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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专业名称更改，今年
教育部还在目录中增设了不少
新专业，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部分职业院校已在之前教学中
开设了相关课程，但并没有将
课程单独开辟成专业的计划。
是否有必要开设、开设多大规
模、课程如何设置、培养什么样
的人才，都需要院校细致调研，
谨慎设立。专业设立后，学校
还需考虑在后续招生和培养过
程中，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合
理规划，培养出高质量的、迎合
市场需求的学生。

今年，一门名为“中兽医”
的新增专业赫然出现在专业目
录中。这是一门内容包括阴阳
五行、脏腑、经络、病因、中药及
中药方剂等的课程，培养学生
临床辨证、选穴、针灸、中药采

集等技能，未来，学生或成为兽
医行业临床的医师或医师助
理、中兽药销售服务人员。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的动物
科技学院是学校“明星学院”，
其畜牧兽医专业群是广东省首
批立项建设的高职高水平建设
专业群，毕业生常年处于供不
应求的状态。该学院院长刘思
伽正是《中兽医》课程的授课教
师，不过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目前学院并没有计划专门开这
个专业。“中西医结合比较合
理，”他说，“我们的畜牧兽医、
动物医学专业都开设了中兽医
课程，但专门开设中兽医专业，
不太适合岗位需要。”不过他认
为，教育部开设该专业有利于
对传统兽医学的传承，从人才
培养的角度而言也确有必要。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陈
及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职业教育应该
有长远的眼光，需
要为专业的发展考

虑 ，为 学 生
的职业生涯
考 虑 ，要 有
一定的适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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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羊城晚报与乐学培优品
读行联合策划“品读岭南，乐行广
东”系列活动，掀起一场“岭南好”
的热潮。双方还策划了读行岭南
的暑期研学营，邀请黄德初老师作
为研学指导老师，将语文课堂搬到
潮汕、惠州和韶关，带领学子在潮
汕读韩愈、在惠州读苏轼、在韶关
读张九龄……将诗词融于研学之
中，透过诗词读懂一片水土，别样
的浸入式课堂让学生获益匪浅，参
加研学营的学生表示“这是一次诗
意满满的旅程，更是一次别样课程
体验”。

今年，为持续推进“读行岭南”，
让这一理念深入学子心中，双方联

合策划了“读行岭南大型语文主题
公开课”，邀请黄德初老师主讲。

课程从诗词角度出发，讲解广
州、潮州、惠州、江门、韶关这五个
地方的文学诗词与历史文化，4
月-6月，持续两个月的时间给同学
们带来语文学习饕餮盛宴。今年
暑期，羊城晚报还将策划读行岭
南研学营，有兴趣请关注“羊城晚
报校园达人”。

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院
长陈晓璇表示，今年教研院策划了
读行岭南系列公开课，是延续“岭
南好”的热潮，希望引导学子在读
行中了解家乡历史和文化魅力，提
升文学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近日，羊城晚报学生记者媒介素养
课程在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帝景
校区开讲，在羊城晚报学生记者专职导
师陈明谦老师的有趣讲授下，31名学生
开始了第一节别开生面的素养课堂。
这是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首次在
学校开展“430课程”学习，旨在通过专
业的媒介素养知识和丰富的校园实践
活动相结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据介绍，“羊城晚报学生记者媒介
素养课程”特聘名记者、名编辑作为课程顾
问，设计的课程内容涵盖媒介素养、语言艺
术、新闻写作三大板块，旨在提高学生的语
言表达、新闻采访、信息思辨以及新闻写作
等能力；助力龙口西小学打造校园记者站，
培养一批校园学生记者成为校园文化传播
达人，传递校园正能量。

龙口西小学学生记者

媒介素养课程开讲

年级 姓名
三年级 赵弈宁
三年级 曾柏乔
三年级 段瑾瑜
三年级 刘家豪
三年级 张烨宸
三年级 张博闻
三年级 吕玥彤
三年级 沈君睿
三年级 尚羽彤
三年级 李昱毅
三年级 郭子目
三年级 谭海俊
三年级 杨晋曦
三年级 陈泳天
三年级 罗心姚
三年级 刘骁霄
三年级 伍芮瑶
三年级 吴悠然
三年级 欧洋
三年级 蔡古璇
四年级 敖乐恩
四年级 陈品孜
四年级 欧海
四年级 王子翎
四年级 李心怡
四年级 师乐恩
四年级 莫偲宸
四年级 吴卓悦
四年级 刘隽宇
四年级 赵铭鹏
四年级 杨博煊

为更好地宣传校园文化，展现龙口
西小学学生记者风采，羊城晚报教育发
展研究院特在羊城晚报少年传媒院小程
序的校园新闻以及羊小记精选栏目设置
【龙口西小学】特辑，学生的优秀习作以
及撰写的校园新闻稿件都可以投稿展
示。学生在活动中的出色表现还有机会
刊登在《羊城晚报》教育版、羊城晚报校

园达人微信公众号上。
据悉，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将

根据课程学生表现以及实践活动表现，
进行学生记者结业表彰。组织方表示，
希望每一位学生记者都认真学习媒介素
养知识,日后能作为校园文化的传播者，
积极传播校园文化及社会正能量。

（文/陈海云）

何为记者？何为媒体？新闻应
该配备哪些要素和特点？第一课，陈
老师通过情景式教学方式、与学生建
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让学生融入在深
厚的教学氛围中，从而使学生逐渐掌
握一条新闻所具备的基本要素与新
闻的特点。而在新闻采访的知识讲
授中，陈老师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如何
灵活运用采访技巧，课堂气氛十分活
跃。

龙口西小学的学生在课堂中表
现积极，紧随老师的脚步寻找问题答
案，还不时有新奇的回答。其中，谭
海俊同学课堂表现最为活跃，积极提

问并及时回
答老师问题；
蔡古璇同学
课堂记录最
为认真，将所学知识点用自己所理解
的方式有效记录下来。

课后，一名学生兴奋地跟老师
分享：“之前我就已经体验过小记者
的实践活动，希望学习更全面的知
识，练就扎实的基础，小陈老师上课
很有趣，我很喜欢。”而不少家长反
馈，学习结合校园实践活动开展感
觉特别好，希望能提升孩子们的综
合实力。

读行岭南语文公开课首堂课开讲

跟着韩愈“如何将研
学旅行与语文学
习融合起来？”
“岭南学子如何
用脚步丈量这片
家乡水土？””如
何通过诗词读懂
岭南文化？”4月
10 日下午，“读
行岭南，品味诗
词”读行岭南语
文公开课首堂课
在羊城晚报印务
中心开讲。本系
列课程由羊城晚
报教育发展研究
院和乐学培优品
读行联合策划，
特邀华师附中语
文特级教师黄德
初老师主讲。

韩愈在潮八个月，潮州
山水改姓“韩”，所以认识潮
州，必须读韩愈。这一节课，
黄老师带大家穿越回唐朝，
认识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
愈，从他的仕途经历，在潮事
迹，带大家认识潮州这片水
土。

为 何 叫 韩 愈 为“ 韩 怼
怼”？黄老师幽默地告诉同
学，因为韩愈怼过贪官，怼
过皇帝，怼过佛祖，怼跑怪
兽，怼过好友，引得大家哈

哈大笑，也从这一系列的
“怼”中，大家认识了韩愈的
仕途经历和生活。当年韩
愈被贬潮州，积极造福当地
百姓，关心农桑，兴办学校，
驱赶鳄鱼，废除奴隶……大
家还一起读了韩愈的《祭鳄
鱼文》，了解他为当地百姓
驱赶鳄鱼的事迹。同学们
也终于明白，为何韩愈能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
山都姓韩”。

除了读韩愈，黄老师还

以“飞花令”始，带大家认识
“月”在诗词中的不同含义，
它既可以寄托人们对故乡
的思念，又可象征爱情，友
谊，时间，人生，还可寄托诗
人的情怀，对理想的追求
……

课后有家长感慨：“黄老
师的课堂生动有趣，通俗易
懂，我和孩子都感觉受益匪
浅！”更有家长感慨自己像回
到学生时代，争取系列课程
都能和孩子一起听。

如果了解“月”的意象和
韩愈的诗文是“读”，那么认
识潮州就是“行”。读书最有
效的方式就是课堂与生活紧
密联系，相辅相成，“行”使我
更透彻理解古诗文，而“读”
使我的“行”更充实。

——坑口小学 邬清菲
我似乎能从字里行间发

现一个与尘世判若两地的清
新世界，那是诗词带给我的
乐趣。你不敢相信，在岭南
这一地地道道的南方地带，

这一柔情似水的湿润土地，
竟然能使千百年来的古人散
发 出 如 此 软 红 香 土 的 情
韵！
——广州市第一中学 陈曦

两小时的课感觉意犹未
尽。黄老师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美丽的窗户，从这里，我看
到了岭南文化的厚重。我一
定要读好岭南诗，走好岭南
路。

——长湴小学 刘迦澜
（文/蔡旭嘉）

学生课后感

文/

图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崔
文
灿

实
习
生

刘
锦
鹏

教育部专业调整的情形主要
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新增
专业，根据产业转型升级更名专业，
根据业态或岗位需求变化合并专
业，对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予以
撤销。可以说，新《目录》给职业院
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走进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近 6880 平方米的阳光玫瑰葡萄
园，满眼翠绿，藤蔓上刚挂果，沐浴
在日光下的一串串穗子，预示着今
年夏天又将迎来葡萄大丰收。

这是广东省内唯一试种葡萄
的高校，师生所属的专业为休闲
农业，但就在今年，“休闲农业”
更名为“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
名字的变更让专业课设置有了更
长远的目标和培养方向。

记者采访获悉，这里包含了
休闲农业作物种植和后期加工的
相关学科。以葡萄为例，尽管种
植时间仅4年，但学校利用“阳光
玫瑰”葡萄品种进行“精准化、设
施化”种植，还在葡萄酿酒、鲜食
产品营销推广上下功夫，推动“以
研促教”新模式——

学校园艺系主任赵秀娟介
绍，所有的葡萄都使用限根器栽
培，根际分布直径为2米、深度为
1.6 米；每株葡萄大约留 50 串果
实，每串果实留50-60粒，每粒果
重10-15克左右，大约留18片叶
子去供养1串果实。这就是精准
化种植，在广东高校是“独一份
的”种植模式，因而让这里的葡萄
品质绝佳——这几年葡萄丰收

季，总是很快被一抢而空。
记者采访中得知，现在园艺

系博士团队的研究方向除了葡
萄，还涉足澳洲坚果、无花果、蓝
莓等特色林果，涵盖了种苗繁育、
种植、推广以及精深加工。如用
澳洲坚果深加工而成的保健品、
护肤品，未来或成为市场新宠
儿。此外，也在推广休闲观光采
摘及高效种植模式，以更好服务
于乡村振兴和休闲农业的发展。

更名后，专业教学该如何向管
理与经营倾斜？该专业带头人陈
倩倩高工介绍，在学生培养方面，
学院一开始会着重培育学生的农
业种植能力，但随着社会实际需
要，她们发现，乡村振兴实体企业
更需要一些具备农业生产、规划及
管理能力的学生，所以教研团队也
一直在调整学生的学习方向。

“刚开始会重点给学生上一
些农业生产的课程，但后来发现，
企业招人的时候，还希望学生掌
握一些乡村旅游的规划、策划、宣
传、管理经营的能力，所以我们也
结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
人才培养方案，接下来会增加农
林产品营销、农林企业经营管理
方面的课程。”陈倩倩说。

一个实践教学基地，不仅是
培养人才的实训基地，更是大规
模、高产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双创收的生产化基地。科技优势
为学科发展提供了资源，而学科
筹划的前瞻性、创新性，又在很大
程度上推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根据教育部说法，新版《目
录》对接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服
务制造业强国建设、破解“卡脖
子”关键技术等，面向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点领域。

今年智慧水利专业成为教
育部高职专业新增目录中的

“一员”。记者了解到，当前，传
统水利已难以充分满足新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专业化、
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要求。
伴随着第三次信息技术浪潮的
到来，发展智慧水利，正成为水
利现代化，快速提升水资源效
能的强力抓手和必然选择。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博士、副教授杨栗晶表示，目
前水利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
的人才严重缺乏，特别是缺乏
既懂水利，又懂信息化的复合
型人才，教育部新增智慧水利
技术专业就是对接新兴的智慧
水利产业体系的必然需求。

“智慧水利是一项全新的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
挥本行业人才水利专业技术的
同时，发挥外脑优势，实际上需
要的是既懂水利又懂信息化的
复合型人才。”杨栗晶认为，开
设智慧水利技术教育，可以有

效解决当前水利高技能人才
“不够用、不适用”的问题。

羊城晚报记者获悉，去年，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参
加了智慧水利专业本科试点的
论证，今年，学院申报了智慧水
利技术专业，已在广东省教育
厅 备 案 ，同 时 也 在 做 筹 备 工
作。由于智慧水利技术以往不
是单设专业，相关应用人才培
养缺失成为推动信息技术与水
利业务深度融合的瓶颈，因此，
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设立
智慧水利技术专业，加大智慧
水利人才培养力度。

新专业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

名称变更让专业有更多元培养方向

职校细致调研，谨慎布局新专业

职业教育目录上新
广东高校有何新动作

龙口西小学
学生记者名单

学生与新闻“初相识”

多渠道展现学生记者风采

读潮州
读行岭南，“岭南好”热潮再继续

品味诗词，语文课堂好有趣

黄德初老师授课

课堂气氛活跃

大
合
影

广 东
生 态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葡 萄 园 内 ，
工 人 正 在 为 葡 萄
穗补充营养液

广 东 生
态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的 阳 光
玫 瑰 葡 萄 园
喜迎丰收（资
料图）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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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印发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
较高职（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及历年增补专业，今年高
职专科专业保留414个，调整439个，调整幅度56.4%。名
称的变动将如何影响日后教学？又会如何促进学生就业、推
动产业发展？

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性教学指导文件，职业教育专业目
录不仅是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用人单位选用毕业生的基本依
据，还是职业教育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观测点。记
者采访了解到，广东部分职业院校在专业调整上有自己的思
考和规划，有的已开始筹备新专业的设立，而有的则充分考
虑专业适应性，谨慎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