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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高度凝练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顺应了我国社会发展进步
的时代潮流，彰显了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本色，内涵丰富、意蕴深刻，是
一面永不褪色、永放光芒的精神旗
帜。多年来，河南省驻马店实验小学
秉承“幸福教育”理念，高举雷锋精
神的光辉旗帜，深入挖掘雷锋精神与
时代契合的德育资源，以学习雷锋精
神为主线，用文化滋养人、用活动成
就人、用评价鞭策人，三管齐下，引
领师生向阳生长，共筑幸福家园，跑
出了高质量教育“加速度”。学校先后
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中国少
年儿童平安行动示范学校、全国文明
校园、河南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集
体、河南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
先进集体、河南省中小学校党建带队
建工作示范校、驻马店市首届雷锋学
校等一系列荣誉。

幸福在文化浸润中滋养

凡 树 有 根 ， 方 能 生 发 ； 凡 水 有
源，方能奔涌。幸福不仅是一种愉
悦、快乐的情绪，从根源上看更是一
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所以，想要为学
生的幸福人生奠基，首先要让学生明
白“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正是对“什么
是幸福”的诠释，引雷锋精神入校园
就是对学生的价值引领。

校园无禁地，处处皆教育。走进
驻马店实验小学，处处都能感受到浓
郁的雷锋元素。校门南侧，一尊铜质
雷锋塑像在绿叶红花的映衬下特别引
人注目。雷锋矫健的身姿时刻欢迎着
走进这座校园的人们！在塑像旁边，
历届国家领导人为雷锋同志的题词环
绕左右，无声讲述着雷锋精神的时代
内涵。

橱窗和宣传栏是学校文化建设的
重要载体，是宣传和学习雷锋精神的
重要阵地。徜徉在“雷锋文化”主题
长廊里，流连在“像雷锋那样生活”
宣传版面前，师生们无时无刻不在感
受着这些立体、无声的文化符号传递
着的精神力量，引导着他们见贤思齐。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
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去。”“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
量的。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
教学楼内的走廊内、教室里也都处处
悬挂、张贴着 《雷锋日记》 的经典语
句，让雷锋精神渗透在校园的每一个
角落。

价值引领的核心是文化引领。为
了让雷锋精神真正化作学生成长的养
料，学校不仅通过精心设计让雷锋精
神融入环境，日复一日出现在师生眼
前，还注重通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印刻在他们心底。

驻马店实验小学围绕学习雷锋精
神，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开展“向雷锋
叔叔学习，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弘
扬雷锋精神，做新时代好少年”“国旗
下成长，与雷锋同行”“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雷锋传人”等主题教育。特
别是在每年的 3 月，驻马店实验小学
的班会、“少先队活动课”也都会聚焦
雷锋——“接过雷锋叔叔的枪”“学习
雷锋，我们在行动”“雷锋日记诵读
会”⋯⋯在温暖的春天里，雷锋在学
生的口中、笔下、心头，陪学生一起
成长。学校还特别以“新时代为什么
有必要提倡雷锋精神”为议题组织了
辩论赛。真理越辩越明，在唇枪舌剑
你来我往间，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以

“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
神、进取的锐气”为核心的雷锋精神
永不过时，新时代更需要传承践行雷
锋精神。“我要成为像雷锋叔叔那样的
人！”辩论赛后，很多学生在日记本上
一笔一画地郑重写下这句话。

幸福在助人为乐中滋生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幸福需要文
化的滋养，更需要活动的浇灌。从进入
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到进入乡村帮扶落后
学校，从举办“爱心义卖节”到积攒

“爱心储蓄罐”，学校深入挖掘活动育人
资源，引导学生争做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的传承者、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实
践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创造者，让雷
锋精神在校园蔚然成风、更加火热。

驻马店实验小学把深化志愿服务
作为弘扬雷锋精神的重要抓手，健全
活动机制，制定 《教师志愿服务制
度》 和 《教师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坚持开展“周五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使志愿服务走向规范化、制度
化、经常化。教师定期走进市残疾幼
儿园，与孩子温情互动；走进社区义
务清扫街道、疏导交通。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在教师志愿者的引领下，
学校少先队员的志愿服务也如火如荼
地开展起来。队员们定期走进驿城区
儿童福利院开展多样帮扶，鼓励孩子
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走
进社区和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驻马店实验小学作为汇聚全市优
势教育的龙头小学，还大力推进和加
强与农村薄弱学校的共建工作。体音
美教师走进上蔡黄埠镇小王营村小学
等，携手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雷锋
志愿行，艺彩润童心”帮扶活动；语
数骨干教师走进确山县八一爱民小学
等学校，乡村教师们相聚实小名师课
堂，感受课堂简约之美。在帮扶经济
欠发达地区学校的工作中，驻马店实
验小学发现很多村小的孩子无钱购买
课外读物。为了让这些孩子也能平
等、自由地享受读书的乐趣，学校发
起了“捐书助梦”活动，号召全校师
生积极捐献图书。迄今，“捐书助梦”
活动已持续了五年，为很多乡村儿童
铺就了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书路”。
学校还陆续开展“爱心义卖节”活
动，为困难群众筹集义卖款数十万
元；开展“爱心储蓄罐”活动，全校
师生攒下每日的零花钱，为身患重病
的孩子能够得到治疗尽微薄之力⋯⋯
随着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向善向
上的精神逐渐在校园落地生根，带给
全校师生感动和幸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推动各类学

雷锋活动持续开展，引领师生在知行
合一中收获更多幸福，让雷锋精神在
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校长常
东亮说。

幸福在你追我赶中滋长

雷锋以服务人民为最大幸福，以
帮助他人为最大快乐，这是雷锋精神
的典型标志。为了让师生充分体会

“雷锋式幸福”，学校不仅创造条件带
领大家走近雷锋、学习雷锋，还牢牢
抓住“评价”这个牛鼻子，树立榜
样，引领学生在你追我赶中化作追

“锋”少年，幸福成长。
评选雷锋少年。驻马店实验小学

建立学雷锋长效机制，明确“小雷锋
一日行为标准”，每周依据“讲奉献、
讲担当，比文明、比守纪，赛爱心、
赛成绩”对学生进行量化评选，优胜
少年发放“雷锋少年卡”。每学期末获

得雷锋卡最多的学生，将被推选为
“雷锋少年”获得表彰。在学雷锋长效

机制的激励下，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在校园随处都可遇见“身边的活
雷锋”，学生看见水龙头滴水，会主动
上前把它拧紧；看见地上有纸屑，会
主动弯腰把它捡起；看到同学遇到困
难，会主动伸手帮一把⋯⋯雷锋精神
已经融入师生的血脉，成为本能。

评选雷锋班级。为了将更多人融
入到学雷锋活动中，学校还注重发挥
集体评价的作用，制定了切实可行的

《雷锋班级评选标准》。每个学期末，
各年级评选两个“雷锋班级”。班级中
的“小雷锋”事迹将在校园橱窗、校
报展出。“雷锋班级”的定期评选，
赋予学雷锋活动以新的吸引力，学雷
锋高潮不再是“三月来，四月走”，
推动全校形成了班班有雷锋、处处有
雷锋、时时有雷锋的可喜局面。趁着
周六、周日“雷锋班级”的“小雷
锋”们到黄淮学院图书馆帮忙整理书
籍，到森林公园清理垃圾、宣传环保
知识⋯⋯你追我赶地用实际行动，诠
释新时期小雷锋的风采。

“雏鹰雷锋班”的邢艺凡同学在
日 记里写道：“大 家 都 在 争 做 小 雷
锋 ， 地 上 的 垃 圾 我 还 没 有 来 得 及
捡，就有同学飞奔过去把它扔进了垃
圾桶；同学忘了带文具，我还没来得
及打开书包，就有人给他递上了铅笔
和橡皮⋯⋯已经好几天，我都没能获
得一件做好事的机会。妈妈看穿了我
的心思，告诉我只要心里装着雷锋精
神，就永远都是小雷锋⋯⋯”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
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
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粮
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
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当年雷锋
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句话，也是今日河
南省驻马店实验小学师生的座右铭，一
次次回响在他们耳边、心底，每一次叩
问都给予他们无穷的精神滋养和激励，
鼓励他们沿着雷锋走过的道路继续前
行，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常东亮 薛红 赵大燕）

追“锋”少年

学生参加学雷锋活动学生参加学雷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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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高职高职VRVR专业群企业项目课堂创新实践专业群企业项目课堂创新实践
聚焦机制运作，构建企业

主导的企业项目课堂运行机制

（一） 建立“双院长”制度，校企
联动共建企业项目课堂

为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学校实施二
级学院“双院长”制。学校董事长由泰
豪集团董事会主席黄代放直接担任，将
泰豪集团资源无缝对接到学校。以共建
产业学院、研究院为纽带，紧密校企合
作，实施“双院长”制管理。企业方任
产业学院院长负责调度企业资源导入教
学、安排企业项目课堂等，执行院长由
学校安排主抓人才培养。在“双院长”
机制下，通过企业主导专业建设方向和
社会服务，学校主导专业建设与育人，
创新协同育人机制，大大降低校企沟通
成本。双方共同支撑企业项目课堂的运
行，逐渐形成校企资源、机制、队伍、
过程、文化的空间聚集。

（二） 全面实施小学期制，企业项
目与教学内容相融合

从大二开始，将一学年分为春夏秋
冬 4 个小学期：大二学生秋小学期 （9
月—10 月） 与春小学期 （2 月—4 月）
学习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冬小学期

（11 月—次年 1 月） 与夏小学期 （5 月—
6 月） 进入企业项目课堂学习和实践，
并以课堂中的项目情况作为对学生实训
考核的主要依据。

（三） 推进项目课堂负责制，项目
成果与学习质量双把控

由企业老师或“双师型”教师担任

企业项目课堂第一负责人，对项目成果
和学生学习质量双重把控。以企业遵循
岗位育才为原则，在课堂中设置岗位模
式，以岗位技术为教学内容，实现了专
业群与产业链对接、教学过程与企业生
产过程对接、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的“三对接”。近 3 年，企业一线工程
师有 30 余名进入企业项目课堂承担教
学工作，完成了 50 多个企业项目。

聚焦实践平台，建设五类
型企业项目课堂

为解决学生职业技能与产业岗位要
求脱节、学生岗位胜任力缺乏等问题，
学校聚焦实践平台，创造性提出建设工
作室课堂、研发课堂、培训课堂、“双
创”课堂、岗位学徒课堂等 5 个类型的
企业项目课堂。五类型企业项目课堂的
建成，为校企双嵌的实施创造了物理空
间和聚集要素，在实践中呈现出生产
性、产品性、岗位性、教育性 4 个典型
特征。

（一） 工作室课堂
企业教师或学校教师组建工作室，

师生双向组织研发团队，通过引入企业
项目，将课堂理论与项目实操相结合，
将学习方向转移到一个具体的产品制作
上，并以此开展项目实践。

7 年来，校企师生已组建 11 个不同
专业方向工作室，先后有 600 余名学生
参与工作室课堂实践，完成了 28 项 VR
相关项目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星
火工作室作品 《垃圾分 类 VR 科 普 应
用》《VR 极速狂飙》 参展世界VR 大会。
工作室课堂的开展已成为师生创新实
践、教学科研、技能提高的重要基地。

（二） 研发课堂
以在校内设立的合作企业为切入

点，让学生直接进入企业的工作岗位进
行跟岗研发体验。先后有 500 余名学生
从大二开始，通过遴选加入校内 VR 研
究院、爱艺米、笛卡传媒等企业参加产
品研发实践。

（三） 培训课堂
以学校或企业承担的校内外培训为

基点，组织 VR 专业群优秀学生成立助

教团队，让学生担任助教，辅助教师开
展培训工作。学生在培训实践的过程中
实现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梳理与
强化。近 3 年，学校先后组织了 18 期培
训，共有数百名学生参加。

（四）“双创”课堂
“双创”课堂是依托建在学校的国

家众创空间和大学科技园开展企业项目
的创新培训和策划、赛事实战演练的孵
化平台，以孵化为重点，助推项目对接
与落地。自2019年起，已孵化江西火石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小怪兽科技有
限公司等十余家学生创业的 VR 相关企
业。学生创业作品 《VR 奇遇之旅》 获
第七届江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职教赛道铜奖。

（五） 岗位学徒课堂
通过选拔前期参与过企业项目课堂

的优秀学生，以企业项目岗位为切入
点，让学生直接进入工作岗位，以师带
徒的方式开展项目实践。为促进学有所
长和实践能力提升，学校专门设置了服
务学生能力提升的岗位学徒课堂，学生
通过企业导师的指导，独立完成企业项
目任务，形成师带徒式的育训体系。

聚焦实践质量，建立质量
保证的链式结构

（一） 对接产业，修订人培方案与
课程标准

精准对接 VR 产业发展需求和企业
项目课堂特点，修订 VR 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将企业标准融入课程标准，共计
修订了“虚拟现实引擎开发”等 16 门
课程标准。

围绕 VR 岗位群，增设企业项目课
堂模块。项目课堂管理实施项目负责
制，在项目的选取上强调与专业理论模
块相关联。制度化确定谁牵头项目谁负
责的原则，企业负责学生的招募考核、
技术指导、职业精神培养、安全管理
等，直至项目结束。学院负责按实施方
案进行学生跟踪管理和过程监控。

（二） 面向岗位，强化四个阶段能
力要求

面向 VR 行业岗位 （群） 的典型工

作任务或项目，通过生手、熟手、操
手、能手的四个阶段能力培养，引入企
业实际项目，实施“培、练、创、产、
展、评、荐”七步流程，高效提高学生
岗位胜任力。

（三） 校企互认，构建四维度企业
项目课堂评价体系

产业学院鼓励师生参与企业项目课
堂，对参加并完成项目课堂中生产性项
目的学生，可免考项目课堂中相关实践
课程，直接认定学分。参与重大项目表
现优秀的，另给予激励学分。在企业项
目课堂中带领学生参与科研的成果，可
纳入教师年底科研积分考核，对在企业
项目课堂中指导学生参与重大生产性项
目并完成的指导教师给予奖励，在职称
评定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项目课
堂产生的成果 （专利、软著、利润） 根
据相关管理办法所获奖励由项目负责人
和学生按 1∶1 的比例分配。

通过校企互认，形成了以学分互
通、评教积分、工时转化、成果激励为
核心的项目课堂四维度评价体系。

聚焦师资建设，打造讲做
创“三师型”团队

学校根据 VR 专业群特点，提出了
教师“能讲课、能做产品、能创作策
划”的“三师型”要求，着力打造“三
师型”团队。

（一） 师资融通
搭建校企师资融通交流平台，通过

“集团调配”“岗位互置”等措施，从企
业调入或行业企业引进符合教师岗位要
求的工程师列入学校专任教师编制，为
企业项目课堂的运行提供了可靠的师资
队伍保障。

（二） 交叉任职
产业学院所有聘任人员均由产业单

位统一安排使用，专业教师工位统一安
排到产业单位，确保教师人人参与企业
项目。近 3 年来教师参与完成了“小蓝
经济开发区 VR 产业链可视化”等多个
VR 商业项目。

（三） 大赛引领
学校出台政策文件，鼓励全体教师

积极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江西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取
得丰硕成果。VR 专业群教师团队获评
江西省第二批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创业优
秀人才团队，十余名教师获得全国技术
能手、江西省技术能手等国家及省市级
荣誉称号。

通过以上措施，大大提高了教师产
品制作、创意策划能力。80%以上专业
教师达到“三师型”素质。

聚焦产教互嵌，搭建企业
主导的项目课堂保障生态

学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产教融合工作
推进管理办法》《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
院产业学院建设与管理办法》 等多项规
章制度，逐步建立了产教双嵌制度体
系 。 校 企 双 方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内部体制和机制“你我不分，你
我一家”。企业嵌入学校、专业嵌入企
业，形成“上课在学校、上班在企业”
的良性格局，共同铸牢产教双嵌岗位成
才生态保障体系。

企业通过实体嵌入、人员嵌入、工
作室嵌入、文化嵌入等方式嵌入学校，
与学校共建了虚拟现实产业学院、泰豪
VR 研究院、实时交互虚拟现实技术研
究中心、虚拟现实实景数据研究中心、
VR 应用研发中心，形成了“两院三中
心”格局；学校通过设立企业教师流动
站、实施岗位学徒制教学改革、承接企
业项目等途径，将学校嵌入企业，先后
有 532 名学生参加岗位学徒培养，承担
企业委托项目 59 个，为企业创造经济
效益过亿元。

根据 3 年来 VR 专业群毕业生就业
调查报告，参与企业项目课堂的毕业
生，不仅在就业率、专业对口率等方面
远高于未参加企业项目课堂的毕业生，
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也更容易获得晋
升与加薪。企业项目课堂的成功实施，
使学校在校企融合、产教双嵌的道路上
探索出了一条长效发展，企、校、师、
生四方共赢的模式与路径。

（戴波 石卉 关朋朋）

2018 年 10 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与江西省政府部门签
订 《关于共同推进南昌虚拟现
实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全力支持江西发展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简称“VR”）
产业。随后，江西省政府部门
出台 《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
发展的若干措施》 政策文件，
支 持 打 造 南 昌 世 界 级 VR 中
心。2019 年 《江西省虚拟现
实产业发展规划 （2019—2023
年）》 发布，正式提出构建全
球 VR 产业中心，打造 VR 产
业“江西高地”的建设目标。
2020 年，国家也将虚拟现实
工程技术列为新职业。自此，
快速发展的 VR 产业对 VR 人
才培养提出了迫切要求。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充
分发挥大型企业集团办学校企
一体化的天然优势，提前布
局，于2015年在江西省率先开
展了VR人才培养。为提高VR
人才培养质量，学校提出了以
企业项目为学习载体，以岗位
成才为目标，学生通过参与承
担实际产品制作或研发项目，
完成课程计划中模块化知识技
能学习，实现能力与岗位匹配
的企业项目课堂解决思路。将
企业项目的生产性意义和课堂
的教学意义融为一体，成为企
业项目课堂的内涵特质。围绕
实践教学还原生产过程，立足
岗位成才这个核心，以“五聚
焦”为抓手，通过派学生跟企
业师傅做项目、教师承接公司
项目带学生研制产品等方式，
让学生在企业项目课堂实战中
提升职业技能，学生培养质量
明显提升。通过产教双嵌、建
立企业项目课堂平台，为高职
VR 专业群实践教学实现真实
工作场景育人找到结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