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
聪、 通讯员孙长德报道：12
月 27 日， 广东职业教育又
添新活力。 机械行业精密制
造（华南）职业教育集团成
立仪式在广州市机电技师
学院召开。

据介绍，教育集团将促
进校际联合与校企合作，共

同打造精密制造技术专业
性职教品牌，推进华南地区
精密制造产业发展。

机械行业精密制造（华
南） 职业教育集团由全国
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
中心批准成立， 由广州市
机电技师学院牵头组建 ，

包括 27 个院校和 35 个企
业组成。

此次大会还举行了机械
行业精密制造（华南）职业
教育集团成立仪式、为“集
团”副理事长单位及常务理
事单位授牌仪式、职教集团
成员单位共建生产性实训
基地揭牌仪式。

据介绍，2019 年依据学考成
绩招生录取实行统一填报志愿、统
一组织录取，省内各高职院校安排
的依据学考成绩招生计划，原则上
不低于本校本年度申报招生总计
划的 50%。

要求文科、理科考生的 3 门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均须获得
等级成绩，且至少有 1 门达到 C 级

及以上等级。 体育、艺术类考生的 3
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至少
有 2 门学科成绩达到 D 级及以上
等级。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 须在
规定时间登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普
通高考管理系统考生端填报志愿。
考生可填报一个平行志愿组 6 个院
校志愿， 每所院校可填报 6 个专业
志愿、1 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

设立国际家庭日、 倡导
家庭教育立法， 这些都是在
做大环境， 形成全社会重视
的家庭教育氛围， 关键的责
任角色还是家长。 大环境与
小环境的共同作用， 才能实
现真正的“美好生活”。 北京
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
东平说过：“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个老师， 也是终身和永远
的老师， 有自己责无旁贷的
特殊功能。 家庭教育的功能
是学校所不能代替的。 把孩
子教育全盘托付给学校，是
家长的失职和渎职。 ”

蒋亚辉也指出， 家庭应
该肩负起孩子思想道德教
育，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促使孩子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等。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葛彬
教授也强调， 家庭教育跟学
校教育不一样，“家庭教育更
注重‘德’的教育，立德树人，
首先要家长先立德， 家长才
是孩子的起跑线。 ”她建议，
每一位家长都要重视家风、
家训的传承， 要学会如何当
家长， 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家
庭教育体系。

夏涛对此也深有感触：
“家才是孩子真正的心灵港
湾，对孩子而言，家庭不仅仅
是家的概念， 还是温暖和温
馨的处所。 学校教育更多是
以班级和团队为主的集体教
育， 而家庭教育更注重孩子
的个性， 家长首先要懂自己
的孩子， 为孩子的个性化教
育提供最好的土壤。 ”

（文/何宁）

多措并举营造学
习氛围

学风建设是学校发展过程
中的关键，是学校办学水平的风
向标，更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
要组成部分。优良的学风是保证
提高学习质量的重要条件，更是
学校创品牌、谋发展的基础。

华夏职院不断在学风建设
方面狠抓落实，以“三合一”育人
模式为主要抓手， 二级学院、部
门共同配合，竭力为学生营造学
有所长、生活充实的氛围。

“三合一”育人模式作为学生
管理方面的特色模式， 受到了各
级领导的赞誉和各兄弟院校的借
鉴，华夏职院不断优化工作方案，
坚持正确的方向， 针对不同年级
的学生，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针对新生，抓细抓实入学教
育，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启蒙教
育，打开学生心灵之门。 组织新
生辅导员在第一节班会前进行
集体备课，同时通过考试来检测
新生入学教育及《学生手册》、学
校规章制度学习的效果，不断强
化学生养成教育。

二级学院建立每天查课制
度及学管在线每周统一的查处
制度。与此同时，聘任班导师，与
科任老师形成联动机制，全面推
进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新
生晚自习的管理， 通过纪律管
理、 晚自习内容安排及引导，真
正活化晚自习效果，提升学生学
习的氛围。

与学生共同探讨
管理方法

对于“老生”，华夏职院则会
召开学风建设专题研讨会， 了解
学生工作中自身存在的不足，共
同发挥团队力量，围绕“学生升至
大二到课率下降” 等话题展开讨
论， 与学生共同探讨管理工作方
面的想法，听取他们的建议。

学校要求各二级学院制定查
课制度、班干部例会制度、每周班
会制度、 学生处每周检查班会落
实制度， 以此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养成自律恪守、良好的学习习
惯，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做到师
生共建“文明健康、整洁美丽、绿
色环保、充满活力”的校园。

同时，围绕学生工作，华夏

职院还组织开展了“拒绝早餐进
教室”、“五早新风我先行” 等主
题教育工作。

在高校，最贴近学生学习和
生活的莫过于辅导员。为了让辅
导员学通、弄懂学生工作各项业
务，提升其综合素质，做好学风
建设工作的第一把关人，华夏职
院学生处组织开展了学生工作
队伍培训班，就党建团建、制度
解读、宿舍管理、安全保卫、心理
危机干预、 学生资助政策解读、
军事技能等专题内容，作了详细
的课程安排和讲解。

华夏职院还在二级学院建
立“抓两头促中间”学风建设制，
严格要求老师；举办学生干部培
训班，结合学生活动开展学风建
设主题演讲比赛，让学生主动严
格要求自我，约束自我，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学风。

“学生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
摸索，不断巩固的工作，关系着
学校的发展。 ”华夏职院党委书
记李曲生表示，“学校将用更加
积极的态度开展各项工作，协同
学生工作干部，共同推进学生管
理工作稳步向前， 不断深化、巩
固学风建设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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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职院严抓学风建设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吴雪婷

日来， 广州市教育局与
羊城晚报社共同推出系列报
道———聚焦广州家庭教育系
列报道“家校共育 广州先
行”引发热烈反响，让不少家
长看到广州市教育局及各大
中小学正不遗余力地致力于
家校共育， 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 并营造了良好的家校共
育氛围。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广州市教育局推动家庭教育
的一系列举措，有规划、有示
范、有系统、有成果，广州市
正在构建系统化的家庭教育

“工程”。
有关专家认为， 广州市

家庭教育的“系统化工作”确
实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未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次系
列报道的采访过程中， 不少
专家给家庭教育工作献计献
策。有专家建议，广州市可以
借鉴国内外家庭教育的做
法，设立国际家庭日；也有专
家认为， 广州应尽快出台家
庭教育地方法规， 使家庭教
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还有
专家呼吁， 家庭教育的主体
角度是家长， 家长的自我成
长才能使孩子不输在起跑线
上。无论如何，我们可喜地看
到，在各方的努力下，广州的
家庭教育正从“家校共育、广
州先行”走向“家校共育、广
州示范”。

1983 年，在广州诞生了
全国第一所家长学校———乐
贤坊小学家长学校。 35 年来，
广州在推动家庭教育的工作
中取得突出成绩。 据了解，截
至 2017 年年底，全市有各级
各类家长学校 5474 所 ，其
中，443 所被评为优秀家长学
校，120 所被评为示范家长学
校，30 所被评为星级家长学
校。 广州市教育系统在多年
的实践中已形成独有的家长
学校建设标准， 被列为示范
作用的学校也形成了“四有
三优二突出一示范”的特色，
包括有名师、 有教材、 有平
台、 有课题或项目， 与此同
时，还致力整合资源、学校管
理、教学效果，实现创新理念
和办学突出， 形成文化影响
力，具有区域代表性。

目前，广州市已通过设立

“九有” 标准， 进一步深化家
庭教育示范学校的辐射作用：
在建设实践基地的过程中，共
组织亲子活动、 家教讲座、教
育研讨等 77 场活动； 积极推
动中小学家庭教育工作者的
专业能力，每年分期分批组织
中小学家庭教育骨干到全国
各地学习先进的理论和经验；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广州教育
系统不遗余力推动家庭教育
科学研究， 包括设立科研课
题、建立研究基地、形成研究
成果。 有专家指出，广州市针
对家庭教育的这一系列“组合
拳”， 能够促使家庭教育向规
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专业
化的方向发展。 由此可见，广
州市教育局不只是致力于“家
校共育、 广州先行”， 而是要
推动它发展成“家校共育、广
州示范”。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德育
与心理教育研究室主任蒋亚
辉认为，广州在家庭教育已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不但要
当好先行者，还要做好全国的
示范者。 在他看来，要进一步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可以通过
设立家庭日，加强父母的家庭
教育“源头教育”意识，“要明
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
责任， 要在全市倡导和树立
‘父母好好学习， 孩子天天向
上’的家庭教育意识和社会风
气。 ”蒋亚辉提议。

据了解，2016 年《重庆市
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建
议，将每年 5 月 15 日“国际家
庭日”设立为全重庆市家庭教
育日。 父母没和孩子同住，每

周至少通个电话；父母参加家
长会， 所在单位应当支持 。
2018 年 11 月 19 日，《江苏省
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中
拟规定，“父母双方应当共同
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
育义务，不得以离异或者其他
理由拒绝履行”， 并将每年 5
月 15 日所在周为全省家庭教
育宣传周。

对此，省政协委员、华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科研与教
师发展处主任夏涛认为，既
然 5 月 15 日为国际家庭日，
就说明国际上对家庭教育非
常重视，“现在是全面二孩时
代， 中国的父母更需要学习
家庭教育， 我认为有必要推
进家庭教育立法。 ”夏涛说。

无独有偶， 今年的全国
两会上， 全国妇联在议案中
提出，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对
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如何正
确开展家庭教育， 政府相关
部门和社会组织如何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 还缺乏进
一步规范。 很有必要在国家
基本法律层面制定一部专门
调整家庭教育关系、 规范家
庭教育、 支持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的家庭教育法， 引起人
们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
促进家校配合和协作， 形成
教育的一致性。

据了解， 广州市于 2015
年 10 月起实施的《教育部关
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
意见》，对学校家庭教育工作
做了全面的指导。 广州市各
区将家庭教育工作内容纳入
了教育发展规划或计划，也
制定了专门的家庭教育或家
校合作的方案。 但是，仅仅靠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对家庭
教育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

蒋亚辉强调，现实中，人们常
常过分夸大学校教育的作
用， 而无视家庭教育和社会
教育的责任。 学生一旦发生
安全事件， 社会舆论几乎一
边倒， 把矛头指向学校和教
师。

责任边界不清往往导致
更多的问题出现。 蒋亚辉建
议， 广州市可参照重庆市的
做法， 加速广州家庭教育立
法进程， 尽快出台广州市家
庭教育地方法规， 使家庭教
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蒋亚
辉认为，有了家庭教育法，至
少有三大作用： 一是厘清了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责任
边界， 有助于学校和家庭明
确各自的职责， 化解彼此之
间的分歧和矛盾； 二是明确
了家庭教育的责任， 能促使
家庭承担起自己的教育功
能， 促使家长当好第一任老
师； 三是能帮助家长熟悉教
育规律，掌握教育方法，为孩
子的成长奠好基、护好航。

家长学校示范作用显著
“九有”标准构建家庭教育科学发展

设立国际家庭日
强化家庭教育“第一影响源”的作用

倡议家庭教育法
厘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责任边界

良好的家庭教育
才能真正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寒风凛冽， 却阻挡
不了校园里青春的脚
步———彩 色 跑 、 音 乐
节、社团周年庆这些与
大学生活紧密相连的
活动，近日在广州华夏
职业学院的校园里陆
续展开。

青春不打烊， 彩色
不断电，彰显着当代大
学生的个性与活力，反
映了高校学生工作的
基本情况。

2019 年高职依据学考招生录取报考指南发布

1 月学考
3 月可拿到录取通知书

机械行业精密制造
（华南）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亲子科技活动

家长参与亲子活动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9 年高职依据学考招生
录取报考指南日前发布。 2019 年 1 月上旬，将进行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2 月中旬， 向考生公布学业水平考试成绩；3 月上旬，组
织考生填报志愿；3 月下旬，组织高职院校进行招生录取，并发放录
取通知书。

2018 年 12 月下旬：各高职院
校编制招生计划及制定招生章程

2019 年 1 月上旬： 进行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2019 年 1 月中、下旬：进行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评卷

2019 年 2 月上旬： 高职院校
向社会公布招生章程，做好招生宣
传发动

2019 年 2 月中旬： 向考生公
布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2019 年 3 月上旬： 组织考生
填报志愿

2019 年 3 月下旬： 组织高职
院校进行招生录取，并发放录取通
知书

学考
时间安排

报考高职院校依据学考成绩招
生并被录取的考生， 可报名参加普
通高考，参加本科层次招生录取，但
不能参加专科层次的招生录取，也
不能参加其他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等
分类考试招生录取。

填报本科院校志愿并被本科
院校录取的考生， 不得转回原依
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的高职院
校。 未被依据学考成绩招生录取
的考生， 可参加普通高考和其他
形式的本、专科招生录取。

学考招生计划不低于总计划 50%

考生被录取仍可报名参加高考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连

在 彩
跑活动中 ，
华 夏 学 子
彰 显 个 性
与活力

草 坪
音 乐 节 为
学 生 提 供
展 现 风 采
的舞台

广州家校共育
从先行迈向示范
专家建议：推进家庭教育立法，促使家长当好第一任老师

多措 并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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