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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上午，由教育部教
师工作司主办的“铸教师之魂·
造良匠之师”职业院校优秀教
师代表 2023年全国首场巡回宣
讲会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12 位优秀教师代表于 5
月 22 日至 6 月 1 日，分 2 组陆续
在浙江、江西、广东、四川、湖北
等地开展巡回宣讲，讲述他们
在职教战线取得的教学改革成
果、产教融合经验、帮助学生成
长成才的感人事迹。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
友群希望，此次巡回宣讲活动
能够以点带面、各省推动、校校
开花、形成气候，在全社会掀起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的时代风尚。

从本期开始，我们分两期
呈现 12 位优秀教师的事迹摘
要，以飨读者。

1984年，我从浙江机械工业学校毕业，然

后留校任教。从那时起，我成了一名职业教

育工作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传统制造厂开始

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为自动化加工厂，人才紧

缺。听说我学的是机械专业，专业能力强，很

多厂家请我去做技术指导。这一时期我积累

了大量经验。

1993年，学校发现我既懂技术，又熟悉市

场，于是委派我到校办工厂做厂长。办厂 10

多年，我始终在与职业教育关联最密切的产

业端，练就了懂管理、懂市场、懂教育的综合

素养，也让我确立了职业教育要与技术进步

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与社会服务相促

进的工作理念。

2004 年，学校已升格为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我从厂里调回学校，先后在学校实

训中心、成教培训部、继续教育学院、国家职

业技能鉴定所担任负责人。

21世纪初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各行各

业急缺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发现，在当时的

企业里有一大批入行早、学历不高的一线员

工，由于理论、技能水平不高，难以支撑企业

转型升级。为破解这一难题，学校在全省率

先与企业合作，面向企业招收具有中职学历、

中级工证书的在职员工，开展“双元制”成人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实践。

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招生政策和职业技

能评价政策的突

破，创新构建校

企协同人才培

养体系；另一方

面反复与企业

交流改革方案，

成功构建了“五

个双元”高技能人

才培养新模式。这

一模式有效解决了企业

职工岗位成才问题。2014年，

教育部把学校的做法作为职业

教育“现代学徒制”典型成果向全国推广。这

一经验后来获评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这一年，学校与工业4.0参与者德国

Festo“共建、共管、共享”国内最先进的“智能制

造”浙江省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

今年是我在职教战线工作的第 40 个年

头。从当年的中专到现在的高职，我见证了

职业教育的提档升级；从当年的校办工厂到

后来的现代学徒制，我见证了产教融合的蓬

勃兴起；从打造国内示范样板到承办世界博

览会，我见证了中外职业教育在交流互鉴中

共同发展。

我也先后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全国职

业教育先进个人”“浙江省机电集团十大突出

贡献人物”等荣誉。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王建林：

我在职教战线深耕40年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吕杰：

在钢铁上“穿针引线”

2000年8月大学毕业，我走进当时还是中

专的山西省机械工业学校，成了一名职教教师。

职校学生大多不自信，为帮他们重拾信

心，我陪他们一起跑操，一起上晚自习，保护

他们的自尊心。

曾有一个学生装病请假不上课，我没有

说破他的谎话，而是给学生送去了亲手做的

“病号饭”。我清楚地记得，当看到我把饭送

到宿舍门口时，学生流泪了。从此以后，他再

也没有旷过课。23年过去了，他现在已是太

原重型机械公司的骨干力量。

打铁必须自身硬。我要掌握先进的技

能，才能有底气。2004年，第一届全国数控技

能大赛开赛，怀孕的我不想放弃这次实战机

会，和8位老师一起备战，整个暑假我都蹲守

在炎热的厂房。虽然最终没能进入国赛，但

我觉得大有收获，并没有感到沮丧。

后来，我又连续参加了四届数控技能大

赛，两次以山西省职工组第一名的成绩走进

了全国赛场。我的学生洪天岁获得全国数控

技能大赛冠军。

17年的班主任经历，12年坚持参赛带赛，

看着一批又一批学生懵懂而来，带着一身技能

自信地走向工作岗位。毕业生中有“全国技术

能手”28人、全国冠军12人、全国五一劳动奖

获得者8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4人。

一 直 以

来，社会认可我

们的学生，家长

认 可 我 们 的 老

师。我曾接到四川家

长的电话，恳请把孩子放

到我们这里读书；我曾经遇到贵

州的家长，热切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走访。

我和团队开展教学改革，与苏州勤美达

精密机械公司连续 14 年创新“工学交替”人

才培养模式，实现“校企双主体、过程四共同、

效果五共赢”，改革成果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

我们率先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改

革，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我们率

先开展“社团传、导师帮、师傅带、大赛练”四

级培优工程，与11位国家级技能大师共同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我们曾与一家企业合作，

历经3个月的研究试验完成了等离子堆焊机

的研制，为企业获利超 5000 万元，申报专利

11项。

这些年，我们团队先后获评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

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国家级职业教育教

师教学创新团队。我个人也获评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李粉霞：

陪学生一起成长

2002 年，我回到母校读大专。学校举办

首期数控铣工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当时的数控

编程软件是MasterCAM 8.0，只有全英文版本

界面。

面对自己最大的短板，靠着记命令、背

代码、写程序，我对数控技术逐步熟悉，不断

巩固知识，3 个月后我在考试中获得第一名

的成绩。

2004年10月，全国第一届数控技能大赛

在北京举办，我代表重庆参赛并获奖。专科

毕业后，我留校担任数控实训教师。

2007年，重庆市举办职业技能大赛，我代

表学校职工组参赛获得第一名。23岁的我直

接晋升为重庆市最年轻的高级技师。

职教学生信心不足，我结合自己的成长

经历，经常勉励学生“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

服”。学生兴趣激发不够，畏难情绪也是技能

提升的拦路虎。2008年在学校支持下，我牵

头组建了以兴趣为导向的专业技能工作室。

15年来，我们工作室的学生在各类技能竞赛

中获奖 100 余项，其中国赛一等奖 3 项、二等

奖20余项。

从 2018 年起，为锻炼师生实战经验，更

为服务产教融合发展，我带领师生团队承接

了长安样车的试验零件加工。我们累计完成

超过 100 万元的横向项目，直接推动了学校

与长安汽车联合成立产业学院。

目前，产业学院已组建 3 个专业 4 个定

向培养班，定制开发了 24 门课程，在落实校

企联合培养技能人才方面走出一条成功的

道路。

重庆立可公司是高端竞技越野摩托车整

车出口企业。2021年，公司为满足国际市场

需求，开发高性能发动机，我带领师生团队承

接该项目，经过 18 个月的研发，终于完成了

任务，发动机性能达到国际同款先进发动机

水准，并确定今年7月在学校开始量产。

这些年来，我们在职业教育的大课堂中

培养学生，在产教融合的大实践中服务社

会。我们累计培养高技能人才 300 余名，60

多人进入重庆市各中职学校教书育人，68人

就职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国防核工业的生

产岗位。2010年入职核工业的李云同学，在

工作3年后就获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而我，2019 年参加中国智能制造大赛也

获得全国职工组第一名，先后被评为“重庆市

英才”“最美巴渝工匠”“全国技术能手”，我们

的工作室也由原来的兴趣小组升格为重庆市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991 年，学管道工程专业的我被分配到

企业焊工岗位，成了一名焊工。

看到施工现场焊接火花四溅，我曾吓得

两腿发软。为了练好技能，我每天早早到厂

房练习电焊。有一天，我蹲在钢板前反复练

习，不知不觉钢板烧得通红，当我撸起裤管才

发现，膝盖被烤起核桃大的水泡。师傅吓坏

了，瞪着我说：练也不能这样练啊。

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焊接技术比武——

甘肃百万职工岗位大练兵，获得了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名。2000年，我被

选为全国技能大赛选手，是唯一的女工，虽没

拿到奖，但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学习了先进的

焊接理念。2004年在全省技术比武中，我又

是唯一的女工，且取得了第一名。

2009 年，我来到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当老师。身边的人都不理解，做首席技师每

月收入上万元，为什么要去待遇不高的职校

呢？但我认为，经验要转化为理念才更有价

值，焊接技术要发展，培养人才是关键。

在学校我经常对学生讲：“焊工是钢铁的

裁缝，焊枪是针，电路是线，要学会在钢铁上

‘穿针引线’。”学生信赖我，他们原本信心不

足，上职校总觉得低人一等，但是看到老师能

向前示范，爬高上低，不怕苦累，他们也努力

钻研，刻苦实践。

这些年来，我培养的学生有“甘肃省技术标

兵”“全国技术能手”，学生还经常在不同比赛中

拔得头筹。其实，参赛、获奖不是唯一目的，但这

样的鼓舞会让他们的信心多一点、再多一点。每

当看到学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我就想：我们

老师的价值就在于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价值。

2014年8月，我的“焊接创新工作室”获评

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省内高职院校

第一个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工作室团队的共

识是：用一门技术，为企业解难题；以一腔热

血，为社会作贡献。这些年，我们工作室常常

接到电话，有来自煤气站、居民楼的，甚至还有

来自坦克旅的，有的寻求生活帮助，有的需要

技术支持，我们都乐于相助。工作室先后两次

获得“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还形成了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教科研成果、技术专

利，帮助多家单位进行技术攻关。

我个人先后获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最美教师”，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我非常自豪——为职业

教育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为

自己是职业教育队伍中的普通一员。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谭大庆：

野百合也有春天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万荣春：

留在东北小城教书

2012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来

到位于辽宁葫芦岛的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工

作。我是浙江衢州人，之所以选择远在东北

的渤海船院，最初是因为我爱人在这里工作。

虽然学校地处东北小城，但主要为装备

制造业培养人才，更有不少人参与航母、核潜

艇这些大国重器的建造。全国十大军工造船

厂的技术骨干，我校毕业生占40%。

入职之初，我不太会教书，就花费大量时

间研究教学方法，从老教师那里学习经验。

为了让学生课堂上尽量靠前坐，我琢磨出“后

排提问法”，还有“前1/3得优法”等课堂管理

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我希望，我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

更要强化人生担当。因此，我引入课程思政，

通过讲述身边人的故事激励学生。

从 985高校、重点实验室来到渤海船院，

科研条件和氛围的落差也曾让我有过失望。

那时候，学校还在望海寺老校区，设备老旧，

学生实习实训条件不足。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学校不断

发展，相继获批“国家骨干校”和省“双高”建

设项目。我作为分项目负责人，在实训基地

建设中迎难而上。实训项目与企业无缝对

接，学生技能水平明显提升，从2014年起，学

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获个人一等奖15项、团

体一等奖4项。

一个人能走快，一群人能走远。我开始

组建科研团队，2016年建立高强钢研究中心，

结束了材料系没有科研团队的历史。2019年

建成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我们还建成省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团队从无到有，发展到 16

人，学院在金属材料方面的科研和社会服务

能力由弱变强。

2020 年，在推进材料检测中心认证工作

时，我们资金不够，又发生新冠疫情，有老师

想放弃，但我没动摇，我坚信这件事能服务

于学校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我们编写

了近千页文件，历时 1年 8个月，检测中心最

终通过 CMA（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填补了葫芦岛金属材料领域第三方检测

机构的空白。

回顾10年职教生涯，我不仅在渤海船院

留了下来，还扎根于职业教育的沃土，而且我

们师生用成绩回答了很多人的不解和质疑。

我先后获得“市劳动模范”“省优秀教师”和

“全国最美教师”等荣誉，更重要的是，我获得

了思想的砥砺和精神的成长。

我 是 一 名 公 共 基 础 课 教 师 。 但 我 认

为，基础课与专业课一样重要，都在引领学

生健康成长。我教形体课，希望孩子能够

昂首而立，挺直脊梁；我教音乐课，希望孩

子自信大方，放声歌唱。我在旅游学校从

教 20 年，当了 18 年班主任，送走了 2000 多

名学生。

2016年，我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就是

到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地区去援藏。

来到山南第一高级中学，我发现孩子们

也有很大的学习压力，从早到晚，孩子们

只顾低头坐在教室里学习，忘了抬头

看看美丽的蓝天，辽阔的牧场。

我希望引导孩子们有更全面

的发展。藏区孩子能歌善舞，为

什么不发挥他们的特长，组建一

个舞蹈社团呢？听说我要组建

社团，孩子们踊跃报名，也让我

信心大增。

我将传统藏族舞蹈融入啦啦

操，设计出藏式啦啦操，组建首支啦

啦操队。牧场是我们的训练场，帐篷

是我们的舞蹈房，每当我走到孩子们身旁，

他们都会热烈鼓掌。

2018 年 7 月，我带着孩子们第一次坐高

铁，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第一次代

表雪域高原来到全国啦啦操比赛的舞台上。

全国啦啦操比赛时，学生旦增更点站在

舞台前哭了，他说：“老师，我怕，我从来没有

上过这么大的舞台。”我说，别怕，这个舞台还

没有我们的牧场大。舞台是人人的舞台，我

们都能闪闪发光。我们推送的两个节目分别

荣获全国冠军、亚军，颁奖那一刻，掌声响彻

全场。

还记得有一次，我因病回武汉休养，当我

再次回到教室，看见学生在黑板上的留言，

“老师，你去哪里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很想

您！”我久久不敢转身，怕他们看到我眼里的

泪光。

3 年援藏期满，我申请继续留在西藏

3 年。

我不断加强学生的艺术训练，义务辅导

孩子们强化艺术修养。在山南，我义务辅导

的学生中，很多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学校，旦

增更点也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他说，我以

后要做一名像您一样的老师，回到我的家

乡，帮助那些同样喜欢舞蹈的同学。

看着他，我就像看着一颗小星星，而我就

是那个点亮星星的人。这些年，我付出了很

多，也收获了很多。我先后获评“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并入选“中国好人榜”。

湖北省武汉市旅游学校马丹：

每一颗星星都期待被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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