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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语

热点追评

职业教育 和实际职业环境靠得再近些

漫画 严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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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发工资还送私教课，你冲
不冲？”“未来的学生你好，今天
你的博导给你表演一个负重 15
公斤引体向上……”近日，哈工
大深圳校区副教授杨雪梅的视
频在网络走红。视频里的她，喜
欢在健身房举铁，秀肌肉之余
还不忘在视频里插播一则“招
生广告”。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学者应
该是专注于学术研究、书卷气浓
郁的群体，90后女博导、举铁秀肌
肉、招收博士生……强烈的反差
感让不少网友好奇“真的是博
导”？杨雪梅副教授通过举铁这一
健身活动，展现了学者除了学术
之外的兴趣爱好和积极健康的生
活态度，打破了公众心目中的传
统学者形象，让人们对学者群体
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新的思考。

据了解，2022 年 6 月杨雪梅
加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是该校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校官网
上，穿着连衣裙的杨雪梅也展现
了自己的力量感，她称自己的业
余爱好是举铁，并特地用括号标
注：“不过课题做不出来没关系，
杨老师很温柔，不动手。”

看着这样一份令人忍俊不
禁的个人简介，不由得想起两年
前一度爆火的南开大学物理科
学学院胡金牛教授。两位学者的
介绍内容虽然很不一样，但所体
现的“幽默与率性”如出一辙，展
现了学者的“烟火气”，拉近了科
学家与普通人的距离。大学之
大，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拥有
个性鲜明、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
者。学校官网让教授们发布各具
个性的个人介绍，无疑体现了自
由、包容的学术氛围，符合了公
众对大学的期许，赢得了舆论的
盛赞。

走红之后，对于网络上“青
椒炖鸡肉”的评价，杨雪梅表示
将继续争取把“鸡肉”越炖越大，

“要做肌肉含量最高的教授”。青
椒是青年教师的简称，而鸡肉则
是肌肉的谐音。杨雪梅表达了自
己作为青年教师不断追求学术
进步和身体健康的决心和信念，
让“青椒炖鸡肉”这一网络用语
得到了新的诠释。我们期待更多

的学者能够像杨雪梅副教授一
样，勇于展现自己的多面性，积
极创新招生方式并传递正能量
给社会，也希望广大青年学生能
够向这些榜样学习，保持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和学习热情，成为

“人生赢家”。 胡欣红

10月 19日，在浙江纺织服
装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 NB-
FW2024AW宁波时装周上，该
校时装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2023级华羽金顶现代学徒班
的学生独立设计作品亮相T台。
这场创意童装作品全部由学生
制作完成，也是学生登入设计之
门的第一堂《童装设计》课的教
学成果展示。

（10月25日《现代金报》）

当前，职业教育进入发展新
阶段，迎来新一轮改革的“机遇
期”。职业教育改革重心不仅仅
是教育，而是产教融合。产业不
断向新升级，要求职业教育的专
业设置、办学方式，更切合市场
的需求。

在产教融合的语境下，校企
合作成为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方

向，探索工学结合、校中厂、单联
合培养、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等
各种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不
断进阶，以适应企业和产业需要。

与订单班相比，现代学徒制
这种校企合作的模式，在深度和
广度上更高。以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现代学徒班为例，校企双方共
同制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案，实施课堂与工作室、教师与
设计师、学生与学徒、作品与产
品“四合一”的教学。

这种校企深度合作模式，带
来的改变是明显的。一方面，企
业老师走进课堂的机会多了，课
程更偏向于企业的实际经营，变
得更“接地气”，让创意变为产
品，改进了设计作品脱离市场、
产品转化率低、缺乏市场检验和
成果评价等问题，很大程度上，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另
一方面，使学生更快地适应和融
入职业岗位，缩短了学生就业磨
合期，职教毕业生就业不用愁，
实现毕业即就业，许多学生未毕
业就收到企业抛出的“橄榄枝”，
成了企业争抢的“香饽饽”。

事实上，不管哪种办学模
式，只要职业教育贴近实际的职
业环境，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职业
技能和创新能力，为他们的职业
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都应该持
欢迎态度。

作为制造业大市，宁波对技
能性人才需求大而迫切，要以深
化校企合作为抓手，涌现更多的
学生设计师、学生工程师、学生
技师，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
业需求侧的精准匹配，增强职业
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 凌波

乡村小学“一师一生”
不是坚守而是无奈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吉林长春一乡
村小学只有一名学生就读。视频显示，在吉
林省长春市德惠市岔路口镇新生村小学，一
名学生正在教室里上课，一名老师在教室里
看管。对此新生村村委会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该生不需要帮助。

（据10月27日极目新闻）

新生村小学的这一幕，无疑是乡村教育
困境的一个缩影。财新网数据显示，2013年
至2022年十年间，黑龙江消失了近六成、合
计1900余所小学；吉林消失了近五成、合计
2600 余所小学；辽宁也消失了 2200 余所小
学，降幅近一半。

一所乡村小学，“一师一生”表面上看似
一种坚守，而实际上是一种无奈。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
市，乡村学校的生源逐渐萎缩。在这种背景
下，一些偏远的乡村小学出现了学生数量锐
减的现象，甚至有的学校只剩下寥寥数名学
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乡村小学依然
在正常运转，可教师能否安心工作，教学质
量能否得到保证，可以说都是一个问号。

只有一名学生的乡村小学真的还有必
要办下去吗？从教育公平和人文关怀的角度
来看，“一个也不能少”，保持这些乡村学校
的运转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从实际操作和
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这样的安排却面临着
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学生数量过少，学校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教育资源无法得到充分
利用；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对于
本就紧张的乡村教育经费来说无疑是一种
巨大的负担。

乡村小学“一师一生”，绝非长久之计。
乡村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是不少地方无
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一方面，对于那些
学生数量过少、教学资源闲置的学校，可以
考虑进行合理地撤并，将资源集中到乡镇中
心学校等规模较大、教学条件更好的学校，
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在撤
并学校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
需求和家庭情况，做好交通、住宿等配套设
施的建设，确保学生能够安全、便捷地上学。
同时，对于一些有特殊需求或家庭困难的学
生，政府和社会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让他们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

乡村教育的发展不仅关乎乡村孩子的
未来，也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平与进步。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
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农村学校布局既要有利于为学生提供
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又要尊重未成年人身
心发展规律、方便学生就近入学；既要防止
过急过快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过于集中，又要
避免出现新的“空心校”。新生村小学的“一
师一生”现象虽然令人唏嘘，但它也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行动的契机。当然，解决
乡村教育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政
府、学校、社会和家庭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也不能让任
何一个乡村学校成为教育的孤岛。

关东客

女博导秀肌肉招生
学者也可以有“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