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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都用的国外进口设备，价格高、维修成本高，现在用上了先进的国产设
备，不仅成本降下来了，精度还提高了。”近日，在江苏常州某重点企业，一种高精度、高
效率的数控机床——五轴叶片加工中心，被应用于汽轮机和燃气轮叶片的生产。让人
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先进制造”，不是诞生在高新技术企业或科研院所，而在一所职
业本科院校——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的“高温合金切削”省级工程实验室里。

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

职校生成了求职市场“黑马”
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当下，职业教育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四川，职业教育大变革已经开启，并交出了
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的答卷。

“定制化”培育人才
学生还未毕业就被抢着要

五轴叶片加工中心被广泛应用于复杂零
部件的加工，在“高温合金切削”省级工程实
验室，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高级工程师袁秀
坤说：“汽轮机叶片，以前国内做得比较好的，
精度在0.1毫米，我们现在能做到0.06毫米，
而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航空要求的0.025毫
米。”该设备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国
内叶片高精度五轴联动加工领域的技术空
白，目前正在申请“四川省首台套”。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2021届机电一
体化专业学生张煜奇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便
通过招募，成为了“高温合金切削”省级工程
实验室的科研助理。大一学习基础知识，大
二开始“跟着项目走”，在校期间，张煜奇深度
参与了五轴叶片加工中心的研制。“除了学习
专业理论知识，还能实际上手解决具体问
题。”他记得在参与建设工艺参数库的时候，
团队经历了3000多次实验。

“企业提出相关的需求，我们老师、学生
就以共同学习者、研究者、合作者的身份融入
其中。”袁秀坤说，结合生产需求进行“定制
化”人才培养，符合当下新质生产力发展需
求，“我们的学生还没毕业，很多就被企业抢
着要了。”

校企一体化办学
产教融合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其实，在进入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任
教之前，袁秀坤在企业一线工作了28年。他
坦言，过去，学生不了解生产一线，教师不熟
悉行业最新应用技术，于是，“学校教的与社
会需求严重脱节”。

如何让职业教育对接市场需求，让教学
内容挂钩企业最新的理念和技术？这需要学
校和企业的“双向奔赴”。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所在的德阳，是
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近年来，学
校围绕区域产业转型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需
求，紧跟科技发展，整合各方资源，校企共建
了以4个四川省工程实验室、6个创新中心为
核心的产学研创新平台，大力开展科研与技

术服务，为区域装备制造业发展服好务。
“围绕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这

是我们与企业良性互动最好的写照。”机械工
程学院院长冯锦春说。

改革又有新尝试
四川推进职普教育全面融通

四川是职业教育大省，现有职业学校
528所，在校学生206.3万人。近年来，四川
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坚持
需求导向、服务导向和问题导向，强化政策引
领和项目驱动，构建“专业+产业”“教学+研
发”“培养+就业”“园区+联盟”产教融合发展
模式，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深度融合。

在宜宾，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宜宾
燃面学院”，挖掘燃面技艺和地方名小吃文
化；在成都，农业农村厅与崇州市人民政府签
订共建四川乡村振兴职业学院战略合作协
议，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以乡村振兴命名的全
日制高等职业学院；在广安，广安数字经济职
业学院项目已正式落地，建成后，将成为数字
经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可以看到，四川高职院校群不断扩容，四
川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版图愈加清晰。

就在近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共同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的实施方案》，推进职普教育全面融通。这
不仅是四川教育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也为全
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图据校方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在实验室进行实操。

实小网校究竟是啥？

2012年，为助力《四川省振兴民族地区
十年行动计划》，成都市实验小学网校应运而
生，被称为“全国首家全日制小学网校”。在
这里，成都实验小学教师们的课程被完整录
制，优质的教育资源被分享到四川的甘孜、阿
坝、凉山，以及青海、贵州、甘肃、广西等地。

“小学教育有特殊性，我们采用的不是直
播课授课，而是植入式教学的方法，不仅将课
程资源共享给远端，还将教学行为、教学理念
等传递给远端，希望用大量的教学活动促进
学生思维成长，全面发展。”成都市实验小学
副校长刘晓虹介绍，通过网校平台，实小教师
在前端上课后，网校平台对课程进行全程录
制，并采集授课老师的备课资料、教案、课件、
课后作业资料等同步上传，供远端学校老师
自行取用，远端教师根据当地实际学情再加
工，将知识传授给当地的学生。此外，还会定
时收集远端学校教师的疑问，组织前端学校
教师和远端学校教师的交流、答疑。

刘晓虹认为，实小网校最大的特点是真
实性、持续性和常态化——实小网校毫无保

留地将教师的资源、课程的资源进行分享，整
个过程是持续性的、无遗漏的、完全连接的。

“我们非常愿意看到远端学校能够形成自己
的‘造血机制’，能够通过网校的资源交流，根
据自身实际进行再创造，形成特有的对教育
教学的理解。“刘晓虹说，这也正是网校成立
的初衷。

网校带来的改变

实际上，网校带来的不仅是线上教育资
源的分享，此前，成都市实验小学和远端学校
也曾组织开展线下活动。

刘晓虹曾前往实小网校位于甘孜州炉霍
县的远端学校实地考察。令她印象深刻的
是，虽在大山深处，但这所学校几乎是县城中
最好的建筑。“我在学校食堂看到现场的管理
情况和制度，感觉他们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我
们学校办学理念的影响。”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她对民族地区的孩子
刮目相看。“孩子们在教室里沉浸式读书的模
样，那种投入让人触动颇深。”刘晓虹说，远端
学校也给他们带来许多启示，“之后，我们也
在做一些共享课程开发，把民族地区的课程

带到城市来。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教学相
长’的。”刘晓虹举例说，比如有一次，实小邀
请了西昌一所远端学校的教师来到实小讲
学，为孩子们详细讲解西昌具有民族特色的
图案等，解读背后的意义，得到了意想不到的
良好效果，孩子们的热情非常高。

此外，成都市实验小学还曾邀请远端学
校的部分孩子来到成都，用一周的时间和实
小网班的学生同吃同住，在这个过程中，两地
孩子的视野都得以拓宽。“你能够明显感受
到，刚来时，远端学校的孩子是有些拘谨的，
但是一周之后，两地小朋友已经好得不得
了。”刘晓虹说，希望通过这种交流，促使两地
学生共同成长，让他们的眼界更宽阔，了解更
大的世界，相互弥补认知上的不足。

从教28年的刘晓虹见证了网校从无到
有的过程，在她看来，网校的意义并不止于将
课程输送至偏远民族地区，更是作为一名教
育工作者所应承担的职责。“无论是作为教师
或者管理者，我们只能面对一小部分学生，受
益人是很少的。”刘晓虹说，基于技术支持，实
小网校能够将教学实践经验传播出去，让更
多的学生受益，这是作为教育者的使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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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有一间“网班”教室

让更多孩子看到更大的世界

▶▶在成都市实验小学内，有几间“特色”教室：教室内，从天花板上往下悬挂着数十支话筒，墙上四角
都安装了摄像头，黑板旁的多媒体设备也比普通教室多了几台。校园内，老师和孩子们将这些教室称
为“网班教室”。在这里开展的课程都会被全程录制，变成教学资源被输送至全国各地。

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校园，成都实验小学拥有丰富和先进的办学经验。通过这些“网班教室”，实
小的优质教育资源被分享给民族地区、偏远地区的教师。他们结合当地学情，再次消化，为当地的孩
子们带去全新的课程。

成都实验小学网校2012年诞生。截至2024年8月31日，植入式教学合作共有169所学校，惠及班
级1842个，教师5526人，学生921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