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之美，在于积蓄与勃发；教学之美，在于钻研与
提升。

11月18至22日，咸宁市教科院体育教研员秦勇带领
咸宁杨大明体育工作室主持人杨大明及其团队成员文吉
凤，赴新疆温泉县开展“国培计划（2023）”县域教师发展
支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暨教研节活动。在为期一周的交
流中，成员们收获满满。

活动伊始，正高级教师、湖北省特级教师杨大明老师
以《新课标背景下的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与实施》为题，带
来了一堂精彩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杨大明首先阐明了什么是体育大单元教学，
接着分析为什么要实施体育大单元教学，最后，杨大明结
合具体大单元设计实例，详细说明了怎样实施体育大单元
教学。智慧领航，如熠熠灯塔指引未来发展方向，这堂精
彩的专题讲座让在场的老师们受益匪浅。

在课例展示活动中，首先是来自温泉县呼和托哈中心
小学丁华钦老师执教的《抱膝前滚翻》；接着是温泉县城镇
小学胡文芳老师执教的《耐力跑—定向越野与游戏》；随后
温泉县塔秀小学秦俊峰老师执教了《立定跳远》。三堂展
示课得到了在座全体体育老师的认可，秦勇老师感叹：“山
海虽远，但效果显著！此次展示课的课堂设计理念较之前
有质的飞跃。”

活动结尾，咸宁杨大明体育工作室成员文吉凤老师执
教了精彩的示范课：《下压式传接棒及接力跑技术学练》。
文吉凤的课堂采用“学 、练 、赛 + 体能一体化”的教学模
式，通过用不同形式的比赛情境贯穿整节课，同时让学生
在真实的4X100米接力比赛情境中学以致用，以赛促
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团结协作的能力，
得到了温泉县全体教师的一致好评，起到了充分的示范
引领作用。

课例展示环节之后，两地听课老师们进行了评课交
流。四位执教老师分享教学设计的思路及反思；随后，听
课教师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分享各自听课的心得。杨
大明分别就教学内容、实施策略和学生成长等维度，对课
题教学进行精彩点评与经验分享……

“我专门做了笔记，准备反复钻研消化。”专家的教学
问诊，如璀璨星辰照亮教育前行之路，让在场老师们豁然
开朗。

“体育教师的职责是提高学生身心和身体健康，任重道
远！老师们一定要积极转变教育观念、教学思路，不断探索新
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秦勇介绍，此次交
流活动为老师们指明了未来教学实践的方向。

迢迢千里路，满满教育情。本次送培送教进疆活动，
拉近了两地体育教师交流互鉴的距离，既是一次温暖的牵
手，也是一段成长的对话，不仅充分发挥了咸宁杨大明体
育工作室的引领、示范作用，还进一步促进了疆鄂两地教
育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接下来，双方将继续在教育教
学交流、专业能力提升和教学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密切合
作，共同推动两地体育教育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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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院

获批成立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徐新创、廖平凡报道：近日，由湖北科

技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牵头申报、广州南方测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协助共
建的“小流域生态环境变化智慧预警与治理”湖北省工程研
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正式获得省发改委的批准，
继获得湖北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北斗+产业发展研究中
心”之后，湖北科技学院在省级平台建设方面再创佳绩。

据了解，该工程中心的成立是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推动产教融合的重要平台，旨在应对日益严峻的小流
域生态环境问题，通过智慧化的预警与治理手段，实现流域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可持续发展。

该工程中心将依托湖北科技学院在资源环境科学、信
息技术等领域的科研优势，利用数字孪生、智慧预警、生态
修复技术和流域发展规划开展小流域生态环境变化监测、
预警、评估与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实现对小流域生态
环境变化的实时监测和预警，为政府决策和治理行动提供
科学依据，同时开展小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方案的研究与实
施，推动治理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高治理效率和效果。

据悉，工程中心的成立是学校贯彻落实《湖北省域战略
规划》和《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部署
要求的重要举措。该工程中心将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生
态环境保护项目，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的流域治理工作提供
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社会发展需要各类职业技术人才，高职院
校作为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要优化
人才培养，着眼于高职生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
展。新时期高职院校在培养人才时要重视学
生职业素养的培养，提高学生在人才市场的竞
争力，帮助学生顺利就业以实现人生价值。高
职院校要提高对职业素养的认识，加强高职生
职业素养的养成，为学生实现更好的职业成长
提供有力支持。

一、高职院校加强高职生职业素养养成的
重要性

高职院校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效开展
高职生职业素养养成，教师首先要认识到这项
工作的重要性，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开展具体工
作，充分彰显职业素养养成对学生职业发展的
促进作用，对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1.高职生职业素养养成有利于高职院校
深化改革

高职院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深化
改革，借助改革获得更多的发展动力。高职院
校与普通高等学校相比具有更加明显的特征，
这要求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时要有侧重点，充
分体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特点。高职院校
在培养职业人才时要兼顾学生职业技能和职
业素养的培养，这是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的基础
目标。高职生作为应用型人才对社会经济发
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为提高职业人才培养质
量，深化高职院校改革，必须要加强学生职业
素养的养成。目前，高职院校改革面临着一些
现实阻碍，制约了改革的深入推进，影响了高
职院校的高质量发展。高职生职业素养的养
成能够为高职院校改革提供持续的推动力，有
利于高职院校教育改革取得实效，为高职生的
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多方面的教育。

2.高职生职业素养养成能够更好满足学
生职业发展需求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高职生与普通
高等院校学生在综合学习能力方面存在较大
的差异性，这需要高职院校加强对学生各个方
面的培养。有些高职生在志愿填报以及后期
的专业学习中具有盲目性，未能对自身的职业
发展做出科学规划。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
缺乏方向性和目标性，在学习中会存在各种问
题，最终降低了学习的有效性。如果教师加以
干预，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引导，将会
对学生的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就业
问题的严峻性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不可忽
视的问题，对高职院校而言，如何培养综合素
养较高的职业人才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高职院校加强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能够帮助
学生对自身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对职业发
展做出合理的定位，从而明确职业发展目标并
为之做出积极努力。高职生要认识到职业素
养与职业发展的密切联系，在教师的教育指导
下从各个方面不断提高职业素养，更好满足人
才市场要求，获得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3.高职生职业素养养成能够进一步满足
企业用人要求

人才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当前企业面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借助
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创造更
多的经济效益。企业在引进人才时不仅要考量
人才的职业技能，还会重视人才的职业素养，确
保引进的人员德才兼备。高职院校加强高职生
职业素养的养成能够从整体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更好地满足企业对职业人才的要求。基于高职
院校性质，其培养的职业人才要进入到各个行业
中，并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要以企业要求为向导，加强高职生职业
素养的养成，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和
素养，为企业发展贡献更多的个人价值，创造更

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高职生职业素养养成的有效策略
基于高职生职业素养的重要性，高职院校

要加强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采取有效策略从
各个方面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水平，助力学生获
得高质量就业。

1.发挥学校教育作用促进高职生职业素
养的养成

高职生职业素养的养成需要多种支持，高
职院校教育是主要方式。基于当前高职生职
业素养不高的现实情况，高职院校要发挥自身
的教育作用，构建完善的职业素养养成体系，
为教师具体实施指明方向，调动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首先，高职院校要根据专业和学生各方
面情况制定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提高
学生对职业素养的认识，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明
确职业发展方向，在后期职业发展中更有目标
性。职业发展规划教师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引导学生对自己进行全面分析，比如兴趣爱
好、专业特长等，寻求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
向，进而在学习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
把职业素养的相关内容适时融入到教育教学
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学会与别人
合作，形成爱岗敬业的职业理念等。其次，专
业教师在高职生专业学习和职业成长中扮演
重要角色，教师要基于自身角色加强对学生的
职业发展引领，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学生职业素
养的养成。教师要发挥自身的榜样带动作用，
在平时的言行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从而在一
定程度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目的。不同
的专业对学生职业素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专
业教师在理论和技能教学中要融入相应职业
素养教育，帮助学生在完成知识技能学习的同时
提高职业素养。教师要提高对职业素养的认识，
把职业素养的培养落实到各部分专业教学内容

中，实现职业素养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
使学生在无形之中接受到有效的职业素养教育。

2.借助校企合作促进高职生职业素养的
养成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一种重
要方式。基于校企合作的优势，高职院校要借
助校企合作有效养成学生职业素养，从更多的
方面发挥校企合作的作用。首先，校企合作为
学生提供了专业实践的机会，学生能够到企业
中顶岗实习，把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在这
个过程中强化职业技能的掌握，提高职业素
养。在校企合作中不论是教师还是企业中的
指导人员，都要有意识加强学生职业素养的养
成，及时指出学生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
生认识到自身职业素养的欠缺，从而有针对性
地进行学习和提升。校企合作中，企业要利用
自己的优势为学生提供多种锻炼机会，从多个
方面反映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情况，为教
师后期调整优化教学提供依据。教师在带领
学生到企业实习时，要加强对其管理，及时向
学校反馈学生实习过程反映出来的问题，从而
制定有效策略帮助学生提高技能水平，高效养
成职业素养。其次，高职院校还可以邀请企业
家或者专业领域知名人士到校开展讲座或演
讲，使企业文化融入到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
中，增强企业文化对学生的感染和熏陶，促进
学生对职业素养的理解和认同，从而积极主动
进行学习，满足企业对职业素养的要求。

3.加强校内实践教学促进高职生职业素
养养成

基于高职院校性质，必须要重视实践教
学，为学生创设多种实践机会。校内实践是高
职院校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高
职生职业素养养成的有力凭借。学校在组织
学生开展职业实践活动时要具有情境性、真实
性，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学生在校内实践

中能够获得丰富的实践体验，准确把握专业岗
位对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要求，提高对专业
岗位认识的同时加强相关方面的学习。实践
教学与理论教学有密切联系，教师根据学生理
论学习和实践学习，了解学生职业素养养成情
况，结合学生各方面实际制定有效策略，促进
学生获得更好的职业素养。校内实践教学要
落实生本理念，引导学生基于案例进行深入地
研究和讨论，从而指导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确保校内实践教学取得预期成效。高职院校
校内实践主要有实习、实验、实训，教师要充分
发挥每种实践教学的优势，加快高职生职业素
养养成。另外，高职院校校内实践还要与校外
实践结合起来，为学生创设多元化的实践形
式。这需要高职院校加强资源整合，拓展实践
资源的来源，从而为高职生职业素养的养成提
供更多的支持。

4.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促进高职生职业
素养养成

高职生职业素养的养成还要构建完善的
评价体系，高职院校教师要加强这方面工作的
开展，制定科学的职业素养评价标准，对学生
职业素养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价，提高评价的有
效性，为后期高职生职业素养的培养提供指
导。传统的高职院校评价体系往往会忽视职
业素养，这对学生的职业发展会产生不良影
响。新时期高职院校要完善评价体系，既要对
学生的知识技能进行评价，还要加强学生职业
素养的评价，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教师在构
建完善的评价体系时既要体现出科学性，还要
具有可操作性，确保评价体系能够落地实施，
充分发挥出评价的作用。另外，学生职业素养
的评价在基于学生专业学习外，教师还要加强
对学生日常的观察，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质，
使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结语
高职院校要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

质职业人才，要加强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促
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高职院校要认识到
职业素养对学生职业成长，学校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性，积极推动职业素养养成相关工作的开
展，全面提高职业人才培养质量。

高职生职业素养的养成教育探究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熊春秀

如何处理校园冲突
本报记者 陈希子

在校园生活中，学生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冲突。如何
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对于维护良好的班级氛围、促进学生的
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当发生矛盾时，青少年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被情绪左
右。不能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急于批评指责某一方，以
免加剧矛盾。同时，要及时介入，防止矛盾进一步升级。可
以用平和的语气让对方先停止争吵或冲突，比如和对方说

“同学，先冷静一下，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双方要耐心倾听对方的陈述，了解矛盾发生的

原因、经过和各自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可预留足够的时
间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要打断他们对方。同时，要注意观察
彼此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以从中获取更多信息，化解矛盾。

作为第三方，在处理冲突时，学校老师首先要厘清事件
的起因、经过，一定不能听一家之言。在听双方陈述事实的
同时，还要多方调查了解，调查对象可以是教师或者学生，
一定要多分析、多了解，再做结论。

处理学生冲突时，要实事求是，切不能因为自己的主观
臆断判断对错，偏袒其中一方，更不能根据自己对学生的平
时表现下结论。同时，不能用高压政策让学生被迫接受，而
是要让学生心服口服，否则只能让矛盾加深。

矛盾解决后，校方不能就此放手，而是要跟进关注学生
的后续表现，巩固处理效果。观察他们在后续的学习和生
活中是否还有矛盾发生，以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否有
所改进。

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在受到欺侮，遇到危险或可能发
生危险的极端情况时，要记住事发地点、施暴人数及明显体
貌特征。主动、及时地和老师、家长、公安人员取得联系，积
极争取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保护和帮助。受到欺侮后要学
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
花。”教育的花园中，湖北省咸宁市实验小
学宛如一朵盛开了60年的奇葩，绽放着
迷人的光彩。在这所底蕴深厚的校园里，
我已度过了九个年头，它承载着我的青春
岁月，也见证了无数动人的教育故事。

2016年，我初入校园，便承担起两个
班的数学教学任务。那时的我，年轻而充
满热情，一心扑在教学上。教室里，每一
道数学题都是我和孩子们探索的奇妙世
界。然而，真正让我深刻感受到学校人文
关怀的，是后来发生在班上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寻常的学期，我担任班主任

的班级里有个内向的孩子，成绩突然下
滑，上课也总是心不在焉。我多次尝试与
他沟通，却收效甚微。正当我一筹莫展
时，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伸出了援手。他们
安排了专业的老师与孩子交流，还为我提
供了指导。原来，孩子家庭出现了变故，
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学校多方
面的关怀下，我们为孩子制定了特别的帮
扶计划，不仅在学习上给予帮助，更在生
活和心理上给予支持。渐渐地，孩子的笑
容多了起来，成绩也逐步回升。这件事让
我看到了学校对每一个孩子的关心，不仅
仅有知识的传授，更有心灵的呵护。

2021 年，我开始担任单班数学教学
兼班主任，角色的转变让我更加深入地参
与到班级管理和学生成长中。学校的每
一项活动、每一次培训，都像是为我量身
定制的成长阶梯。无论是教学研讨会上
的思维碰撞，还是班主任经验交流中的点
滴收获，都让我在教育之路上不断前行。

“高尚、博学、关爱、严谨”的校训，不
仅仅是刻在墙上的文字，更融入到了学校
的每一项举措中。学校对学生的关爱体
现在各个方面，从丰富的课外活动到细致
入微的心理辅导，从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
到营养均衡的午餐供应。而对于教师，学

校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关怀，让我们能
在教育的道路上安心前行。

回首过往，学校是我成长的摇篮；立
足当下，学校是我奉献的舞台；展望未来，
学校是我心中永恒的灯塔。在实验小学60
周年校庆之际，我心怀感恩，愿每一位学子
都能在这里茁壮成长，愿每一位老师都能在
这里实现教育梦想，愿这所学校能在岁月长
河中永绽光芒，续写辉煌的教育篇章。

我有一把金钥匙
咸宁市实验小学协办

1965-2025

心怀暖阳 情系实小
咸宁市实验小学 陈翠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