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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职教育集团学校
与企业共建
首批“一体化班”

12月11日上午，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
校举行“经开区智控一体化班”“工商联国商一体化班”
开班仪式，这是该校与企业共建的首批“一体化班”。

据了解，该校两个“一体化班”由瑞安市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瑞安市工商联牵头，依托瑞安市教育局、温
州职业技术学院瑞安学院、瑞职教育集团学校，联合瑞
立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瑞安知名企业共同组建。各方按
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签订合作协议，充分发挥

“政、行、企、校、研”组合效应，创新办学机制，推进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促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更好地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

“经开区智控一体化班”和“工商联国商一体化班”
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的，以企业人力资源
及急需岗位需求为导向，学院、学校、企业三方合作，采
用“中高职一体化”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实现“招生即
招工，入校即入职”。瑞职教育集团学校校长谢炳冲说：

“一体化班育人模式不仅可以解决企业的人才需求，也
能满足中职学生毕业后先升学后就业的愿望。”

根据协议，合作三方将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开
发课程、共同编写教材、共同建设基地、共同进行实践能
力考核、共享校企师资、共享生产性实践设施，从而达成
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真正培养一批适应地方
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燕平

商报讯（记者 陈燕平）12月12日，全
国第三届小学STEAM课堂教学观摩与学
术交流研讨会在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举
行，上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老师齐聚
一堂，探讨STEAM课堂的最新教学成果。

校园即课堂，养兔子也能迸发“金点
子”。来自中通学校的郑仲仲老师带着孩
子们探究如何改建“疯狂农场”中的兔之
家，演示该校STEAM课堂学科融合的特
色。学生们通过实地考察，总结出现有“兔
子笼”存在的缺陷，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兔子
的生活习性并归纳兔笼必须要有的功能。
在现场课堂上，学生将蕴含自己想法的设
计图进行展示，并接受同学们的提问与质
疑，让课堂成为所有人的展示台。学生们
在接受建议并反思、改进的过程中，逐渐养
成“思辨”力。“学生的设计图更是让我很惊
喜，三视图和3D软件，形象直观！”一位与
会老师表示，观察、展示、接受检验，这对学
生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堂课上，郑老师还
结合大数据平台，利用问卷形式收集现场
评分与建议，学生们不仅可以在“互评”中
改进作品，老师也可以利用“大数据”实时

生成图表，直观了解评价结果，“这为课堂
评价开启全新模式。”与时俱进的科学
STEAM学习课堂成为被点赞最多的地
方。

用理性的数据如何敲开艺术的大门？
吴乔乔老师的《探秘共鸣箱》一课，带领学
生用声音分析仪器测量声音频率，计算共
鸣箱尺寸，制作乐器。当全场老师感叹声
学知识很难，担心学生是否能理解时，学生
用行动给了全场老师一个答案——实践是
探索之路的开始，探究由问题而来，又会不
断产生新的问题。当第一声清脆的弦音飘
荡在会场时，全场老师们报以热烈掌声，既
是对学生的肯定，也是对STEAM课程所

赋予学生的探索实践精神的褒奖。
基于其他小组的铝丝陀螺制作说明

书，你能制作一个一模一样的陀螺吗？在
王小梅老师的《工程技术文档写作》课上，
不一样的反向思维教学，不仅可以检验不
同小组的产品制作说明书是否书写到位，
还能让课堂“变身”质检台，通过实战让学
生结合前后两个陀螺和对应的产品制作说
明书，找差别、补不足。学生从设计者和制
作者的不同角度不断思考一个好的产品制
作说明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材料说明、精
确的数据、清楚的步骤和精准的三视图。
让学生在制作和反思中不断明白工程技术
文档写作对产品质量至关重要！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执行校长朱小雪
认为，STEAM项目的问题应该源于学生
的生活，问题从学生中来，在问题解决过程
中会伴随学生巨大的成长。中通国际学校
的STEAM探索一直与时俱进，这也是科
学探究精神的真谛。朱校长说，学校通过
环境建设、课程设置、活动开展，将大大小
小的课程项目落实下来，促进了学校教学
理念的落地，也促进了学生的更好发展和
心智自由。

STEAM课堂“变身”质检台
全国小学STEAM课堂教学研讨会在中通国际学校举行

贴近身边需求 注重人文情怀

青少年创客文化节“生活”气息浓

实战赛出水平

12月6日-7日，温州首届中小学
生创客大赛同期举行，此次大赛首次采
取现场实战形式，分别设置了创意智造
和任务挑战赛，其中128名选手参加创
意智造比赛，现场完成创客作品，经团
队展示答辩，共评出一等奖4项、二等
奖8项、三等奖12项；60余名选手参加
任务挑战赛，完成戈德堡实验，共评出
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4项。

如何让低龄孩子学会编程中的顺
序、循环？一批富有创意的教具在青少
年的创意中诞生。“机器龙”产品设计最
完备，外形呆“萌”，它通过让孩子投球、
选择控制按钮来展示出口路径，在学习
中培育“顺序”意识；来自乐清中学的陈
炳树和组员将“计算思维”融入到作品
中，通过学习路径选择让幼儿掌握最初

级的编程思维，获得了高中组一等奖。
“如何增加可玩性，让娱乐化功能更突
出，这是我还可再突破的地方。”陈炳树
说，他将参加12月19日至21日在诸暨
市城新小学举行的2019年全省中小学
生创客大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

“今年第一次采取实战赛，对孩子
是种历练。”浙江省乐清中学李曙强老
师认为，现场随机分组、现场搭建、调
试、路演与评审、答辩，整个大赛持续两
天，有限时间内对任务的合理分配与解
决，是最考验参赛者的。“激光切割、3D
打印、各种比赛套件非常齐全，这是本
次大赛最厉害的地方，孩子们各显神
通，全面融合。”现场一位老师介绍，孩
子们还使用轻泥、水彩笔、雪糕棍等，让
不少成品充满“趣味”。

☉商报记者陈燕平

抱只小狗在怀里，跟它诉说着自己的小郁闷，它还能跟你对话“安抚”你的心
情。12月7日，在温州市第六届青少年创客文化节活动中，各个中小学设计的创意生
活伴侣、学习伴侣等，吸引了学生和家长驻足。

据介绍，本届创客教育文化节以“智创无边、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立了基地展
演、创客TED演讲、创客表演等15个展区共67个展位，并组织拍卖学生的创客作
品，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浙江省红领巾公益基金会。

创意助力生活
“有时候心情低落，别人安慰的方

式或者说的话不一定能平复心情。”来
自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2019级2班的
同学介绍，她们几个小伙伴一起制作了

“人工智能情绪伴侣”，它可以根据你的
“诉说”判断主人心情，陪你聊天，倾听、
安慰小主人。“我们设定的回复和安慰
都是学校里同龄学生最常说的话，或者
金句，很多小伙伴都被‘秒治愈’。”

在今年的青少年创客文化节成果
展示中，你会发现学生创意大都源于生
活，智能垃圾分类帮助大家学习有效分
类，偶尔放松心情的智能打靶机，治愈

“懒癌”群体的mini智能房屋……而来
自龙湾区第二小学的李简茗却将目光
关注到一群特殊的群体。“一次看到新
闻，我发现盲人在当下生活中出行不
便，设施不完善。”她设计的“智能娱乐导
盲鞋”将可帮助主人识别路面情况，尤
其是在道路设施不完备的区域，提供障
碍提醒，遇到台阶会“震动”，到了晚上鞋
子底部一圈还装有反光灯带。“这是为
了让行人注意，不要误撞误伤到他们。”
李简茗补充道，她还特别设置了危险求
救功能，以帮助鞋子主人应对各种突发
情况。

站在大屏幕前，配合着PPT、视频讲述着自己的创
客故事。本届文化节现场，老师和学生创客分批站在台
前，用时下最流行的TED演讲方式自信地展示着自己探
索创意、实践创客教育的心得体会。

同时，本次参与展示的67个展位不仅邀请了各县
（市、区）学校展示创客亮点，还有来自全国的创客工作
室参与其中。最小的“创客”来自文成县大峃镇凤阳幼
儿园，大班的吴歆湉熟练地演示着畲族腰带的制作手
法——牵带、拉综、吊牛，一板一眼地介绍，获市民点赞。

据了解，温州从2016年起就推进中小学创客教育
发展工作，提出了创客教育“五个一”工程，鼓励各校积
极开展地方化、校本化创客课程研究。截至目前，市县
校三级实现了创客教育全覆盖，开展创客教育的学校达
926所，创建创客基地202个、创客空间学校671所，累
计形成了创客教育课程2000多门、校园创客社团1000
多个。

另外，主办方还举行了第五批温州市“创客教育基
地”学校授牌仪式，为本年度评定的温州中学等48所学
校集中授牌。

多样展示创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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