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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8 日，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

计局共同宣布，“碳排放

管理员”等18个新增职业

正 式 列 入 国 家 职 业 序

列。2022 年 6 月 14 日，人

社部再公示18个新职业，

“碳汇计量评估师”“综合

能源服务员”在碳达峰、

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要求

下涌现的又一批绿色新

职 业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ESG”概念的火爆。

ESG是指环境（Envi-

ronmental）、社 会（Social）

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

三大因素，是评估企业在

可持续发展方面表现的

一种标准。尽管 ESG 对

我国而言尚属一个新概

念，但随着全球减碳目标

的临近和政策压力的增

大，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

的 ESG 领域岗位与专业

人 才 的 需 求 正 急 剧 攀

升。我们不难发现，在主

流网络招聘平台上，部分

企业的 ESG 相关职位薪

资颇为诱人，年薪从20万

至 100 万人民币不等，甚

至有说月薪 15 万人民币

的，这一薪资水平在如今

冷峻的求职市场中具有

显著优势。

因此，ESG 不仅被视

作一个充满机遇的职业

发展路径，可作为一种必

备技能来看待。掌握ESG理念和技术的

人才，有望为传统工作领域带来转型。

以“主动对接产业需求”为己任的职

业教育，在ESG就业蓬勃发展的“暖春”，

可有怎样的作为呢？

职业学校需要审慎开设 ESG 新专

业、新课程。与其盲目跟风设立新专业，

不如在现有专业课程体系中融入ESG元

素，精准地培养学生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问题解决能力。这需要学校深入调研市

场需求，明确专业定位，并结合行业发展

趋势与地区产业结构特点制订教学计

划。曾几何时，我们有着这样的思维定

式：缺什么，便设立专门课程来补充。缺

职业素养，就开一门“职业素养”课程；缺

工匠精神，就开一门“工匠精神”课程；缺

劳动教育，就开一门“劳动教育”课程。

殊不知，这将导致专业学习时间在有限

的学时中被不断挤压。通过增设课程以

弥补育人手段不足的传统思维模式需要

被摒弃。与其增加一门孤立的 ESG 课

程，不如将ESG理念巧妙、有机地贯穿于

3—5 门核心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培

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有条件的学校，要让学生在校期间

有机会到ESG实践较为先进的企业进行

实地参观学习，或邀请业内具有丰富经

验的 ESG 岗位专家到校开展讲座，拓宽

学生视野。当然，并不能奢望通过几次

参观、几场讲座就解决多大问题。而如

何将企业现场学习、外聘企业专家讲座

的实际收效做深做实，那是另外一个话

题了。

此外，职业学校应该注重对现有教

师队伍进行专业化培训，提升教师的

ESG 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也可以引

进在ESG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

专家来校开展讲座或参与教学工作，以

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ESG 素养并非

通过几门课程或几次实践活动就能轻易

获得，而是在日常学习过程中，通过跨专

业项目合作，让学生在参与并完成一个

又一个实际工作任务中逐步形成和完善

自身的ESG素养，将ESG理念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首先具

备扎实的 ESG 素养，能在不同学习任务

中引导学生对ESG的思考和理解。而确

保这一过程取得实效的关键，是建立并

坚持真正有成效、例行的集体教研活动。

最后，我想说些题外话。职业教育

需要积淀与深耕。对于紧跟流行趋势而

快速开设新兴专业的做法，我持保留甚

至批判态度。在理想情况下，如果职业

院校能够真正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

合作不是做表面文章，更不是在双方需

要的时候“秀恩爱”，而是实实在在地构

建产业企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的

教学模式，那样的话，不追热点也能培养

出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

（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

院正高级工程师，苏州远志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

“阿里萨 20 岁，费尔米娜 16

岁。这是恋爱的最佳时节，身体

如杧果，由翠绿转为黄色，散发出

将 要 成 熟 的 清 香 ，心 情 还 很 青

涩。”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对爱情的诠

释，既精准又优美。

高职院校的学生也正处于

“杧果”时期，爱情是他们绕不过

的话题。客观地说，相较于普通

高中学生，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业

压 力 减 轻 了 许 多 ，精 力 更 加 旺

盛。在荷尔蒙的“怂恿”下，他们

更容易冲动，遇到的情感问题也

更为复杂。在我遇到的案例中，

有学生偷拿家中几百元钱，在暗

恋的女生家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

下，只为了放学后能多看心上人

几眼；有的因失恋狂饮一瓶烈酒

而入院抢救；还有的因为感情问

题站上楼顶……他们在青春的情

感中迷茫、迷失，甚至犯下无法挽

回的错误。我常常感叹：爱情这

门课，究竟该怎样教给学生？

小说可以展现人生的无数种

可能，阅读带给学生的情感体验

是单纯的教师讲授所不能比拟

的。在教学中，我设计了以爱情

主题为核心的阅读拓展课程，一

方面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另一

方面让他们在经典名著中体验人

生，在他人的经验中获得成长的

力量。

例如，面对失恋，很多学生往

往难以走出情绪低谷，有的甚至

会采取极端行为试图挽回爱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教师即

使施加再多的心理干预往往也收

效甚微。这时，我们就不妨求助

于文学作品。

《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的是

一个关于失落与重寻的故事。书

中人物阿里萨在遇到情感挫折

时，他的母亲激励他说：“弱者永

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因为那

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这句

话的力量有时胜过教师一万句的

“语重心长”。有个陷入情感困扰

的学生读完整本《霍乱时期的爱

情》后说：“不管身处怎样无情的

世界，不管是面对霍乱，还是社会

的重重阻碍，我们都应坚持内心

的真情，让它贯穿我们的一生。

真情可能会在中途失去，但失去

并不代表永远无法找回。我们要

永葆对生活永不放弃的信念，唯

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有深度的

生 活 ，才 能 让 生 命 在 深 情 中 成

长。”你瞧，如何理性地看待爱情

的失去，书中已经给了她最好的

答案。

青春爱情中坠入爱河是令人

欣喜的，尽管情绪会跌宕起伏，学

业成绩可能会下滑，但毕竟青春

期的朦胧情感是纯洁的，是令人

心动的。然而，失恋给青春少年

带来的可能是“暴风骤雨”，甚至

是创伤体验。我希望学生能够在

失去、伤痛中获得成长。因此，我

从学生的问题出发，设计了心理

课程“学会分手”。课程目标是让

学生能够从两人互动的“蛛丝马

迹”中敏锐地捕捉到亲密关系出

现的裂痕，及时提醒青春少年理

智地刹车、止损，不必为此耽误学

业，不要继续投入“恋情”不可自

拔，甚至做出伤害自己身心的极

端举动。只有自己夯实学业，一

路成长得更丰盈，才会寻觅到真

正适合你的情感。

通过这门课程，我引导学生

探寻爱情幽深而丰富的不同侧

面，教会学生从积极心理学的视

角、用发展的眼光理解爱和亲密

关系，帮助学生顺利度过青涩的

青春期。

在这里我向各位教师推荐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梁永安：爱情这门课，你可别挂

科——跟梁老师重读文学经典》

一书。这本书是我设计课程时的

指导用书，也是我和学生的共读

书目。我与学生通过梁永安先生

细腻的笔触，一起品读了《苔丝》

《呼啸山庄》《面纱》《走出非洲》

《霍乱时期的爱情》《雪国》等十部

经典文学作品。我们还在课堂上

一起欣赏了相关的影视作品。学

生的反馈十分积极。

未来，我也会持续为学生设

计更加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解答

他们情感困扰的心理辅导课，途

径和方法可以更多元，从而满足

他们的成长需求，提升学生的生

活技能。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

师，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附属浦东

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

爱情这门课，怎样教给青春期的学生
□ 孙晓青

育匠有方

海南省近百名旅游餐饮
人才大赛竞技

本报讯 近日，由海南国际酒店与健

康休闲职业教育集团主办，三亚中瑞酒

店管理职业学院承办的首届职业技能大

赛举办。来自海南省19家酒店和4所相

关专业高校的75名选手参加比赛。

大赛分为四个赛项，客房服务要求

选手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服

务态度，展现出优质的客房服务精神；

中餐服务、西餐服务和酒水服务赛项则

要求选手熟悉相应的流程，包括餐桌布

置、席间服务、酒水服务、甜点服务等，

全面展现出选手的服务技能。

据了解，海南国际酒店与健康休闲

职业教育集团是由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

业学院牵头，联合海南高等职业院校等

16家院校、7家行业协会、60多家酒店及

企业共同组成的发展“共同体”，是集人

才培养培训、人才供求和职业教育信息

沟通、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训资源共建共

享为一体的合作平台，于2023年成立。

此次大赛是该集团首次举办职业

技能赛事，也是海南省落实推动“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精神，促进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深

度融合的一次积极实践。通过竞赛活动

提升海南省旅游餐饮行业人员的技能水

平，为建设海南自贸港提供更多高层次、

高水准的现代酒店服务人才。

（安亚卓 荆天宇）

职教动态

尽管已经时隔两年，但乌干达

姑娘洛维斯仍然记得那一天，她

作为选手参加了“中国—乌干达

职业技能发展与创新大赛”，并最

终获得一等奖。她自豪地展示着

珍藏的照片说：“为了参加比赛，

我每天在车间练习超过 8 个小时，

用掉的焊条不计其数。你看，这

是我半天时间焊接的材料，堆积

如山。”

洛维斯所说的“车间”位于乌干

达穆科诺地区的纳曼韦工业园区，

是一家工业技能培训与生产中心。

该中心成立于 2020 年，由中国援

建。中心开设了五金加工、焊接、喷

涂、机械加工、木材加工和PLC可编

程控制技术等课程，12 名优秀的中

国职业教师在此授课。李乐毅便是

其中之一。作为四川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的一名教师，从 2021 年 12 月起

他在中心连续开展了两期培训，共

培训111名学员，洛维斯便是他的得

意门生。

回忆起那段经历，李乐毅说：

“职业培训出海让海外学员初步了

解了中国工业设备的使用和保养方

法，促进了当地工业技能人员的技

术水平提升，也推动了中国制造在

海外的品牌效应扩大。”

李乐毅的话正体现了四川建筑

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引进来”和

“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职教出

海”路径，努力打造四川建院土建类

职教国际化品牌的初心。

抱团出海
创新打造国际化多元平台

多年来，学校为了服务海外办

学和分享中国土建类职教经验，采

取“抱团出海”策略。学校先后加入

了“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未来非洲—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陆海新通

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中泰职

业教育联盟”等多个组织，通过与国

内外建筑行业企业、高校及“走出

去”企业的合作，选派教师进行海外

访学进修，以及签署合作备忘录和

校企合作协议，共同构建了多元化

的海外办学平台。

学校在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地

建立了海外教师工作站，并在澳大

利亚、泰国等地设立了能够为“一

带一路”国家职业教师和中资企业

海外员工提供培训的教育与培训

基地。同时，还在坦桑尼亚、肯尼

亚等地建立了服务于海外留学生

实习实训及国内学生国际项目实

习实训的基地。

据了解，在过去几年间，学校培

养了8000余名土建类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人才，其中 3000 余人次服务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

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在 95%以上。此

外，学校还培养了163名“一带一路”

国家的国际学生，其中南非给排水

专业留学生回国后在当地工程领域

获得良好评价。国际化人才培养创

新平台累计送出数十名教师进行海

外进修访学，参与海外师资培训，海

外培训量达到3132人日。

海内外联动
培育国际化师资与教学资源

“我从建院出发，在非洲蓄能，

回祖国发光。”学校优秀毕业生黄琪

这样总结自己的成才之路。

2008 年，黄琪被四川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录取。在校期间，学校全

方位开放式培养了他，从课堂上的

英语 FIDIC 知识到建筑学概论，再

到工程实践学习，为他今后的工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1 年毕业

后，他前往美丽的东非小国肯尼亚，

开始了 7 年的海外工作之旅。从首

都内罗毕到世界著名的“动物王国”

马赛马拉，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

终点蒙巴萨，黄琪将青春挥洒在这

片土地上，而这片土地回报给他的

是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履历。2017年

他回到祖国，凭借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从现场工程师成长为一名独

当一面的投资总监。

黄琪的成功离不开学校国际化

育才思路。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深入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学校扩

大了国际朋友圈，先后与塞内加尔

2 所职业院校和泰国 9 所职业院校

签署了合作协议。基于搭建的国际

化人才培养新平台，学校打造了具

有国际视野的双语双师型师资队

伍，并开展了“未来非洲—中非职业

教育合作项目之非洲职业院校管理

人员和骨干教师培训”“泰国职业教

师培训项目之‘中文+高铁’职业培

训”等特色项目。学校充分发挥专

业群双语双师型教师团队的优势，

率先将中国建筑职教标准和优质职

教资源共享到“一带一路”国家的职

业教育中。

2022 年，学校参与了“坦桑尼

亚国家职业标准开发项目”，建筑

师 8 级（统筹）和铁道技术员 4 级

的职业标准和配套专业教学标准

通过坦桑尼亚国家职业教育委员

会审核并获得认证，正式纳入了

坦 桑 尼 亚 国 家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

2023 年，学校参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职业教育中心南亚中心发展

中国家数字经济职业标准开发暨

斯里兰卡数字经济职业标准开发

双认证项目”，建筑工程技术 6 级、

室内设计 6 级和工程造价 6 级的

职业标准获得认证，并在南亚国

家全面推广。

多元实践
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

学校致力于提供国际化技术

服务，常态化选派教师赴海外顶

岗，参与国际化工程项目。在海外

教师工作站开展学术讲座和提供

技术服务与咨询的同时，学校针对

国际工程用人需求，高质量推进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和留学生培养项

目。依托多元平台及资源，学校开

展多种类型的培训，为中资企业培

养海外员工和本土人才。

已担任肯尼亚嘉合实业控股有

限公司总经理的毕业生于贵强专程

从东非回母校招聘合作办学项目学

生，他说：“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的学

生了解国际工程施工规范，建筑英

语对工程施工及管理帮助很大，公

司非常愿意聘用这样的学生。”

彭攀是泰国苏林技术学院的

一名土木专业教师。2023 年，他与

其他 9 名泰国教师在四川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举办的泰国海外教育与

培训基地参加了“中文+高铁技术”

培训。其间，他们与中国职业教师

充分交流高铁技术知识，从测量选

线、路轨检测与线路维修多层次多

维度地学习了代表“中国速度”的

高铁技术技能。培训结束后，彭攀

与自己的学生分享了所见所得，并

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能有机会参加

这 样 充 实 、务 实 、见 实 效 的 培 训

项目。

基于10年的土建类专业中外合

作办学经验，学校针对涉外建筑企

业国际化人才紧缺的问题，以培养

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土建领域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为理念，形成了“境内

外协同、校—校—企共育”的高职土

建类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

“专业为本、商务突出、交际跟进”的

中外融通国际化课程体系，编制了

引领性的专业课程标准，搭建了具

有国际水准的教学资源和实践平

台，建立了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机

制，创建了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

保障体系。

2023 年，学校国际化建设成果

“服务建筑业国际产能合作，培养高

职土建类国际化人才的探索与实

践”荣获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

（作者单位均系四川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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