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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九龙坡区正发生一
场向美而行的蝶变，“美术+文
化”不断提升着九龙美术半岛
的气质。

作为西南地区唯一以工艺
美术为特色并以工艺美术为骨
干专业的中职学校、助力九龙
美术半岛建设的坚强力量，重
庆市工艺美术学校秉持“以质
量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以特
色铸品牌、以人本促和谐”办学
理念，深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资源，创新特色办学路径，形成
以艺术创教育、以文化塑品牌、
以合作谋未来的崭新格局。

开发非遗国际化课程
助优秀传统文化“出海”

“说到美，我们的传统文化
才是最美的。”在工艺美术学校
看来，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
意趣和审美价值观，必须从传
统文化中挖掘美育素材、提炼
文化内涵。

学校聚焦文化底蕴深厚、
可操作性强的非遗项目，引进
了蜀绣市级非遗传承人向红
霞、烙画非遗传承人张明志等，
建立了蜀绣、烙画、漆器、掐丝、
剪纸等5个非遗工作室，形成了

“1名非遗传承人+1名专业课
教师+N名在校学生”非遗工作
室建设模式。

各工作室深入分析非遗传
承项目的底蕴与内涵，发现其
时代特征、时代价值，开发了
《蜀绣》《烙画》等3本“匠心巧
手”系列教材，录制了相关微
课、操作视频40余个，研制相
关标准3个，形成了线上线下结
合的立体化资源体系。

在非遗传承课程、非遗类
社团中，工美学子对于非遗传
承项目的认识加深了，传承非
遗的意愿大大增强了：“这样美
的文化，我们一定要把它传承
下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和不断推进，为职业院校境
外办学和国际交流合作带来重
要发展机遇。2021年，工艺美
术学校加入“中国—老挝职业
教育发展共同体”，为学校开展
国际化项目打开了新的突破
口，提出以开发非遗传承国际
化课程为主线，推动非遗“出
海”。

学校非遗传承国际化课程
建设工作全面铺开：对已有资
源进行翻译和国际化改造，形
成了《蜀绣》等3门老挝课程；非
遗传承人以及专业课教师多次
为其他院校的老挝留学生开设
非遗课程，并邀请30余名老挝
留学生到校参观、体验；建成了
集蜀绣技艺教学、蜀绣作品博
览、蜀绣针法模拟于一体的线
上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借助数
字化技术扩展了蜀绣课程的适
用对象和适用范围。

此外，学校还打造了“中
文+传统文化”对外培训专门机
构，培养一批“中文+技能培训”
国际中文教师，全力打造“中
文+中华传统文化”国际培训特
色项目。工艺美术学校校长王
曦川介绍：“这既展现了中职学
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
明交流的时代担当，也积累了
中职学校国际化发展的宝贵经
验。”

创新模组化人才培养
为校企合作育人提供参考

2023年11月，工艺美术学
校举行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资
源库顶层设计研讨会，指导专
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为资源
库建设献计献策。

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是该
校校企合作育人的典范专业。

学校与完美世界教育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重庆漫画学
会、重庆动漫协会等单位深度

合作，自2008年起坚持召开年
度专业建设研讨会议，常态分
析行业、产业发展趋势及从业
人员岗位职业能力需求，助力
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改造升
级。

此后数十年来，校企合作
持续深入，该专业通过细化产
业发展及市场需求，形成“模组
化”班级，实施精细化人才培
养。专业方向调整为数字插画
方向，新增二维建模“模组”、三
维建模“模组”、影视后期和周
边制作“模组”，计划于今年增
设3D打印建模“模组”。至此，
形成了对接动漫与游戏制作全
生命周期的人才培养“模组”，
实现了专业与产业的完美对
接。

对于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
的学生来讲，入学后需完成一
年的专业基础课程学习，后根
据SWOT测评结果和建议申报

“模组化”班级。“模组化”班级
打破常规班级建制，专业核心
课程教学实行“走班制”，由班
主任、学业导师、企业导师共同
施教。在升学方面实施“三、
二”分段制人才培养模式，按

“模组”与高职院校对接，搭建
起多元成长成才通道。

如今，该专业已经形成完
善的“模组化”课程体系，构建
起基于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

“模组化”实训基地，人才培养
质量显著提升：学校连续6年获
得全国中职生文明风采大赛动
漫类一等奖，连续3年获得重庆
市技能大赛的动画制作赛项一
等奖；在校学生累计在国内期
刊上发表作品100余幅，一大
批毕业生成为了动漫公司的业
务骨干和主笔。

经过多年实践，“模组化”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取得了阶段
性成功，为职业院校校企合作
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
重要参考。

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
以艺术创教育 以文化塑品牌 以合作谋未来

九龙坡区新投入使用的现代职业技能数字馆立体爆炸汽车教具

2024年1月，在九龙坡职教
中心本部，一座全新的实训楼投
入使用。开年一个“新”字，揭示
了九龙坡职教中心提质升级的
潜在原因与显性成果。

过去一年来，九龙坡职教中
心围绕“做优做精职教”，确定了

“一校多区、东西两翼”新布局，
明确了“科学城扎根铸魂，西彭
扩容塑品，社培增项立标”新定
位，制定了“提质20条”新指标，
新细化了近千个任务点，推动学
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学校成功跃升重庆
市“双优”Ａ类中职学校，荣获九
龙坡区教育综合评价一等奖、育
人质量一等奖。

改革创“新”是九龙坡职教
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
聚焦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科教
融汇“三融”发展，学校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探索创新路径，力促

“三融”改革新发展，彰显九龙职
教新作为。

引企入校建产业学院
促成产教融合新格局

1月18日，在重庆市先进材
料产教联合体（九龙坡区）成立
大会上，九龙坡职教中心与重庆
宏钢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签订校
企合作协议，成为该校产教融合
的又一里程碑事件。

近年来，学校深入推进产教
融合，引企入校，成果丰硕：与佩
葛索斯（重庆）科技有限公司共
建九职—佩葛索斯数字经济产
业学院，打造基于长学制的校企
院数字经济产业学院；与长安股
份公司签约建设全国首个中职
长安新能源产业学院，打造中职
新能源汽车标杆专业和全市中
职新能源汽车专业孵化器；与重
庆摊摊面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联
合共建非遗重庆小面产业学院，
为非遗技艺进入职业教育提供
传承渠道……

人才培养方面，学校坚持围
绕产业办学，动态调整专业。新
增大数据技术应用专业、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专业，围
绕市场需求修订完善16个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坚持双主体
育人，推进“校企一体、双元合
一”的“校园学徒制”育人模式，
构建“小组+半周双轮换”的工
学交替机制，将企业需求全面融
入人才培养环节，有效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

学徒制已覆盖学校主干专
业8个、“1+X”证书试点8个，校
企共建产业学院3个、高水平专
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个，新
增职教联盟理事单位4个。

试点班落地渝西中学
打造职普融通新范本

前不久，九龙坡职教中心承
办我市“职普融通背景下的生涯
教育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何政文分
享了学校推动职普融通的实践
经验。

作为重庆市中小学社会实
践基地，九龙坡职教中心探索

“九职－渝西”职普融通，为全区
职业院校推进职普融通打造了
先行范本。

2022年，学校与渝西中学
开展合作办学，开设计算机应
用、电子信息技术专业职普融通
试点班。办学地点设在渝西中
学，课程体系为独立的职普融通
课程体系，文化基础课教师由渝
西中学选派，班主任和专业课教
师由九龙坡职教中心选派，并为
孩子们提供了普通高考升学、职
教高考升学以及顶岗就业等多
种成才路径选择。

九龙坡职教中心还是重庆
科学城智慧工匠社会实践基地、
九龙坡区中小学校外科普特色
基地。学校面向全市中小学生，
构建职业技能体验+生活劳动

技能与普通教育相互配合补充
的基地课程体系，孩子们在丰富
课程中获得职业启蒙、职业认
知、职业体验，悄然播种下爱生
活、爱劳动、爱技能的种子。
2019年至今，已有20所学校近
4万名学生参与学校实践活动
课程。

未来，学校将持续开放课
程、共享资源，为全市职普融通
贡献力量。

瞄准“双创”人才培育
探索科教融汇新方向

科教融汇是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中职学
校如何找准科教融汇的发力方
向？九龙坡职教中心瞄准“双
创”教育，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思
维和创业能力的“双创”人才。

学校以“强化学生创新意
识，激发学生创新潜能”为核心，
不断实践和健全“三全育人”视
域下的“四元四阶四维”“双创”
教育模式，即创建“奖评、培养、
联动、推介”四元机制，营造全员

“双创”教育的良好氛围；开发
“创意、创新、创业、创优”四进阶
课程，构建全过程“双创”教育课
程体系；打造基于“工场、工坊、
工社、基地”的四维平台，健全全
方位“双创”教育实践体系。

从九龙坡职教中心，走出了
电商创业明星曾小宝、发明新星
游洪等众多创新人才。学校学
生参加重庆市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等省部级以上“双
创”竞赛获奖59项；取得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3项；申请发明专利
2项；1名学生获重庆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市长提名奖，这也是历
届评选中唯一中职生获此殊
荣。“双创”教育模式和研发教具
在全国20余所中职学校推广应
用。

九龙坡职业教育中心
力促“三融”改革新发展 彰显九龙职教新作为

九龙坡“五双”聚势共进 奋力打造职业教育改革先行区

2024年重庆两会专题·教育

从教育大区迈向教育强区，
在九龙坡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锦
绣画卷中，职业教育是格外浓墨
重彩的一笔。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民生，一
头连着产业。九龙坡区紧扣该区
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厚实优
势，将职业教育纳入发展重点，加
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服务产
业转型、地方经济发展中贡献坚
强力量。

目前，全区共有职业院校8所
（高职院校2所、中职院校6所），成
人教育学校1所。全区职教人以

改革创新浇灌职教发展土壤，以
重庆市先进材料产教联合体、中
职“双优计划”A类项目建设为重
点，形成“五双”改革经验，助高质
量职业教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双建”共推，夯实统筹发展
厚土。积极推进“委区共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试点项
目，加快建设西部领先、国内知名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先
行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继续教育“协同共建”，与中铝高
端制造、重庆大学、电力高专等成
立“重庆市聚能新材料研究院”

“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中心”。

“双优”共创，打造品牌集聚
沃土。培育优质学校，建成国家
级“双高”学校2所、市级“双优”学
校2所。打造优质专业，建成物联
网应用技术等7个优质专业、发电
厂及电力系统等2个高水平专业
群。区职教中心在“双优计划”中
期评估中提档升级为A类建设单
位。

“双师”共培，形成传道授技
乐土。实施“2531”名师引领工
程、“双师”培育培养工程，培养了
一批工学结合、专兼结合、德技并
修的高素质教师，其中有全国技
术能手7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

区内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
达73%，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0个
百分点，区内职业院校师生获国
家级大赛奖项35项。

“双融”共促，建好联动发展
热土。推动产教融合，牵头建设
重庆市先进材料产教联合体（九
龙坡区），引入京东、重庆起重机
厂等10多家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
养全过程，培育国家级和市级产
教融合型企业2个、虚拟仿真实训
基地8个。推动职普融通，举办区
职教中心与渝西中学职普融通试
点班，打造“大国·小工匠”中小学
生职业体验品牌，服务中小学职

业体验1.3万余人次，中高贯通培
养总人数达3328人。

“双向”共建，培育社会服务
良土。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与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等4所中职学校形成社会
服务等协同发展关系，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相关工作
会上进行6次经验推广；将职业教
育纳入九龙坡区与成都市新都区
教育合作“十大项目”，2023年双
方中职学校在职普融通、实训基
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4次
交流活动；与川蓉电大共建双城
经济圈电大教育联盟，共建服务

成渝城市发展的终身学习体系。
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引导区
内职业院校发挥优势特色，开展
服务乡村振兴系列行动，全年开
展田间课程、职业培训555次，社
会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达2.3万
人次。

这一个个成绩，汇成了九龙
职教改革发展的高分答卷，见证
着九龙职教人追梦前行的坚定步
伐。职业教育，正推动着九龙坡
区教育事业不断攀登、不断超越，
抵达新的顶峰。

王小寒 唐华颖 黄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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