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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金震

对于青岛电子学校而言，近期好消
息可以说接踵而至，崔西展校长获评山
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并作为代表在山
东省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发言；学
校更是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摘得了这项全国教育系统最高的集体荣
誉，继续扛起了青岛职教的这面旗帜。

改革发展始终站在职教前沿

在第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省举
行庆祝教师节暨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彰大会，其中一个熟悉的身影
就是青岛电子学校崔西展校长，获得了
“山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并作为
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发言，这无疑是对
学校多年来在职教领域潜心育人的褒奖
和激励。
作为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青

岛电子学校一直走在改革创新、提高管
理水平的最前沿，构建起深层次、多角
度、全方位、可持续的中职教育体系，学
校综合管理经验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
每年都有近百家全国各地职校前来学习
交流。崔西展校长更是以大职教的情怀，
甘当职教的摆渡人，先后荣获全国优秀
教育工作者、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全
国黄炎培杰出校长、山东省富民兴鲁劳
动奖章、齐鲁名校长等十几项荣誉。
青岛电子学校秉持“成就一个学生，

幸福一个家庭，奉献整个社会”的办学理
念，铺就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和谐互动
之路，始终站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最

前沿，还率先提出“1+1+1”人才培养模
式，即培养每个学生掌握一项技能，为学
生奠定立业之本；发展一项特长，为学生
铺平立人之路；培养一项兴趣，为学生开
启创造之源。在深入落实青岛市育人“十
个一”工程中，优化育人模式，为学生的
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基。

德技双馨服务学生终身发展

培养有素养、有技能、有情趣的人，
培养能够立身立业、有幸福感的人。学校
探索和建立全员育人导师制，形成了人
人参与德育管理的良好氛围，把立德树

人、育人为本烙印进实践。“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暨师德教育月启动仪
式上，每一位电子人的故事都诠释着不
忘初心。如刘天真秉承教育初心，关注学
生职业道德规范和潜能，一路做好了学
生职业成长的引路人；一线教师蒋松德
用19载春秋，与学生一起经历风风雨雨，
钻研带大赛为国育匠人。邹旋则怀揣教
育梦想恪守为师之本，十八载春秋里让
语文走进学生心中，让热爱生活的种子
在学子心中发芽。
正因优秀团队不忘教育初心的实

践，一项项荣誉和成绩纷至沓来。学校先
后获得山东省文明单位、山东省职业教

育先进集体、山东省教育教学示范校、山
东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单位等近200项
荣誉。连续五年局属学校考核优秀，其中
连续三年获得职教组第一。参加第16届
全国NOC大赛，获得两项国家科技部批
准的“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和
多个一、二等奖项。近年来在全国技能大
赛中获得9金，26银，10铜的好成绩。

与时俱进建活力职教大格局

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
关，多年来，青岛电子学校立足区域经济
发展，坚持贴近产业，主动对接企业，在
传统的计算机、电子、电气专业的基础
上，先后开发创建数字媒体、风电场机电
设备、3D打印、物联网、光伏发电等新专
业。搭建起了“3+4”本科贯通培养、3+3
+2中日硕士、3+4中美、五年制贯通、三
二连读大专、普职融通、职业中专七个人
才培养平台，形成了多专业、多层次可选
择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立交桥。
此外，电子学校还积极地走出去，培

养国际化人才发出中国声音，在服务国
家战略布局中，积极拓展国际化办学空
间。不仅开办了中加、中日、中美多个专
业的合作项目，创青岛职教国际化先河，
还成为青岛市中德电子信息类职业技能
培训认证中心项目工作站，并与澳大利
亚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共建澳大利亚
职业教育中国教学中心。学校还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号召，与尼泊尔悉达多瓦
纳斯塔力学院就共建电子、电气及光伏
发电专业达成共识，并将于近期在尼泊
尔开设分校，积极打造着新时代活力职
教的大格局。

站在职教前沿 建活力大格局
青岛电子学校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校长获评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60后
出于经济考虑读了师范
后来深深爱上这份工作
出场人物：青岛16中赵文祥老师

1967年出生的赵文祥老师，1990
年参加工作，后来从河北来青岛任教，
细细算起来已有近30年教龄。赵文祥从
小学习成绩优异，初中在县里是前两
名。初中毕业时，他选择了到中等师范
学校就读。其实，班主任不愿意他读中
等师范，鼓励他考高中。但赵文祥家庭
条件有限，出于经济考虑去了师范学

校，之后又考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毕
业进入了教师行业。
在当时，大学生可以说是香饽饽。

但赵文祥老师刚刚参加工作时，感觉教
师社会地位不算高，工资和奖金相比生
产单位偏低，身边有不少教师选择了转
行。而他从事这个职业之后，爱上了这个
岗位。“教师是一个教育人、培养人的工
作。”他告诉记者，这份工作给了自己成就
感。之前在河北任教时送出的第二批学
生，两年前还邀请他回河北重聚，回首师
生情。看到当时的毕业生功成名就，赵文
祥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如今再回首当年
的教育，他觉得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
经不单是一块黑板和一支粉笔，教学手段
越来越丰富，课堂效率提升了。社会和家
庭对教育也越来越重视，让这个职业的社
会意义越来越大。

70后
刚工作时身兼数职
一天至少要上五节课
出场人物：张村河小学孙建玲老师

从青岛师范毕业之后，孙建玲一头扎
进学校，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1974年
出生的她告诉记者，自己是1994年入职
学校的。在确定入读教师专业之前，还曾
专门与父亲研究，对很多专业进行了分
析，最后还是坚定地选择师范，并且最终
走上了教师的岗位。
当时小学还主要以代课教师和民办

教师为主，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可以说是香
饽饽，老师也多数身兼多门功课。她记得自
己当时进入学校后，要承担语文、数学、英
语等多门教学，身兼数职一天至少要上五
节课。那时，孩子们以文化课学习为主，压
根没有特长课，也就谈不上兴趣的培养。

不同的时代，同样的
教师节之际倾听教师讲述自己的故事，感受时代变迁

□半岛记者 刘金震

教师是那个传道
授业解惑的人。第35
个教师节正式到来，记
者近日采访了几位老
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
求学故事，讲述踏上教
师岗位之后的感悟，也
通过他们的故事了解
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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