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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以爱为引 探索德技共进育人新模式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2020级服装专业学生的妈妈们，她们身上的礼服，是她们的孩子亲自设计、亲手裁制。

看，妈妈们款款而来，自信而美丽……”火热的6月，绿草如茵，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的操场上T台秀如火如荼，52名学
生的作品闪耀了整个舞台，妈妈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没想到有一天能穿上我女儿亲手为我设计制作的礼服，走在T
台上，好高兴孩子们能脚踏实地地忠诚于自己的专业。”

这是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妈妈的礼服”主题毕业作品展的现场。以“感恩”为主题，以“为妈妈设计一件礼服”
为毕业作品命题，把专业教育和德育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正在探索一种德技共进的育人新模式。

作为浙江省高水平建设学校，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一直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
面向实践、强化能力，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在课程改革实践中提出了“主题化”“参与式”“阶梯性”“融合型”的
建设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
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
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深深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
人类文明形态。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
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
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命脉，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
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
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如何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如何把坚持马克思主

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如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创造新时代的新文
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这一系
列问题，既是我们的时代的重要课题，也是
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中应该深
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2021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
课程教材指南》印发；2022年，有机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主题的新版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颁布，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教学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已经在中小学全学段、全学科
融入浸透，课堂教学已经全面展开。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最新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助

力新时代的新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建设，是新时代新征程教育的重要使
命。

有鉴于此，在孔子诞辰 2574 周年之
际，北京师范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拟于
2023年9月22日—23日，在北京国子监举
办第七届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论坛暨
传统文化优质课展评活动，聚焦“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现代文明”主题，邀
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教育领域的著名
学者和一线优秀教师发表演讲，交流、展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创新成果，促进
准确理解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系统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指南与新课标，探索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教学的具体途径、方法，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七届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论坛暨传统文化优质课展评活动通知

一、论坛议题
论坛主题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

华现代文明”，具体围绕如下议题进行，欢迎与
会者提供论文，字数不限：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中
的重要作用；2.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促进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和2022年版新课标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中的落实；4.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与学科教学的有机融合；5.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教育教学中的创造性转化。

二、优质课比赛
本次论坛专设传统文化优质课比赛环节，

具体要求如下：
1.参赛作品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

课程教材指南》精神，符合2022年版新课标的具
体要求，在学科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理念与内容，校本课程原则上不参赛；2.参赛作
品包括不少于30分钟的教学录像和1000字以内
的说课稿；3.录像格式：MP4；4.优秀作品将获
得表彰，获得一等奖的选手将到北京市中小学
课堂实际展示观摩。

三、论坛日程安排
论坛将于2023年9月22日—23日举行。
9月22日，优质课展示与专家点评。地点：

北京市中小学。
9月23日，专家报告与优秀教师演讲。地点：

国子监。
四、参加人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教育专家，

教育主管领导、教研员，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北京师范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2023年7月13日

主题化，即以“感恩”为主题，结合专业特点，推出系列主题
鲜明的毕业作品品牌。然后以毕业作品为目标，重构课程体系，除

“妈妈的礼服”外，学校还先后推出了“舌尖上的爱（烹饪）”“家
庭手账本（会计）”“驿动的心（学前教育）”等系列主题。学生
将对父母、对学校的感恩之心体现在毕业作品中。如烹饪专业在

“舌尖上的爱”品鉴会上，为自己的创意菜精心设计了自己的毕业
菜菜名“谢谢有你”“感恩之心”“饮水思源”“鱼跃龙门”“力争上
游”“知书达理”，既巧妙地借菜表达了思源感恩之情，又表现出一
种积极向上的蓬勃之气，思政教育的目标在爱的指引下自然达成。

参与式，指的是在这种“德技共进”育人模式下，学生不再是
被动地接受师长对知识的传授和道德的说教，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实践
中来，以专业的视角回应成长教育，体验德性的力量。学校从三个维
度构建起完整的德育参与实践体系：爱国爱校，以专业报之；爱父
母，以专业敬之；爱生活，以专业美之。爱生活，所以要深度参与各
种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健康的活动，学校为此推出了“人人爱有氧操”

“树下音乐会”“朗读者”等系列活动，让每名学生都能在主动参与德
育实践中促进德性的自我生长。

阶梯性，是指形成阶梯性的实训体系。没有扎实的专业技能
作为支持，主题活动很容易沦为表面形式。为用好自己的所学，
增强表达爱的能力，学生的专业学习也充满动力，主题毕业作品
展示活动不仅为毕业生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也以明确的阶段性目
标激励了高一高二的学生。专业课教师以目标为导向，重新分解
三年的技能目标，重构实训课程，以“感恩教育”为主题，设计

“学期—学年—毕业作品”流程，建立“进阶定级”式的技能过关
考试制度，跟进相应的课程建设，形成阶梯性的实训体系，实现
了真正的德技同修共进，这就是温岭市职业学校基于感恩主题构
建的进阶式实训课程体系。

融合型，是这一新实践课程体系的核心特征。首先是德育与技
能教育的深度融合。在这一课程体系下，德育以爱为名，引导学生自
觉强化技能，给学习的每个阶段定技能小目标，最终完成毕业作品。
如要完成“妈妈的礼服”，必须先学会服装基础款式的制版、工艺和
立体剪裁，然后运用面料知识和款式设计能力，为妈妈量身定制亲情
款礼服。让所学看得见，让所爱用技术来述说，技能和感恩教育完美
融合。

其次是课程与岗位的融合。烹饪专业在省高水平专业建设过程
中，以区域菜系为特色，结合地方名企菜品标准，推出了“岭鲜”地
方风味品牌。这一届“舌尖上的爱”系列菜品的开发与制作过程邀请
了地方名企林加一酒店的餐饮总监和行政总厨全程指导，学生从刀工
到蒸、炸、煮、煎、炒，每一道菜的制作都严格对标技能标准，同时
又在菜系的碰撞中出新出彩。情感上的反哺回报、技能上的精益求精
与创新，都在这一场产学研融合的盛宴中得到精彩表达。

再次，活动的形式也是融合型的。每场活动基本可以分为参观
（精品菜、服装作品展、美术展）、观看成长视频、作品秀（美食秀、
服装秀、文艺演出秀）、专家点评、线上投票五个环节，综合展示了
学生的协作能力、语言能力、创新能力等职业素养，生动地展现了学
生的成长历程。参观环节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每组作品具有不同
主题和特色，充分展现学生的技能水平和创造力。学生在专业成长视
频中，讲述专业学习的苦与乐、困惑与突围，是成长路上一次及时的
总结与反思。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解说，既是语言表达的训练，也是自
我肯定、自我悦纳的过程，成就感将支撑他们深爱专业，并在这条道
路上继续努力前行。

最后，是评价上的校企家融合。对于学生的毕业作品，学校不仅
邀请了专家如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中国烹饪大师王丰等进行专业
点评、邀请企业打分，还邀请家长直接参与作品评价，使学生的毕业
作品评价既有非常专业的反馈，又充满温情，立体而丰富地满足了学
生的成就感，为他们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爱的教育，本是无形无色的，因为有了和专业的结合，变得生动
丰富、深刻响亮起来。当进一步把它细化到专业学习的每个阶段时，
德技共进的路径就建立起来了。2023年，新疆内职班商贸专业毕业
的学生陈芳放弃了在浙江省就业，返回新疆成为一名驻村干部，带领
村里人一起奔向共同富裕。不少学生在家乡做起了电商直播。“是温
岭市职业技术学校教会了我们爱家乡，并且让我们有能力回报家
乡。”见到赴疆家访的教师，学生们表达了对学校的感恩之情。

（葛方弘 李京京 章丹华/文 倪镜翔/摄）

特色为笔笔
绘制“双高”建设新画卷•浙江篇

校长在“妈妈的礼服”活动上致辞

“妈妈的礼服”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毕业作品展演

专家与企业管理人员点评“舌尖上的爱”作品

“舌尖上的爱”烹饪专业毕业作品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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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夯实红色
文化有机融合的基础

红色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信念、民族精神
等与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目标、内容相融
共通，是思政教育的优质素材，能促进思政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学院科学更新思政教育
教学理念，夯实红色文化有机融合的基础，
促进思政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增强全体党员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组织开展“缅
怀革命先烈 赓续红色血脉 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主题党日活动，瞻仰龙州烈
士陵园，参观红八军军部旧址，体验“三月
三”民族文化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
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让教师重温革
命先辈光辉卓越的英雄事迹，牢固树立正确
的国家观、历史观、文化观，持续巩固深化
广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果，推
进落实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组织
教师赴龙州县、宁明县等多地开展田野调
查，深入了解桂西南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促
进教师挖掘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充实思
政教育教学内容，提高思政教育教学水平。
举办“党建+科研”学术沙龙活动，活跃学
院学术氛围，提高教师学术研究能力，调动
教师潜心科研的积极性，扎实以科研促进红
色文化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优化红色
文化有机融合的策略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学院抓实思政
理论讲授，多措并举创新思政理论教育教学
方法，科学推进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有机融
合，有效发挥红色文化的思政育人作用。

成立“桂西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习
会”，积极开展爱国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等科学研究。参加广西高校思
政理论课集群结对共建活动，围绕改革创新
主渠道教学，从拓展课堂教学内容、充分挖
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创新课堂教学方法、
优化教学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探
讨，推动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和思政课教学
成果培育。组织参与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举
办的集体备课会，助力全体教师开阔理论视
野、紧扣理论前沿、提升理论水平，汲取科
研和教学新成果，更好地使红色文化融入思
政课堂，让红色文化进教案、进课堂、进头

脑。举办“一流课程与混合式教学的理念与实践”专题讲座视频会议，加强一流
课程建设，推进混合式教学创新，尝试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思政教学模式，用

“互联网+”弘扬红色文化、助力思政育人。

拓展教育教学形式，激发红色文化有机融合的活力

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适时衔接，增强教育的力量。
红色文化是思政实践教学的鲜活教材，融入红色文化的实践教学能够提升思政教
育的感染力、吸引力、增强教学效果的针对性。为了将思政课讲深、讲透、讲
活，学院开设系列特色课程的现场教学活动，将红色文化育人课堂从传统小教室
搬到户外大教室，追寻革命足迹，感怀峥嵘岁月。让学生在“行走的思政课”沉
浸式教学中提升思政获得感。

组织学生到凭祥市开展“凝心固边·左江”特色课程现场研学，加深对边境
地区凝心守边固边的思考和体验，铭记边陲军民众志成城抵御外侮的历史，牢记
革命历史，深植爱国情感，传承爱国固边精神。组织选修“民族团结·左江”特
色课程的学生前往革命老区宁明县那练村开展现场研学，感受革命先辈不怕艰难
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追求进步的爱国情怀，引导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强化对“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的深刻理解，自觉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的建设者、维护者、促进者。组织选修“红色记忆·左江”特色课程的学生前往
龙州起义纪念馆开展现场研学，深刻体会革命前辈以鲜明的旗帜和大无畏的革命
精神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的光辉历程，鼓励学生
牢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重任，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精神，在追寻革命足迹中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做有理想、有本领、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
年。

（吴丽娜）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坚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马院姓马、
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积极推进思政课改
革创新，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革教学
方法，通过教改项目牵引、集体备课、专题
教学研讨、创新教学举措等多种形式，扎实
推进新时代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持续提升思政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