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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推进“15分钟
家庭教育服务圈”建设，点位全面
覆盖全市16区，编织一张“人人、
事事、时时、处处”的家庭教育服
务网，让人民城市服务惠及更多
范围。记者最新获悉，在前期全
市4个试点区基础上，来自其他
12个区的150余家上海家长学校
街道（镇）工作站6日正式成立，实
现了全市所有区域的全覆盖。

教育部等17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
工作方案》，提出让政府统筹、部
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
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更
加完善。上海如何解决家庭教

育“最后一公里”问题？上海家
长学校“15 分钟家庭教育服务
圈”建设，以遍布全市的服务站
点为依托，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
载体，以家长学校与中小学、妇
联等协同为助力，把科学适需的
家庭教育内容送到家长手中。

记者了解到，在实现全市所
有区域的全覆盖同时，上海市社区
家庭教育联合体同时成立，联合体
由上海市教委、市妇联和上海家长
学校共同组建，联动市、区、街
（镇）、居村四级网络，整合各级家
长学校、社区家庭文明建设指导中
心、“家+书屋”、社区家庭教育指导
站（点）等各方资源，搭建常态化社
区家庭教育平台和活动载体。

从平凉路第三小学郑小燕校

长，到奉贤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
学戴宏娟老师，上海家长学校在推
进会上还聘请百位上海家庭教育
领域的“名校长”“名教师”“名家
长”。他们来自全国家庭教育创新
实践基地、上海市家庭教育指导名
师工作室、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
名师培养工程以及家庭教育示范
校等，以“专家”“讲师”和“志愿者”
的身份深入社区，开展讲座、活动、
提供咨询指导等。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
记、市教委副主任顾红亮表示，
让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更便捷
地进入寻常百姓家，由此夯实家
庭教育根基作用，建好家庭教育
源头活水，开创家庭教育发展新
局面。上海开放大学党委书记

闵辉希望，各区加快推进“一区
一特、一街一品”家庭教育品牌
建设，充分发挥“名校长、名教
师、名家长”家庭教育专家团队
的辐射效应，汇聚“校家社”多方
力量办好家庭教育。

从少年儿童到银发一族，这
座终身学习型城市都在努力为
之供给。同日，上海老年大学在
位于长宁区的绿地金庭庄园幸
福里新设金庭分校，探索上海老
年教育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也
成为上海“市-区-街镇-居村
委”四级老年教育办学体系的重
要组成。

作为沪上创建历史近40年、
办学规模最大的老年教育机构，
上海老年大学划归上海开放大

学管理后，今年获批成为国家老
年大学上海分部，现主要有黄浦
区南塘浜路校区和徐汇区钦州
书院两大校区。上海开大副校
长、上海老年大学校长王松华透
露，老年大学作为牵头单位，通
过组建教育联盟，形成“1+N”的
联盟体系，每年为超过10万人次
的老年人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此次通过与养老机构合作，
上海老年大学与金庭养老共建
分校，打造高端养老教育平台，
进一步推动老年教育提质扩容，
不断加大学习资源供给。未来，
还将携手上海老年教育联盟校
共同推动上海老年教育事业发
展，助力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艰难适应突变的比赛规则
夺冠后，城建职院金奖队伍

的队员李双和小伙伴们兴奋无
比，也深觉胜利来之不易。

记者获悉，此次赛事规则发
生了重大改变：参赛团队人数由
原来的统一人数转变为自主确
定（2—4人）；竞赛内容从统一的
技能操作升级为同步进行技能
操作和现场讲解，技能操作重点
考核专业技能熟练度、规范度以
及解决技术难题的创新能力，现
场讲解则要求介绍总体思路、技
能要点、主要成果、项目创新等；
竞赛时长由去年7小时缩短至1
小时；评分要素以“突出能力导
向、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创新因
素、确保公平可比”为原则，围绕
技能水平、职业素养、应用价值、
团队合作、创新创意等方面进行
考核。

指导老师陈士达得知赛事
规则发生重大变化后，觉得压力
倍增。

“按照以前的规则，只要学
生个人技能突出，能和团队配合
好，就可以了。以前只是关注技
能实操方面的考察。队员们全
程不需要表达。但今年，他们不
仅要在实操能力上脱颖而出，更
要擅长将做的事表达出来。”这
让陈士达犯了愁：队员们虽说技
能水平较强，但表达能力有限。

于是，教练组找到了其他老
师当观众，训练队员补足短板。

整整一年，队员们都按照以
前的比赛模式苦训。“尽管实训
条件很艰苦，但队员们丝毫没有
怨言。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通过大赛提升技能水平
此次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

夺冠队伍的4位成员分工有序，

其中韩淳负责项目的规划、执
行、监控和收尾；李双负责叠合
板的深化设计；张敬文负责叠合
板生产的钢筋绑扎部分；姚熠嘉
负责叠合板的质量检测部分。

比赛的规则是，需要队员们
在短短一小时内生产预制板。
四人队伍分别对应的是项目负
责人、图纸设计师、施工队队长、
监理的角色。

李双眼下正在寻找实习工
作。他感到，经过一年的训练，
他和其他队员们的技能水平有
了明显提升，通过比赛学到了很
多知识。

“就以钢筋绑扎来说，真的
非常考验熟练度。之前吊装实
操的时候，我们需要到户外操作
小型吊机。比赛规则改革前，吊
装的时候需要几个人一起配
合。赛事规则发生变化后，我们
几个根据自己的强项有了分
工。”李双表示，学校对比赛非常
支持，不仅提供先进的设备，还
给队员们到真实工厂参观生产
流程的机会。

姚熠嘉表示，“备赛期间每
一次训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都
是艰苦的，赛场环境复杂多变，
必须培养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
和应变能力。在竞赛中，我们经
历了各种压力和困难，但我们团
队成员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共
同面对挑战，成为取得本次优异
成绩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比
赛，也为我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挑
战积攒了宝贵经验。”

看到学生们夺冠，指导老师
陈士达感到无比欣慰。“学校充
分发挥校外实践基地人才培养
功能，送参赛学生到校企合作企
业开展实践学习活动，以实际工
程为案例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和
职业素养。学生们还在实践中

自主发现一线问题，并灵活运用
在校所学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方法，与我们探讨解决方案，这
个过程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意识，
提升了解决问题和团队协作的
能力，充分体现了以赛促学、以
赛促教的优势。”

选拔高素质人才对接市场需求
据了解，自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升级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以来，今年的赛项在参赛团
队、竞赛内容、竞赛时长及评分要
素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本届
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赛项以“技
炫青春 能创未来”为主题，突出

“技能、学校和师生、国际交流”三
大元素，结合装配式建筑等特点，
针对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岗位的
实际需求和实践要求，着重考察

选手的技能创新能力。
赛项裁判组贺嘉表示，在本

次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赛项中，
参赛选手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刻洞察与积极融入令他印象深
刻。“选手们巧妙融合装配式建
筑技术与乡村振兴实际需求，彰
显了装配式建筑在优化农村居
住环境、驱动乡村经济跃升方面
的巨大潜能。”

对于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
领域的未来，贺嘉满怀期待与信
心。“随着技术进步与应用场景
的拓展，装配式建筑将在建筑行
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智
能建造技术的引入，将大幅提升
装配式建筑的施工效率与质
量。这种技术的融合与创新，不
仅助力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与
持续发展，更将为人们的生活增

添便利与舒适。”
他认为，此次大赛作为2024

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关键
一环，其规模与影响力正持续扩
大，为职业教育、建筑工业化及智
能建造领域注入新活力。大赛聚
焦于培养具备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的高素质智能建造人才，精准
对接市场需求。技能大赛不仅是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也
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驱动力。

“从行业影响与贡献的角度看，本
次大赛将有力推动职业教育的革
新与发展，提升教学质量。大赛
促使职业院校明确教学目标，优
化课程体系，并强化实践教学环
节。同时，大赛中的优秀作品与
成功案例将为高校教师提供宝贵
的教学素材，助力教学方法的改
进与教学效果的提升。”

他们斩获“金奖中的金奖”
上海城建职院通过赛事提升学生技能 选拔人才对接市场需求

解决家庭教育“最后一公里”
全覆盖！上海家长学校15分钟服务圈遍及各区

城建获奖团队学生和指导教师合影。 受访者供图

记者获悉，刚刚落幕的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高职组土木建筑赛道——装配式建筑
智能建造小组（赛项）上，来自全国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8支参赛代表队，共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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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代表队荣获金奖。其中，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斩获金奖第一名，相当于

“金奖中的金奖”。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