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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辉煌历程
共筑未来梦想

广州市
回民小学

在广州有这样一所学校，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
是民族团结教育的典范。她见证了无数孩子的成长
与梦想启航，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为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在这里，文
化得以传承，智慧得以启迪，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植
根于每一位师生的心田。这就是广州市回民小学。

今年，广州市回民小学即将迎来第 95 个生
日。回望历史，95年风雨兼程，回民小学独有的
文化底蕴和不懈的奋斗精神书写了一部教育诗
篇。从初创时期的筚路蓝缕，到如今的桃李满天
下，展望未来，回民小学将继续秉承优良传统，勇
担时代使命，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迈向新的征程。

文/王沫依 图/学校提供

A
广州市回民小学前身是一

所私立小学，以招收回族子弟
学生为主。自诞生以来，回民
小学的命运就与家国紧紧相
连，学校曾经历过炮火的洗礼，
几近解体，也曾在社会的帮助
下，解决了无独立校舍等硬件
不足的困难，在各界的帮助和
关心下逐渐成长壮大。

谈及校史，回民小学党总
支书记吴小兰颇为感慨，她提
到，回民小学在1945年到1957
年之间，经历了私立到公立小
学的过渡，校址多次变迁，最终
结束长期无校舍的局面。1996
年学校置换新校舍，搬至如今
解 放 中 路 398 号 的 南 校 区 ，
2019年在政府支持下，置换了
原广州市第 34 中校舍为北校
区，这些变化，均都得益于政府
各部门、社会各界的关心。

最值得一提的是，回民小
学的校名由当代著名的古文学
家、时任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广东省语文学会会长商承
祚题写。学校的校徽寓意深

刻，是在该校任教时间长达40
年的校长刘淑英在征求师生与
社会人士设计之后的选稿：中
间一朵木棉花，花蕊是“回小”
二字组成。绽放的木棉，寓意
回民小学学生在校园生机勃
勃，长大后成为社会有用之
才。学校的校歌“七色的花，五
彩的路……”是中国儿童作家、
原中国音乐协会广东分会副主
席王俊康（回族）作词作曲。这
些符号带领回民小学在厚重的
文化浸润中沉淀其历史。

如今的回民小学已经成为
市民心中有口皆碑的优质学
府。学校将继续传承创新，注
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民族
团结教育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相融，提出“融和互惠，美善共
生”的“融和教育”特色，以“培养
融和担当，互惠求新的和美少
年”为育人目标。学校紧跟时代
步伐，注重协同教育，与多方社
会资源共建，家长学校的建设秉
承融和理念，实现校家社共建共
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几经洗礼，深厚校史历久弥新

C
2017 年，结合学校自身特

色，回民小学传承创新，“融和教
育”理念内涵与外延得到提升与
拓展。学校以和美文化为统领，
努力追求“和而向上”的精神，培
养“和而不同”的每一位教师，成
就“和而求新”的每一位学生。

如何理解“融和教育”？
“融和”的最初含义，是指“融各
族之优，和百家之长”。随着时
代的发展，“融”的内涵逐渐延
伸，泛指在教育教学中实现跨区
域、跨学科、跨主题与跨主体，实
现和合共生。据了解，在回民小
学的办学过程中，坚持不同民族
学生间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始终把民族团结教育作为首要
任务，特别注重不同民族师生之
间相互认同。坚持以“中华民族
一家亲”为办学宗旨，以“石榴籽”
融和课程体系为载体，开展多维
民族团结教育特色文化活动，探
索民族“融和教育”的新样态。

“教育的事情用心做。”这是
吴小兰的口头禅，也是回民小学
在教书育人领域上的深刻实
践。每位回民小学教师秉承“融
和互惠，美善共生”的理念，团结
协作，以身示范，言传身教；回民
小学学生从日常生活劳动着手，
不但每天成为校园的美化师，承
包校区各个领域的环境卫生，而
且人人参与生活劳动，自己抬
饭、送饭盒，争做光盘行动使

者。学校喜迎建校95周年系列
活动已经开启，从中可见师生家
长们的合作同心之举。

回民小学始终致力于打造
一所具有国际视野、民族特色、
数智校园、品质一流的学校。“相
信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回
民小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
辉煌，继续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吴小兰表示。

始终铭记“教育的事情用心做”

B
目前，回民小学有学生1883

人，44个教学班，15个族别的学生，
少数民族学生人数468人，超总人
数的四分之一。而托起这些学生
的，则是一支高素质的教师团队。

吴小兰介绍，学校目前拥有
在编教师95人，其中回族教师4
人，教师学历100%达标，其中研
究生学历9人；中小学高级教师
15 人，其中正高级教师 3 人，广
东省特级教师2人，广东省南粤

优秀教师 2 人，省、市名教师工
作室主持人3名，省市区名教师
及骨干教师近40人，“在职拥有
3名正高级教师从事一线教学，
这在小学里是十分难得的。”

在强有力的师资团队和管
理团队的引领下，学校先后获得
全国民族团结教育先进单位、广
东省现代教育实验学校、广东省
科技项目试验学校、广东省绿色
学校、广东省武术项目传统基

地、广东省校园足球推广项目学
校、广东省中小学艺术（书法）特
色学校、广东省中小学劳动教育
特色学校、广东省中小学随班就
读示范学校、广州市民族团结教
育先进学校、广州市 2.0 信息化
实验学校、广州市首批劳动教育
实验学校等50多个全国省市区
荣誉称号。办学理念获得家长及
社会的认可，成为了一方育人沃
土，一个颇有特色的教育园地。

高素质团队，铸就辉煌成就

美丽校园

祝母校 95 岁生日快乐

种植园快乐的孩子们

与澳门
教 育 局 的
交流

B 成果转化：创新技工教育“本硕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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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赛金牌背后，
人才培养秘诀在哪？

广州市
机电技师学院

9月15日晚，从法国里昂传来的好消息，让广
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校园内一片沸腾：在第47届世
界技能大赛上，学校在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机器
人系统集成项目和工业控制项目上获得两枚金
牌、一枚银牌，打破学校参赛以来最好成绩；学院
优秀毕业生代表上海参加工业4.0项目，一举拿下
金牌，并以所有竞赛项目中的最高分获得“阿尔伯
特·维达”大奖……

一夜之间，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成为校园
关注的焦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今，更多机电
学子和老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力求再登冠军榜。

文/崔文灿 宋磊 曹福勇 图/学校提供

A
9月19日，22岁的蒋家俊接

过来自校方 20 万元的奖励，成
为该校表彰大会上备受瞩目的
主角之一。几天前，他和搭档在
法国里昂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
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上拿到
金牌，圆了一个长达五年的梦。

第 47届世界技能大赛吸引
了来自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
的1400多名选手参与。中国代
表团共派出 68 名选手，参加六
大类全部 59 个项目的比赛，选
手平均年龄22岁。这是我国第
7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参加世
界技能大赛以来，参赛人员规模
最大、参赛项目最全的一次。

为了这一次出征，蒋家俊准
备了五年。他原本的专业是模
具设计与制造，与参赛项目的领
域大相径庭，但这并未成为他追
梦路上的绊脚石。学校自主移
动机器人训练基地，一个秉持着

“英雄不问出处”理念的摇篮，以
其独特的选拔眼光和包容并蓄

的胸怀，向所有有志青年敞开了
大门。正是这份一视同仁的气
度，让蒋家俊得以脱颖而出，被

“收入麾下”。
在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他

经 历 了 长 达 数 年 的“ 魔 鬼 训
练”。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吃饭
睡觉，便是反复不停地训练——
学习、比赛、考核、总结，周而复
始。就在冲刺世赛期间，五一、
十一长假仅休息 1 至 3 天，春
节仅休息近十天，其他时间，都
在为这场比赛而准备，日复一
日，日积月累，不断突破自己的
极限。

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
器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就设在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在这里，
教练庞春见证了多位世赛选手
的诞生。在他看来，学生能否

“冲出重围”，除了依靠学校提
供的资源和设备，更重要的是
学生是否拥有应对这场“长跑”
的意志品质，有近六成的学生

因吃不了自学、钻研的苦，而中
途退出。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
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
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
界技能奥林匹克”。正是这种执
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
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支撑着蒋家
俊和队友们战胜了训练和集训
的挑战与煎熬，支撑着他们来到
了真正的赛场。

22 岁就站上世界最高的竞
技平台，蒋家俊认为，是母校给
了自己这个机会和平台：“最开
始来这里是因为觉得校园环境
很好，真正进来读书后，发现老
师水平也很高。”谈及获奖，他对
母校充满感恩。

学校党委书记王作根介绍，
学校根据自身专业发展的优势
所在，为参赛选手打造了高精
度、高强度的训练计划。所谓

“高精度”，即为选手“量身定制”
的贴身训练计划，从理论强化，

到实战演练，再到心理培养、体
质训练，每个环节都考虑在内，

“培养选手就是提升其解决最前
沿的技术问题和应对复杂问题
的能力，这两个问题一旦解决
了，我们的选手在国际技能大赛
上就有了优势。”

世赛夺金：机电学子五年终圆梦

取得可喜成绩后，如何将世
赛成果“融 ”得顺利，转得合
理？对此，王作根坦言，学校需
要思考“四个如何”，即如何赋
能人才培养，如何赋能产业发
展，如何赋能科研创新和标准建
设之上。为此，学校通过新专业
建设和课程设置调整两个手段，
逐步将世赛技术要求和操作规
范融入学校日常教学之中。

“世赛锤炼的是精英，但我
们最重要的还是普惠教育，如何
把培养精英教育的方法、标准、
取得的成绩，赋能日常教学，确
保日常教学的教学内容上和行
业标准稳步对接。”王作根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在广
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一个名为

“学制技师班”的班型在广州技
工院校中打响“头炮”。该班型
的设置是学校人才培养的创新
之举：通过对工业控制、机电一
体化两项目的世赛成果转化工
作，探索两年制学历技师班的培
养机制以及模块化、过程化技能
等级认定流程，实施机电一体化

技术专业学制技师试点培养工
作，为后续开设高中起点四年
制、初中起点六年制学制技师培
养工作积累经验，打造纵向贯通
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的培养体
系。目前，该班有 8 名学生就
读，能考入“学制技师班”的学
生，都可谓“尖子生”。

“这就是技工院校的‘本硕
连读’‘小班化教学’。”王作根
书记如此定义。

而在学校智能控制系副主
任梁瑞儿看来，该班的一大亮点
在于，以对接产业岗位能力要求
为导向，以综合职业能力评价为
目标，参照世赛标准，遵循技师
培养规律，与慧谷、华为等行业
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共建、
共享人才培养体系；实施校企
合作工学交替，将生产项目实
践教学贯穿技能人才培养过
程，使学校成为机电一体化技
术学历制技师层级高技能技术
人才的摇篮，在广东省乃至全
国的同类职业院校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学生在训练

学校参赛选手从法国里昂
第 47 届世界技能大赛赛场载誉
归来

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为
构建国际职业教育多边交流机
制，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共
同体，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大格局，就在今年 6 月 28 日，广
州市机电技师学院牵头倡议的
广州国际友城职教联盟正式成
立。来自南非、印度、泰国、越
南、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40 余名专家、教练和选手齐
聚学院，参加第 47 届世界技能
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和机
器 人 系 统 集 成 项 目 广 州 友 谊
赛，联盟成员共享技能人才培
育经验，共商国际技能项目合
作，技能精英们在同台飙技中，
成为惺惺相惜的跨国好友。

“这里将有越来越多学院学

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
在广州国际友城职教联盟成立
后，外国友人仔细聆听学院的课
程设置、实训安排、学生技能掌
握情况后，兴致浓厚：南非的自
主移动机器人项目代表队当场
就派了8名师生来机电技师学院
学习移动机器人相关技术，印度
客人也被学校无人机展厅与移
动机器人集训基地所吸引，希望
能将机电技师学院的无人机专
业引入印度，漂洋过海，在当地
学校也开办同样的专业……

指引技术、输出标准，积淀
66年的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如
今也扬帆出海，成为中国职教出
海队伍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在王作根看来，学校与广

东经济崛起共成长。如果说，66
年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曾志创办这所学校的初心，是能
培养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产业发
展需求服务，为工业化发展的进
程服务”，66 年后，红色血脉依
旧绵延赓续，与广东制造业当家
的战略定位相应和，成为学校不
断跨越勇攀新高的办学底色。

尽管当下世赛金牌收入囊
中，尽管技术出海已成现实，但
在这所学校掌舵人看来，“文化出
海”依旧任重道远。如王作根所
言：“技能选手应从红色文化中
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素质的提
高一定要有红色文化的浸润，
让技术赋能与文化交流并行。”

C 职教出海：让技术赋能与文化交流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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