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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海职业教育师生参赛、办赛硕果累累

技能点亮梦想，成就出彩人生

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技能人才是支撑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的

宝贵资源。为此，近年来，上海职业教育牢牢抓住技能大赛这个撬动人才发展

的支点，不断培养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需求的高技能人才。

作为孕育技能人才的舞台，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日前完成所有

项目的比拼。今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31个赛区举行，共设19个大

类、134个赛项，赛项数量明显增加。此次上海职业院校共派出242个代表队

参赛，其中包含41所中职学校和26所高职院校，参赛人数大幅增加，基本覆

盖了上海的大部分职业院校。

在这场为年轻“大国工匠”搭建的追梦、圆梦舞台上，上海职业教育师生成

绩亮眼——上海41所中职院校参加了38个赛项的比拼，共获得一等奖2个、

二等奖19个、三等奖34个；26所高职院校参与了77个赛项的比拼，共获得

一等奖9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42个。赛项获奖率与院校获奖率均有提升。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成为职业教育每年一度的盛会，是学生展示职

业风采和职业能力的重要平台，是促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助推器。通

过比赛，全社会营造出“崇尚技能、劳动光荣”的氛围，职业教育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各职业院校交流互鉴、共促发展。

有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斩获一枚金牌，操
练“十八般武艺”

文旅市场明显复苏，“打卡式”旅

游不香了！那么，旅游服务行业所需

的人才是否也要转变？

今年9月6日至7日，2023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导游服务”

赛项在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61支队伍参与角逐。

“你带的团中，有客人行李箱丢了怎么

办？”在导游英语口语测试中，这是选

手要面对的80个考题之一。

以赛促教。不少职业院校都从这

场比拼中，嗅到了旅游服务行业对人

才文化内涵的要求正在提高：不仅要

求选手关注热门景区，还要有对小众

景点的深入挖掘；导游不仅是讲解词

的“复读机”，还应有“十八般武艺”样

样通的讲解技巧。

来自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

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王伟是上海代表

队参赛选手之一，他凭借出色发挥获

得“导游服务”赛项一等奖。王伟不仅

专业技能过硬，还拥有“十八般武

艺”。参加国赛，王伟的开场别具新意

——用口琴吹响电影《八佰》里的音

乐，以此引入自己的讲解。“口琴是特

意学的，希望有这样创意的开头打动

裁判。”

口琴并非王伟独有的技能。这几

个月，王伟每周都去外滩附近拜师学

艺，跟随专业老师学习魔术，准备在此

次比赛的才艺运用板块大展身手。按

照他的预设，他将在北京环球影城的

霍格沃茨学院片区，为所带的亲子团

表演魔术。“不光是为了比赛，若今后

真的成为一名导游，也能运用到带团

之中。”王伟笑着说。

今年的国赛中，上海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教师杨春雷既作为指导教师，也作

为参赛选手，和学生组成赛队，一举获

得“智能电子产品设计与开发”这一师

生同赛赛项的全国一等奖。作为获奖

多次、经验十足的参赛团队，杨春雷认

为，学校总是能获得好成绩的秘钥之

一，便是在学校建设了学生工作室。

2019年起，为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和探究，学校开辟专业教室、配置了3D

打印机等专业设备，在校内设立学生

工作室。慢慢地，杨春雷发现，许多学

生自发到工作室里研究讨论，学习和

动手氛围浓厚。

趁热打铁，为了培养学生们对专

业学习的兴趣。不时地，学校还会带

着学生们到相关企业进行参观学习，

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全过程。

学生工作室不断完善后，杨春雷

干脆将校企合作的企业真实需求项目

带进学校，邀请工作室成员完成产品

的设计和研发。在此过程中，学生不

仅在面对真实产品需求研发过程中历

练本领，更是获得满满的成就感。一

代又一代的成熟技能人才孕育出来，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级各类技能赛事

的储备人才，完善的人才梯队建制，让

学校一直保持在比赛中收获满满。

在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中职组）“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开

发”赛项中，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选手

潘臣洋在教师李景晖的指导下拔得头

筹。作为一年级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的

“新秀”，潘臣洋仅仅备战3个月就获得

这枚金牌，背后是他和教练智慧训练

的成果。

在李景晖看来，学生参加各类技能

比赛不仅是一项挑战，也是一次深刻的

学习经验。“专业赛事台前比学生，台后

比的是老师。带队老师在比赛前，不仅

传授给选手知识，更要根据比赛题目、

选手的特点以及学校的专业优势，为学

生提供最佳指导。”对于不同年级的选

手，李景晖会调整个性化的教育方法，

而不是一刀切的知识传授。

为了让选手有出色的表现，在备赛

的那段日子里，李景晖不仅扮演“家长”

角色，照顾选手的衣食住行，还要对学

生精神状态和生活综合评估。在他看

来，只有全方位的关怀与引导，帮助学

生取得更好的技能大赛成绩。

刻苦训练之外，李景晖多次带队

斩获金牌的秘诀还在于，赛前对学生

开展抗压力测试。为了让选手在赛场

上灵活应变，李景晖和教练团队在选

手电脑上设置意外重启的小程序，培

养选手随时保存比赛作品的习惯，并

由此养成良好心态。同时，指导教师

还通过在旁边放置市场的声音，模拟

赛场上的嘈杂环境，提高选手应对能

力，帮助他们适应裁判的观察，提高比

赛中的表现。

今年的国赛赛场上，潘臣洋在比

赛过程中遇到了电脑死机的情况，作

为教练的李景晖站在赛场边紧张不

已。但正是因为在日常训练中增加了

抗压力测试训练，潘臣洋几乎每五分

钟就保存一次操作记录，他并没有受

到这次小意外的影响，而是顺利完赛

并获得金牌。

有敢为人先的创新
勇气：新赛项、新赛制倒
逼人才培养新模式

翻看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上海奖牌榜，“创新”成为不少赛项

的关键词。今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不仅出现了许多新赛项，即便是

传统赛项，比赛的内容也跟随市场对

人才的需求而不断转变。

“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便是今年

首次设立的新赛项。赛事要求参赛选

手需在规定时间内，独立与合作完成

包括信息化建模与方案编制、施工图

识读与施工模拟、技能实操三个竞赛

模块的任务，重点关注参赛选手的专

业技术技能、创新能力、职业素养、团

队协作能力等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助力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能工

巧匠的培养和选拔。

斩获此项赛事一等奖、来自上海

城建职业学院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的周建文表示：“我们从暑期开始备

赛，四个多月训练是艰苦的，集训队的

小伙伴们夜以继日在实训室里反复练

习，仔细推敲每一

个模块内容。在这

个过程中，大家践

行鲁班精神，专注

专研、精益求精 。

我们坚信，只有付

出努力，才能收获

成功。”

今 年 国 赛 的

“新”，同样体现在

赛制上的突破，今

年的国赛设立了师

生同赛的新赛道。

本次上海赛区共参

与了其中15个师

生同赛赛项，占比

达到 93.75%。最终共获得一等奖 1

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11个。

指导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多年，今

年的赛场上，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

学院英语教师许欣燕根据国赛最新

要求，及时调整了备赛计划，完成了

自己身份的转变——她不仅指导学

生 比 赛 ，还 成 为“ 英 语 口 语（专 业

组）”赛项的选手。换言之，她和学

生组成赛队，要共同站上比赛场一

起争金夺银。

赛项性质的转变，让许欣燕不得

不直面挑战，同时也感到压力不小。

“以往我们习惯了作为教练评判学生，

如今成为选手被人评判，首先从心态

上就要转变。”许欣燕直言，起初她心

里还有很多顾虑，更担心如果教师没

有做好，反而拖了学生的后腿。

转变心态是取得好成绩的第一

步。许欣燕介绍说，赛前，她一边加

紧训练，一边给自己打气：“教师也

很难做到完美，教师也会出差错，关

键时刻，我要做好学生支撑作用，稳

定整个团队比赛的基础。”在第一个

分赛项的比赛中，学生选手表现欠

佳，一度紧张到失眠、吃不下饭。许

欣燕不停地安抚他，给学生在赛场上

有更多展示的机会。最终，师徒二人

凭借良好的发挥，斩获了该项赛事全

国三等奖。

与许欣燕有同样担忧的，是上海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控多轴加

工技术”赛项指导教师范仁杰。今年

国赛中，“数控多轴加工技术”赛项也

创新改制，成为了师生同赛项目。范

仁杰表示：“作为教师，反应速度还不

如学生，为了不给团队拖后腿，我每天

都在下班时间躲在办公室里练习，几

乎每天都比学生加练一两个小时。”

比赛中，与范仁杰一同搭档的学

生在绘制零件图纸时出错，导致一个

零件加工失败。范仁杰拍拍他的肩

膀：“没关系，别的团队也会出错，我

们需要做的，是把接下来的比赛内容

扎扎实实地做好。”七个小时的比赛

顺利结束，师徒二人获得该项目全国

三等奖。

在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式烹饪”赛项比拼中，上海市城市

科技学校教师张越之与两名学生共同

组成参赛队，获得二等奖。

至今回忆起赛前训练的时光，张

越之都觉得既艰苦又幸福。按照比赛

要求，每个参赛团队要在50分钟时间

里，完成9个包子的制作任务。一只包

子的花纹不少25个，且花纹均匀、花纹

较长者，得分越高。“以练习包包子为

例，我每天都要利用上课之外的时间

进行练习，每天至少制作60只包子。”

张越之笑言，为了鼓励选手们参加比

赛，那段时间，全校教师吃了一个月的

包子早餐。

张越之说，以往在指导学生比赛

时，有时候觉得学生表现不理想，恨

不得自己冲到赛场上完成项目。如

今当自己站在比

赛的赛场上，就

能设身处地地感

受到选手们紧张

的比赛情绪和面

临巨大的压力。

“这次比赛经历

对于教师而言也

是宝贵的财富，

在接下来指导学

生过程中，教师

会更有同理心，

更有赛场经验，

对于师生双方都

很有利。”

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温度：承办六个国赛项
目，反哺一线课堂教学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国赛中，上

海1所中职学校和5所高职学校还分

别承办了6个国赛赛项，创下近年来上

海承办赛项最多的纪录。这一方面印

证了上海职业院校在专业建设上的综

合实力，体现上海在相关产业人才培

养上先行一步；另一方面，高标准的专

业办赛和周到的赛事服务，彰显了上

海职业教育的气度和温度。

10月27日至30日，为期四天的

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赛项在上海城

建职业学院举办。本次比赛吸引了来

自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赛代

表队的171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经

过激烈角逐，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等6支

代表队获一等奖。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数字建造学院

院长刘亚龙直言，过去，国赛中土木工

程类的赛项只有一个，全国700多所设

有土木工程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比拼

十分激烈。今年，国赛项目进行调整，

土木工程类赛项数量增加，城建学院

也因此抓住机遇，成为了新设赛项的

承办单位。

承办新赛项不无道理。2020年，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设立智能建造相关

专业，也成为全国首批设置相关专业

的高职类院校。2021年，学校装配建

筑工业技术专业在第三方评价中，被

认定为全国排名第一。扎实的专业建

设基础，为学校承办赛事奠定优势。

赛后，刘亚龙邀请参赛选手们模

拟比赛现场，录制了所有比赛过程的

影像资料。按照刘亚龙的想法，主办

过程的点点滴滴都可以进行资源转

化，这些留存的影像资料都将一一转

化为数字教学资源，并免费供给全国

同类院校参考，共同促进教学进步，彰

显上海职业教育的气度。

今年7月，上海电子信息技术学校

室内体育场里，来自全国的60支高职

院校队伍、120名学生正紧张地参与

“5G组网与运维”赛项的比拼。赛场外

小雨纷飞，上海电子信息技术学校通信

学院副院长李元元却发现，每位参赛选

手手里，多了一把透明的雨伞，这是学

校备赛团队细心为选手们准备的。

自从接到承办赛事的任务后，上

海电子信息技术学校十几个部门联合

起来，成立7个备赛小组，先后召开五

六次协调会完善学校承办赛事的组织

保障工作。向所有参赛队伍提供接站

服务，为少数民族参赛队精心准备清

真餐，避免有些选手不适应下雨降温

的天气为他们准备好应急医疗设备

等……在李元元看来，比赛总有输赢，

但如果能提供热情周到的比赛服务，

也能让参赛师生倍感温暖，体现上海

职业教育的温度。

2023年8月底，随着化学实验技术

赛项裁判专家组审阅后，对着上海信

息技术学校化学实验技术专业负责人

范学超比出一个ok的手势，已经连续

两三个月没有休息过的范学超长舒一

口气：“这说明，我们承办这项赛事的

赛前准备工作，已经圆满完成了。接

下来就等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

和团队精彩表现。”

2019年，化学实验技术被列入世界

技能大赛项目，为了与国际赛事接轨，

今年，“化学实验技术”赛项阔别国赛赛

场三年后，再次列入其中。承办比赛，

范学超将其视为一次向全国各个院校

学习的机会。他直言，上海信息技术学

校从1996年组建实训室，其技能与理论

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走在全国前列，化学

实验技术专业也成为了全国重点专

业。如今赛场上，范学超总是以“挑剔”

的目光审视自己：“坦白说，外省市不少

团队和学校在化学实验技术专业建设

上不断进步，某种程度上已经赶超上

海。”以赛促建，这是我们不断向他人学

习、取得更好进步的起点。

鲜衣怒马少年郎，技能赛场显锋

芒！未来，会有更多上海职业院校师

生站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舞台

上，用技能点亮梦想，奋进逐梦，成就

出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