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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职业教育才是最好的？如何实现
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无缝对接？这一直是我们
职业学校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道路上奋
力探索的重要工作。宁波市教育局召开的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指引我们中职学校要
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循环的长效机制。接
下来，我就谈谈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一、落实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构
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内循环

推进“三教”改革是树立中国特色职业教
育质量品牌、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关键抓
手、有效突破口。我认为，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
根本落实者是教师，培养出更多“双师型”教
师，对推进职业教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我认为，要以提升教师“双师”素质为先导，
以强化教材科学性先进性标准性为基础，以改
进教学方法为重点，系统推进职业教育“三教”
改革，推动职业学校课堂革命。

如促进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和教师企业实践基地，打造技能大师工作
室，构建“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鼓励教师团
队对接职业标准和工作过程，探索分工协作的
模块化教学组织方式。同时也可以建立国家、
省、校三级教学能力比赛机制，促进教学方式
方法改革。政府层面积极主动沟通，放宽教师
编制准入机制，引进企业技能大师在校任职，
提升整体教师技能水平。从而形成从企业技能
大师带徒，学校名师大师引领，带领青年教师

专业技能教学综合发展，形成内循环。

二、聚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长效
机制，构建服务社会经济的外循环

产教融合发展至今，如何推进产教融合校企
协同育人机制的关键点就是要找到企业、学校、
教师、学生的共赢点。我校计划以下四个做法：

1. 积极主动争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支
持，通过减税、补贴的形式，激发企业校企合作
积极性。

2. 校企共建与规划学校专业课程，促进人
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深化产教融合和
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3.建立教师、学生下企业实践学分制，列入
教师职称评审、学生毕业文凭的重要指标项，
提升教师和学生下企业实践的积极性。

4.校企共建“产-学-研”中心，提供企业项
目孵化基地的同时，增加学生参与项目，下企
业实践的机会，建立优秀学生毕业后 3 年自愿
返聘机制，形成学校人才培养供给企业、企业
反哺学校的外循环长效机制。

我校一直在积极探索产教深度融合的合
作模式，根据我县产业发展格局及与之匹配的
我校三大专业群，学校相继成立了“宁海县现
代模具产业教育联盟”“宁海县现代旅游产业
教育联盟”和“宁海县电子商务产业教育联
盟”。这三个联盟的成立为我校三大专业群的
深度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不仅打破了以学校为主体人才培养界

限，突破了校企合作的局限，还建立起学校与
政府、行业、企业、研究机构“五位一体”共同育
人的“教育伙伴关系”。

积极探索“校-企-校”模式办学模式，即由
学校、企业、高校三方协同，推进“三个一体”，
即“校企一体”优势互补、“学做一体”招生即招
徒、“双师一体”传承技艺。

规划建设产教融合区，选择合适的专业建
立校企合作，引进当地的企业入校，加大产教
融合深度合作力度，共同开发实习课程，开展
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企
业发展无缝对接。

jinbaopinlun2012@126.com
投稿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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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三力”推进职业教育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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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职教新篇章”系列评论③

近期，宁波市教育局召开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推进会，对谋划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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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进方向。

在新时代背景下，作为全国教育先进集
体，全国文明校园，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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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学习落实会议精神，
精准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提升定力、活力
与实力，力争进入高水平学校行列，占领人才

培养的制胜高点。

一、坚持立德树人，推进党组织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守教育发展定力

立德树人，是育人的首要任务。学校将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三
全育人，建设适合师生幸福成长的人文环境，
实现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学校进步和谐一致；
实施“鹅掌楸”校园文化品牌战略，有机融合优
秀的传统文化、独特的地域文化、先进的企业
文化，形成独具风格的校园文化。推进理想信
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注重思政教育，建设名
班主任工作室，建设绿色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开发劳动教育活动课程体系，开发创新创业教
育实践课程，以“七彩社团”建设为平台强化体
艺美教育体验与实践。

二、对接产业企业需求，实施融合
化产教协同育人，提升职业教育的活力

谋划做好“十四五”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
任务就是要校企深入合作，让校企共赢、共生。
这是中职学校力争突破的重点、难点，也是保
持职教生命力的关键点。

学校将按照“凸显优势特色、集聚优势资
源、专业群对接区域重点产业与产业链的岗位
群”的思路规划专业布局，聚焦智能制造和现
代交通、5G 信息化建设三大产业，深度融入产
业链，建立校企联盟体，建设集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大师工作室、名师工
作室，提升合作实效；开展教研互促，打造跨专
业师生技术服务团队，提升专业建设技术附加
值；校企共建共享，打造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构建实践反哺教学机制，将合作实践项
目转化为教学案例，在技术研发中提升师生创
新力。

三、落实“三教改革”，提升教师专
业素养，强化职业教育的实力

职业学校要提升教学质量，势必要有效推
进“三教改革”。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的做法
是：开发三类课程体系，一是开发“六有职业素
养活动课程体系”，实践“精品化”德育，培育专
业化的劳动教育师资团队，培育工匠精神。二
是开发结构化模块课程体系，融合专业教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学为一体，实施分层分类
教学，打造有效课堂。开展“1+X”证书试点，对
接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优化学生技能评
价激励制度，建立学生专业技能成长档案。三
是开发专创融合的创业创新课程体系，与高
校、企业组建职教STEAM联盟，建成“鹅掌楸”
创新教育基地，打造 STEAM+职教新样本，提
升学生创新素养。

学校实施以“目标导向+专业引领+协同发
展+平台搭建”为策略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与
企业合作共建教师创新实践基地、建学习共同
体，共同开发新型主题式、活页式、工作手册式
教材，集群式推进教师成长。

提质培优 构建产教融合双循环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