁，两年前却是杂

草丛生垃圾遍地，这一切改变都来自几十位花友众筹的结果，民间参与文

明创建扮靓城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绣球路”成了网红打卡地。 受访者供图

在现场采访时，记者看到，常有
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前来赏花拍照，
他们说：“在这里既能爬山锻炼身体，
又能赏花愉悦心情，特别好。”

记者了解到，除了周边居民，象
山当地瑜伽协会的会员大清早也会
来此练瑜伽，呼吸新鲜空气，一些社
团的诗歌朗诵比赛也搬到了这里。

保洁阿姨告诉记者，以前这条路
上的行人总有人会习惯性地把垃圾
扔在道路两旁的沟壑里，自从绣球花
种上以后，道路两旁成了美丽的风
景，这一现象有了明显的改观。

采访中，记者还得知，绣球路带
来的影响正在象山民间蔓延——

一位姓叶的花友说，自从去年
“绣球路”花开以后，环境的改变让她
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做
些什么。于是，她将自己所在村里杂
草丛生的边角地带清理出来，种下了
花花草草，当时，她的举动还遭到一
些人诟病，可如今，那块美丽的花园

悄然绽放，已经成了村中一景，她的
做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丹东街道桃花源小区，居民们
也在花友的带动下，在小区的小溪边
种下了绣球花。如今，蓝色的绣球花
开放，和着潺潺流水，成了居民最喜
欢去的地方。

而在象山大徐镇、西周镇等地，
记者采访时也看到，一些花友还在乡
村租下闲置用地打造美丽庭院。

花开俱乐部负责人施文娟介绍，
今年5月，由象山县女企业家协会捐
赠的10000株百子莲在该协会会员
和花开俱乐部花友的共同努力下，已
经栽种在亚帆基地附近的海岸线
上。如今，部分百子莲已经盛开，待
到两三年后，有望形成规模效应，成
为亚帆一景。如果每一个象山人都
积极地发扬主人翁精神，力所能及地
为扮靓象山做点事，“花开象山”的梦
想将不再遥远。

记者 张晓曦

花开象山，“绣球路”带来的影响正在蔓延

230位花友众筹3000株绣球花打造“网红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