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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外事学校是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
范校、浙江省首批名校。学校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以国际化办学为
特色，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本土文
化特征的技能人才为己任，服务宁波社会
经济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下，职业学校应积极贯彻
落实《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三年行动计划》和

《浙江省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牢牢抓住职业教育大改革、
大发展、大作为的历史最好时期，以提质培
优、增值赋能为主线，推动宁波职业教育实
现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立德树人，凝聚职教思政教
育向心力

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职业学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

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重
要思想，将思政教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技术技能
培养、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推进职业教育思
政教育模式的创新；全面落实德智体美劳“五
育”并举协同育人，突出发挥劳动教育与体育、
美育教育的育人功能，支持学生生涯全面发
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开展“学劳模、做匠才”的主题教育活动，强化
学生职业素养养成和专业技能积累，构建高水
平、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二、深化产教融合，提升服务地方经
济贡献力

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在某种程度上决
定了职业学校的专业建设水平，也决定了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职业学校应积极对接宁波“246”现代产
业集群，重点建设新兴产业等相关专业，实
施专业服务产业计划；发挥职业学校专业优
势，建立起学校、企业、行业、政府多方参与
的新型产教共同体，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
学徒制，搭建专业教学成果转化平台，努力
创建国家级专业人才培养基地；探索多元办
学体制，推动校企共同治理机制，发挥企业
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深化校企合作双主体育
人模式，充分发挥行业指导委员会和职教集
团（联盟）的作用，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地方产
业发展的贡献力。

三、推进“三教”改革，强化高素质技
能人才培养力

职业学校要积极推动基于专业（群）与学
情的“课堂革命”，加强与企业、行业人才培养
标准和教学及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适应生源
多样化特点，将“教师、教材、教法”改革推向纵
深，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与社会适
应度。完善民主、开放、高效、科学的教学评价
机制，提升教师“双师”素质；创新教材形态，推
行活页式、融媒体教材；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推进“互联网+”“智能+”教育
新形态，推动教育教学变革创新，让“三教”改
革成为助推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引擎。

四、融入全球格局，提高优质职教品
牌辐射力

加强与国际权威行业协会和教育集团交流与
合作，学习国际先进教育理念，积极对接国际技能
组织人才培养标准，不断引进国际优质教学资源
和科学的训练方法，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提升职业
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
略，借鉴德国、日本、英国等先进职教模式，加大课
程与认证体系的引进力度；以中罗（德瓦）国际艺
术学校等宁波职业教育海外办学项目，不断拓展
中外合作深度与广度；整合职业院校及地方特色
文化资源，拓展文化交流途径，加快建设一批中
国文化体验基地，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走深走实，
为全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提供“宁波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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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

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如何谱写新时代宁波职业教育新篇章？前些天，在宁波市教育局召

开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毛才盛就此提出了宁波方案，明确了“十四五”职业教育

发展的 重点任务，为全市中等职业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本报特邀多位关心职教的一线

教师和专家学者，就宁波方案各抒己见，畅想未来。

宁波职业教育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已然明确。
作为宁波市乃至浙江省的职业教育先行

者，鄞州职教中心借助全国中职示范校建设和
首批浙江省名校建设，学校在专业建设、师资
培训、人才培养、内涵建设等领域进行了深入
探索，成绩斐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职业
教育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学校也对高质量

发展提出以下思考：
一是产教深度融合，加强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发展要找到企业、学校、教师、学

生的共赢点，校企要共生，调动行业企业实质
性参与教学、提高质量，整合更多社会资本投
入职业教育。同时，职业教育应以标准化建设
为突破口，提高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师资建
设、教材使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标准化水平，
为推进产业现代化积蓄人力资源、提供智力支
持。学校还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型企业
认证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特别是各类企
业积极并全面参与职业教育，充分发挥宁波当
地企业的市场主体优势，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方式创新，有效提高职业技能需求与人才培
养供给的对接效率。

二是知行高度合一，推动校企共同育人。
发展职业教育要让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但要想培养实现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需“知行合一”。

所以，学校应实现职业教育领域“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的结合，将思政教育有机融
入课堂教学、项目开发、实习实训等各个环节。
把德育贯穿于“做中学、学中做”的职业教育全
过程，一以贯之地提升学生进德修业、创新进
取的素养和能力，把提高核心素养作为重要课
程目标。同时，以中职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注

重学生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培养；以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为目标，加强劳动教育。

三是健全专业设置动态调整及预警机制。
淘汰不符合产业发展需要、重复率较高、

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形成有衔接、有层次的
职业教育专业体系。同时，学校要充分依托示
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积极探索校
企共建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人才培养与技术创
新平台，通过优化多方协同、资源共享的体制
机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
机衔接。

四是师资培养要继续坚持以师德建设为
引领，以“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以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大力实施教学名师
培养工程、“双师”团队建设工程等一系列工
程，“培、引、聘”多途径建设教师队伍。同时，各
校应健全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建设高水平
兼职教师队伍。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建引领事业
发展，坚持立德树人，确立高质量发展为愿景，
围绕产业链、技术链、创新链、人才链，打造以
1-2个专业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专业群，为建设
宁波争当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和全国
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提供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

再出发！谱写宁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提质培优，助推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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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职教新篇章”系列评论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