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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指导教师培养
创业教育的指导教师们要不断提升

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素质，定期参加培训。

学院每年安排十多名创业指导教师赴江

苏省大学生就业创业中心、无锡公共实训

基地参加领航者创业培训等，培养了一支

专兼职结合、校内外互补的创业教学队

伍。目前，学院拥有校内创业咨询师1名、
职业指导师6名、SYB创业指导老师10名、
领航者创业指导师14名；另拥有校外兼职
创业咨询师3名、SYB创业指导老师5名。

加强创业教育培训
自2008年起，学院共有1000多名学

生参加了SYB创业培训，600名学生参
加了领航者创业培训。2015年麦可思调
查显示：学院2015届毕业生学习过“创
业基础类”课程的比例为35%，学习过
“创业指导类”课程的人数比例为33%，
学院还先后组织学生参加了江苏省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华新”杯江苏

省第二届大学生就（创） 业知识竞赛、

“12580求职通”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创
新创意创业大赛，承办了江阴市首届

“江阴潮”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等。学

校的周洋同学荣获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十佳规划之星”称号。在2013
年、2014年无锡市大学生创业能力大赛
中，学院艺天设计公司项目、完美科技

项目分别获得一等奖、特等奖。

加强实践活动体验
学院每年举办“大学生创业节”，

开辟创业一条街，让学生开设自己的商

铺，体会当老板的苦与乐。“大学生项

目设计大赛”是“创业节”中的重头

戏，参赛学生提供详细的创业方案，校

内外创业导师全程指导，近期秦娟同学

的“利用自身家庭优势进行家教服务”

和许广东同学的“团体化轮滑培训”项

目，成为了江阴市“可推荐创业项目”。

同时，学院还加强与市有关职能部门的

合作。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

江阴天安数码城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省

级孵化器）设立了大学生创业园，该创

业园也成为了学院大学生创业的孵化基

地。目前，学院两个大学生创业团

队———泰浩工作室及家育星项目团队成

功入园。

加强创业政策扶持
学院在为地方培养、输送高素质的

“现代班组长”型人才的同时，也得到了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如在创业教育中，

市有关职能部门不仅通过大量的创业培

训、创业竞赛等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还

给学生提供了切实的创业政策扶持。创业

的学生不仅在开业时有工商优惠和行政

规费减免，还可享受税收优惠、小额担保

贷款、社保补贴、一次性开业补贴、租金补

贴、水电费补贴等。

在授课指导、实践体验以及政策扶

持相互结合的立体教育中，江阴职业技

术学院的创业热潮此起彼伏。“双十一”

期间，学院的创业者协会联手校园微市

平台，打造了学院首届“双十一”现场

交易会，又一批“小老板”即将诞生！

（方雪梅）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多措并举培养企业“小老板”
当前， 创新创业已然成为时代主

流。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秉持“以创业带
动就业”的理念，积极探索创业教育的
有效举措，逐步构建了授课指导、实践
体验以及政策保障相结合的创业教育
体系。 相关调查显示： 学院学生毕业
3-5年有67%成为“班组长”以上的现
代企业基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还
有5%左右成功创业，如07级旅游管理
班的周雷， 毕业两年创办了江阴华企
立方有限公司，2013年又成立了江阴
格律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再比如10
级市场营销班的张培， 毕业后即创立
了江阴小画家美术培训中心， 目前拥
有7家分中心。 因此，学院被亲切地称
为培养“小老板”的摇篮。

领导重视、 校企合作为职教创
新发展搭建舞台

泰兴中等专业学校系国家重点中等

职业学校，是江苏省四星级中等职业学

校。学校涵盖中职、五年制高职、成人

专本科教育等多个层次，现有在籍学生

5000余人。开设有机械工程■化工经
贸、电子信息工程■建筑工程4个系25
个专业。其中有江苏省中职品牌专业3
个，江苏省中职特色专业3个，还建有
省级数控紧缺型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和国

家工业民用建筑专业实训基地、江苏省

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3个。
近年来，学校以“国家示范校建

设”和“江苏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

校”建设为契机，牢固坚持“联合企

业，服务学生，服务社会”的办学宗

旨，依托规模、质量、特色等优势，

积极开展集团办学、引企入校、实习

基地建设、订单培养、工学结合等多

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搭建了广阔的合

作平台。学校出台了《江苏省泰兴中

等专业学校校企合作管理制度》 《毕

业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 《校外实训

基地管理制度》等制度，与20多家骨
干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使校企合作

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利用基地、 强化实习为提高
学生职业素养铺路架桥

为使校企合作稳定健康发展，学

校率先成立了校企实习指导委员会，

把它作为一把手工程狠抓落实，指导

校企合作开展。各系部组建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建立培养一支高效率的

带队指导教师队伍。教务处设立专门

的管理机构，学工处设立专门的校企

合作协调机构，促进了校企合作的深

度发展。

近年来，学校还积极推进学校、企

业“两地”和专业教师、企业指导师

“两师”双主体育人模式的建设，把教

学内容与企业生产对接，把实践性较强

的项目放到职业现场完成。从2006年
起，学校与多家企业广泛合作，每年都

为学生提供400～600个实习岗位，实现
了学生与职业的“零距离接触”，受到

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订单培养、 企业冠名为利校利
企利生注入能量
“订单培养”是以人才共建为纽带

的“一对一”的合作模式，企业通过选

择学校，确定委培人数和规格，满足了

企业对用工的实际需求。学校先后与新

浦化学（泰兴）、江苏泰隆集团、江苏

波瑞集团等多家企业开展订单培养，每

个系部都设立企业冠名班，企业安排专

业人员来校讲学，学校组织班级到企业

参观见习。企业冠名、订单培养为企业

培养了“用得上、留得住、可发展”的

实用性技能型人才。

近年来，学校通过共建校外实习基

地，实现了资源共建共享，形成了“双

师互进，双新互培”办学的机制，每年

寒暑假学校都要有计划地安排专业教师

到实习基地企业实行顶岗实践，提高自

身专业实践水平和操作能力。在此基础

上，学校的创新发展还得到了市教育主

管部门的高度重视，2011年成立了泰州
市建筑职业教育集团，2012年又联合泰
兴市其他兄弟职业学校和骨干企业加

盟，成立了三大职业教育集团。集团成

员间在设备师资、技术信息、实训基

地、技术开发、产学研合作和毕业生就

业等多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教育

事业的创新发展，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和社会发展服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目前，泰兴中等专业学校正朝着建

成具有江苏特色、跻身国内一流、接轨

国际水准的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的目

标迈进！ （刘 胜 潘晓群）

校企深度融合 利校利企利生
———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创新发展纪实

职业教育到底应如何发展创新？ 如
何在未来的五年中为建成小康社会培养
愈来愈多的技能型人才？ 都是全国职业
教育界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 坚持“泰
州一流、 省内前茅、 国内有名、 群众满
意” 办学目标， 一直是江苏省泰兴中等
专业学校始终不渝的发展方向。 近年
来， 学校紧抓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机
遇， 进一步加快校企合作、 服务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步伐， 实现了“校企合作，
共建共赢” 的办学目标。 学校先后荣膺
国家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校、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江苏省职
业教育先进单位、 省职业教育德育特色
学校、 省和谐校园、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走出了一
条特色创新之路。

特色
立足历史传统

“千载荔湾，钟灵毓秀”，是人们

对广州市荔湾区这片承传了岭南古韵土

地的高度概括。

荔湾，崇文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

早在清代，西关就是广州私塾和书院最

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古老的文澜书院筹

建于1810年，康有为在广州宣传维新变
法就是从这里开始；时敏堂、坤维女子中

学堂等都见证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

程。此外，著名的广雅书院（广雅中学前

身）、县立南海中学（广州市南海中学前

身），至今还在续写着传统教育的辉煌。

荔湾，中西教育融通的典范。至少从

梁朝禅宗始祖达摩登岸弘法开始，中外

思想、文化、教育就在此融通。1872年，中
国向西方输送首批公派留学生，其中就

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从这里出发。同

年，美国那夏里女士创办了真光中学。

1888年，美国长老会在沙基金利埠开设
格致学院，即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前

身。1911年，美国碧卢夫人创办了岭南首
所幼儿园———慈爱保育传习所，开创了

岭南学前教育的先河。

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荔湾众多的

老校、名校，塑造了真光、协和、培

英、培正等系列教育品牌。据统计，在

荔湾办学历史超过100年的学校就有13
所。昔日的西关书院、学堂以其厚重的

历史积淀，已然发展成为今日国内外知

名的现代化学校。

特色
基于现实思考

促进教育公平，保证人民群众平等

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是荔湾追求

特色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

目前，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荔湾

教育同样面临着区域教育资源分布不

均、学校发展水平有参差、素质教育推

进程度不一等一系列挑战。因此，荔湾

区立足于“西关文化”，把特色发展作

为区域战略目标，面向所有学校和全体

学生，用特色发展的理念引领荔湾教育

的未来，用特色发展的策略破解教育均

衡发展的难题。

特色
坚持内涵发展

荔湾区实施特色发展战略最早始于

2006年启动的“三品”工程 （品牌学
校、品牌学科、品牌教师），突出文化

是学校办学灵魂的宗旨，引导学校探寻

教育科学发展之根。随着“三品”工程

不断推进，全区进一步深化“三教”结

合工作，学校体育、艺术、科技特色建

设初见成效。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

体，从挖掘特色项目、开发特色课程到

建设特色学校，从部分学校推广到全区

域“一校一品牌”，荔湾教育在积淀中

步入发展快车道。

顶层设计。荔湾区政府部门始终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把实施特色发展战略

作为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深入实施

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荔湾区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校校有
特色，生生有特长，学校在特色建设中

高水平、优质、均衡发展”这一特色发

展战略目标。荔湾区每年投入不少于

1000万元特色建设专项经费，全力保障
特色学校建设。

文化引领。文化是学校办学的灵
魂，特色发展让文化在教育中落地、生

根、成长，特色发展让学校展现出独特

的光芒。一是更名复名，提炼特色。通

过对全区16所学校进行更名和复名，盘
活历史文化资源为培养学生所用，将独

特历史文化提炼成学校办学特色。二是

书香校园，营造氛围。引领学校建设充

满诗意、充满魅力的校园文化，让一花

一木传情，让一碑一石育人，让文化成

为育人的主导力量。三是专项冠名，锻

造品牌。对学校某项具有鲜明特色和优

良传统的教育教学活动，予以专项冠

名。冠名学校利用已有的教育教学资

源，负责全区范围内该专项教育教学活

动的组织和开展。

“三教” 结合。 以体育、艺术和科
技创新活动为抓手，切实发挥学校体

育、艺术、科技教育等在推进素质教育

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创新载体。先后成

立“詹天佑少年科学院”、“何香凝少

年艺术学院”、“奥林匹克少年体育学

院”，按照“一体两翼多点”的组织架

构，以“三学院”为平台，用“体教结

合”、“艺教结合”、“科教结合”来推

动区域特色发展。二是构建体系。以荔

湾区域文化为基础，打造中小幼相互衔

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互配合、学

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融通的体育、艺

术、科技“三结合”教育体系。三是实

施“2+1+1”。即实施“体育、艺术、
科技2+1+1项目”，让每个中小学生在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能够掌握“两项体育

运动技能、一项艺术特长和一项科技技

能”。同时，培养学生3-4项体育、艺
术、科技兴趣，学会欣赏3-4项体育、
艺术、科技活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

教科研推动。坚持以教科研引领特
色建设，为学校特色发展助力。以教育

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重点，充分发

挥全区9所教师小课题示范基地和7所小
课题实验基地的引领作用，有效地将日

常教学、教育科研与特色发展结合在一

起。开展“研耕工作坊”。首创教研员直接

到校蹲点指导，通过“扶弱促优、分类指

导”的模式，推动薄弱学校和优势学校共

同发展，促进区域发展与特色发展。

专家指导。2013年，荔湾区政府部
门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签订协议，共

同建设“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荔湾实践

基地”。依托中国教科院这一“国家教

育智库”，为全区特色建设、师资培训、

教育国际化建设等六个方面提供高水

平、高起点的智力支持。同时，以荔湾

特色建设为主题，以“荔湾教育大讲

堂”为载体，邀请中外知名教育专家，

从不同角度启发校长、教师拓宽专业视

野、提升综合素质。

课程开发。荔湾区中小学根植于地
域、学校历史文化，各校充分利用校内

外课程资源，组织编写了《荔湾风情》

《玩味荔湾》 《周游荔湾》 等多种地方

教材。各学校充分依托本校文化和教育

资源，开发各具特色的校本教材。目前

全区已有17所中小学被评为广州市义务
教育阶段特色学校，他们的特色课程如

“玉文化”、“贤德教育”、“有为教育”

等均受到好评。

特色
铸就区域品牌

随着西关教育区域特色的深入推

进，荔湾区整体教育实力得到大幅度提

升，品牌内涵得以不断彰显。

品牌学校初具规模。经过多年的努
力，荔湾区学校“一校一品牌”的格局

初步形成。“好学校”已然成为学生、

老师、家长走向幸福的起点。

耀华小学地处西关三百年玉石制作

历史的玉器街中心位置，通过挖掘地域

人文特征，精心提炼“以玉立德、锐意磨

砺、精雕细琢、玉耀光华”的玉石精神激

励师生，形成“玉”文化教育特色。

三元坊小学依托荔湾粤曲、粤剧文

化传统，通过专项冠名的系列活动，打造

了学校艺术品牌。学校先后被评为广东

省民乐教育示范学校、中国特色教育示

范基地等，并入选国家教育部门首批全

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广州一中根据校史，挖掘“勤诚勇

毅”校训，提炼“院士·星光”计划，

通过特色课程建设，努力实现“科学与

人文并重、做人与成才并重、智商与情

商并重、知识与能力并重”的学生发展

生态教育环境，培养“阳光、睿智、博

雅、强健”一中人。

花地中学的小班教学、沙面小学的

协同教育、西关实验小学的融合教育、

龙溪小学的龙舟文化、南■小学的足球

特色、林凤娥小学的篮球特色等，特色

鲜明，个性突出，具有独特性、整体

性、稳定性的特征。

品牌教师不断涌现。荔湾区积极培
养一支具有与特色建设相吻合的教学理

念、与特色课程实施相适应的教学能

力、与特色课程开发相匹配知识结构的

特色师资队伍。目前，全区有省市名校

长、名教师、名班主任、特级教师工作

室主持人10人；市卓越校长（园长） 培
养对象40人、卓越主任培养对象18人；
新一轮省、市“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

对象教育专家、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对

象130人；荔湾区优秀后备人才库培养对
象290人。荔湾教育部门还制定了优秀校
长和骨干教师海外培训计划。

特色品牌硕果累累。近几年，荔湾
区高考成绩稳居广州前列，特别是2010
年以来连续六年高考总上线率位于全省

前列，连续四年均保持在99%以上。全
区已连续三届获得国家教育部门“中小

学艺术展演优秀组织奖”。在第八届至第

十九届的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中，

荔湾区的粤剧小红豆共获23个金奖。近
一年来，荔湾区青少年在市级以上科技

竞赛中取得各级比赛一等奖的：全国242
个、省86个、市416个。全区连续八届荣
获全国“游泳之乡”的称号，连续五年

荣获省“体育突出贡献奖”，喜获广州市

城运会总分“七连冠”。2013年10月，荔
湾区成为首批全国学校体育教学改革试

验区。

学校的特色发展促进了教育品牌集

群的形成，提升了区域教育的整体水

平。2012年，荔湾区被评为“广东省推
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2013年，被评
为“广州市基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试

验区”； 2014年，成为“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区”，顺利通过广州市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暨规范化幼儿园

督导验收。

荔湾教育在“文化引领教育发展”

的道路上创新实践，每一所学校都在努

力形成自己的特色铸就自己的品牌。随

着特色教育的深入推进，荔湾教育事业

呈现出“一校一品牌，一师一成长，一

生一特长，一个都不少”的全面、均衡、

优质发展局面。

特色铸就“西关教育” 品牌
———广州市荔湾区区域教育特色发展综述

广州市荔湾区地处城西， 旧称西关， 历史悠久， 人文鼎盛， 教育源远流
长。

荔湾教育人坚持以人为本，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引领， 以区域特色推
进荔湾教育高水平、 优质均衡发展， 实现了全区“一校一品牌”。 荔湾区域
特色发展是“个性化办学模式” 的创建过程， 是特色文化的积淀、 生成过
程。 这种长期的文化实践成为学校的精神品格， 成就学校品牌， 进而实现区
域特色， 铸就教育品牌。

2015年11月9日， 江阴市领导调研大学生
创业园，与泰浩工作室负责人朱天成亲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