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围绕广州

“制造业立市”城市发展战略，坚
持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以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以“优秀”等次成
功创建广东省现代职业教育综
合改革示范市，职业教育办学布
局更加优化，教学育人质量显著
提高，产教融合进程不断加深，
办学能力大幅增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逐步完善，服务广州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为打造

“引领湾区、国际一流”的高质
量、示范性职业教育高地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广州地区共有各级各类职
业院校161所。其中，广州地区
高职院校46所、中职学校60所、
技工院校 55所。广州市区属高
职院校 8所、中职学校 33所、技
工院校 25所。在校生约 92.3 万
人，学校数和在校生规模均位列
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在校生占
全省的 1/3，每年输送各类技术
技能人才超 20 万人，为服务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广州的职业教育综合水平
全国领先。广州地区共有 9 所
高职院校入围国家“双高计划”
单位，入围数在全国 85 个城市

中排名第三。11所中职学校入
围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单
位，入围数居全省第一，为广州
市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创新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广州在五届
世界技能大赛共获 6 金 3 银 5
铜 14 优胜奖，其中广州市城市
建设职业学校蝉联两届砌筑项
目金牌；在第一届全国技能大
赛获 13 金 6 银 5 铜 18 优胜奖，
金牌数和奖牌数超过广东以外
的省、市。

产教融合环境优越。一是
产业门类齐全。作为华南地区
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广州拥
有 41 个工业大类中的 35 个，建
有 21 条重点产业链，产业发展
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二是
产教资源集聚。培育省第一、二
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储备库企业
492家，在全省占比40.2%；入选
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4家，入选
数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三；
2021 年入选首批国家产教融合
试点城市。

开放包容特色突出，成立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职业教育联
盟”，牵头创立“穗港澳台四地技
能节”，打造华南“一带一路”轨
道交通产教融合联盟等高质量
合作平台。市属职业院校开展
中外办学合作项目 9 个。实施

东西协作计划，对口帮扶贵州、
云南等地招收贫困家庭学生，
2019-2021 年合计招收 1001 名
贫困家庭学生，促进职业院校结
对帮扶，截至 2021 年 1 月选派
199 名教师干部赴黔支教挂职，
接收 1311 名干部来穗挂职、跟
岗学习。实施教育扶贫计划，面
向省内东西两翼、北部山区转移
招生，中职学校在校生半数以上
来自于西部省市和粤东粤西粤
北地区，广州市每年承接省教育
厅转移招生任务超10000人。

广州把职业教育摆在突出
位置，围绕“制造业立市”，不断
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建立广州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
度，协调解决重大发展问题。不
断加大对职业教育投入力度，

“十三五”以来，累计投入资金
439.24 亿元，居全国一线城市前
列。高标准建设广州科技教育
城，科教城一期规划总投资约
344.53 亿元，一期规划入驻职业
院校 13所，办学用地规模 43.71
万平方米。

十年来，广州市教育整体发
展水平跃上新台阶，全省教育中
心功能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在
教育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
步增强，教育对全市社会全面发
展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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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 1日，《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获批
的首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地
与香港合作办学机构——香港科
技大学（广州）[以下简称“港科大
（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心
脏”广州市南沙区，向世界展开胸
怀、向阳盛放。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马
曙表示，港科大（广州）对于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合作办学示范具有积
极意义。同时，可以进一步优化广
州高等教育布局，促进粤港澳大湾
区高端人才、科研成果、产业信息
等重要发展要素更加充分地流动。

港科大（广州）是广州高等教
育十年来蓬勃发展的缩影。十年
前，广州医学院努力推进更名工
作，十年后，广州医科大学已经成
功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十年前，广州协调推进广州大学
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办学项
目，十年后，港科大（广州）已巍
然屹立；十年前，广州市广播电视
大学获批国家开放大学广州分
部，十年后，崭新的广州开放大学
正在努力成为服务广州终身教育

的主要平台……十年奋进，十年
探索，广州高等教育日新月异。

目前，广州共有市属高校共
13所，包含3所本科高校、1所内地
与香港合作大学、8所高职院校、1
所开放大学。广州医科大学成功
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广州大
学、广州医科大学成功入选广东省
2021—2025年高水平大学建设计
划重点建设高校。广州番禺职业
技术学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高校，广
州城市职业学院、广州工程技术职
业学院、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被
纳入广东省省域高水平高等职业
院校建设计划，应届毕业生就业情
况总体稳定，去向落实率稳中有升
……十年耕耘，满载收获，广州高
等教育一派欣欣向荣。

广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广州将聚焦国家和区域重大
战略需求，以‘双区’和横琴、前
海两个合作区建设为牵引，抢抓
发展新机遇，深度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和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努力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提供人才支持和
智力支撑。”

职业教育 服务“制造业立市”综合水平全国领先

高等教育

立足大湾区，面向全世界

今年9月新学期，广州新投
入使用公办学校（广 州）共 96
所，一批民办学校迎来"转公"后
首个学期，基础教育公办学位扩
容达14.5万个。

城市吸引力带来了持续不
断的人口流入，提供充足的学位
一直是广州基础教育的重大课
题，努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有书读”。
2016-2018 年、2020-2022

年，是广州中小学“三年提升计
划”及“三年提升计划收尾工作
方案”执行期；2022-2024 年广
州推出中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一个一个的三
年，广州基础教育学位持续增
加。“十三五”期间，全市共新增中
小学（幼儿园）482所，新增基础
教育学位34.45万个，其中新增公
办基础教育学位32.34万个。截
至2022年6月，全市公办幼儿园
在园幼儿占比53.95%，普惠性幼
儿园在园幼儿占比88.3%。实施
市级示范性高中建设项目，新增
市级示范性高中32所，全市示范
性普通高中达到73所，示范性高
中学位占比超过85%。

“十四五”期间，广州还将通
过多种方式，新增公办幼儿园学
位 6.9 万个，公办义务教育阶段
学位33.4万个，公办高中学位约
3 万个，其中通过新建、改扩建
增加的优质公办基础教育学位
将超过 30 万个，总体供应将较
为平稳。

“有书读”还要“读好书”。开
放包容是广州的城市文化，吸引
了五湖四海的人才落户广州，这
也决定了广州教育必须具有开放
性和包容性来满足对于培养人的

需求。广州教育盘活各类教育资
源存量，做优教育资源增量，以教
育集团化办学为抓手，为广大市
民提供更有质量、更具特色、更加
多元的公共教育服务。

自 2017 年起，广州市全力
推进集团化办学，优质资源不断
扩容，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校
际差距进一步缩小，教育质量稳
步上升。截至 2022 年 3 月，全
市基础教育阶段共成立教育集
团131个，涵盖中小学幼儿园各
学段；全市加入集团化办学的相
对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超过
240 所；2022 年 1 月，广州市 21
个教育集团被评为省级优质基
础教育集团培育对象，位居全省
第一。全市公办义务教育标准
化学校覆盖率达到 100%，广州
市高考成绩继续保持全省领头
羊的位置，尖子生分布"百花齐
放"，集团化办学有力推动了全
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在广州市教育集团化办学这
些年，推动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培育和催生一批新
的优质教育资源，实实在在增强
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也让城乡地区留住了人才。

基础教育

优质资源均衡化 增强群众幸福感
非凡十年，广州教育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广州

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粤港澳大湾
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城市的定位，加强党对教育事业
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打造教育发展新格局
和现代化教育高地，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
出新出彩”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孙唯

广
州

职业教育 服务“制造业立市”综合水平全国领先

中大附中民转公后首学年
开学礼上学生表演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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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深植岭南文化沃土
引导孩子迈向广阔人生文/崔文灿

图/受访者提供

每年盛夏，广
东省育才幼儿院二
院（以下简称“省育
才二院”）苗圃中，
向日葵都迎着阳
光，开得灿烂。院方栽种
向日葵，既有向阳而生的
积极理念，也有育苗成才
的殷切心愿。

更广为人知的，是美
育之花在省育才二院绚
烂开放。近十年来，省育
才二院在美育实践中不
断探索与开拓，坚持依托
深厚的岭南文化，以美育
人，以美塑魂，逐渐构建
和完善系统的园本化
美育课程体系。而这
一切，皆因一代代育
才教师的初心——
一切为了孩子。

如果一览省育才二院美育课
程设置，便可知美术课不过是当中
一部分。除艺术美育之外，还有健
康美育、语言美育、科学美育、社会
美育，五育之美下，“大美育观”构
建可持续发展的园本“生长课程”，
引导孩子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这所幼儿园的“大美育”有着
怎样的文化气质？回溯时间轴，
1954年，省育才二院成立，院因城
而兴，自然浸润了浓郁的岭南文化
气质，淬炼出多元、务实、开放、兼
容、创新的情怀和发展底气。

院长蔡晓冰，是岭南文化背景
下儿童美育坚定的倡导者、引领
者，不久前其编著的《以美育人，向
阳而生——岭南文化背景下的儿
童美育》便梳理了省育才二院多年
来对美育实践与思索。对于岭南
文化融入儿童美育的意义，她如是
说：“岭南文化的诗情画意、风土人
情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些优秀的本土文化资源为儿童
美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素材，不仅
滋养幼儿的审美根基，促进幼儿想
象力与创造力的发展，丰富他们的
精神世界，而且加强他们对家乡的
认同感，让幼儿自觉成为一名传承
岭南文化的小使者。”

而在吴玉琼看来，在岭南文化
背景下做儿童美育，实为“课程生
活化”，从语言，到体育、艺术、科
学、社会，幼儿方方面面都渗透着
美的教育，有着“日学而不察，日用
而不觉”的优势——

广东民间音乐素材经加工整
理后，变成课程资源，融入美育活
动中，如《雨打芭蕉》《步步高》等充
满生活气息且富有童趣；自编岭南
舞蹈《荔枝宝宝》展现了人们吃荔
枝、喝凉茶的生活状态，展现广东

本土文化习俗之美；欣赏岭南风情
的名家国画、涂画“岭南佳果”，孩
子们得以感受岭南民间绘画的奇
妙；岭南工艺活动中，幼儿能感受
到广绣独特的艺术气息、广彩的艳
丽、剪纸的创意、铜版的拓印乐趣
……此为艺术美育；

舞龙舞狮、岭南武术、划龙舟、
粤韵操、民间体育游戏，充分展现
了人体姿态之美、动静态结合之
美、力度与速度协调之美、音乐节
奏美、攻守兼备智慧之美。这些
极具地方特色的体育文化成为孩
子们每日都能享受到的资源，“每
天2小时户外运动”让孩子们既增
强 了 体 质 ，又 享 受 了 运 动 的 快
乐。此为健康美育；

吟唱《落雨大》《月光光》等经
典粤语童谣作品，辅之以相应的动
作表演和乐器伴奏；让孩子亲身体
验粤语讲古，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现
自我、与人交流的舞台。吴玉琼透
露，许多孩子入园时，粤语听说尚

“白纸一张”，待毕业时，粤语表达
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此为语言
美育；

在省育才二院，一年一度的科
技艺术节已形成传统，科学试验、
戏剧展演、美术展“跨界”融合；孩
子们亦有机会“走出去”，在博物
馆、骑楼、西关大屋等岭南建筑中，
感悟南粤风情和文化意境。此为
科学美育；

岭南特色民俗节日活动不定
期走进幼儿园，春节的行花街、插
桃花、摆年桔、团年饭、逗利是，番
禺的荷花节，从化、增城的荔枝节，
端午节的龙船景与斗龙船……爱
国家、爱民族、爱家乡的优良品格，
正内化为一批批育才二院孩子的
底色。此为社会美育。

美育之路上，亦有家园合作、
社区资源的影子。省育才二院的
家长们来自各行各业，如寻找岭南
文化资源、联系非遗传承人进校
园、开展非遗知识讲座等活动，都
得益于家长们的宝贵资源。

“大美育”同样涵养了“美丽心
灵”。记者获悉，幼儿园坚持开展
儿童品格家园共育课程，注重家园
互动、家园共育，培养孩子的良好行
为习惯。此外，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幼儿园每个月都开设不同主
题的品格教育，如10月份，小、中、
大班品格教育主题分别为耐心、礼
貌、抗挫，下个月则为勇敢、专注、感
恩……一月一级一主题，各自不同
但彼此共通，在日复一日浸润中，良
好的品格行为内化成幼儿自身的品
行习惯。定期开展的品格主题家长
会，也成为促进教师、家长、幼儿共
同成长进步的良方。

作为深耕教育行业近 30年的
幼教人，蔡晓冰和吴玉琼发现，或
许是为孩子们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或许是品格教育的陶养，又或许是
岭南本土文化资源浸润下滋生了文
化自信，在“大美育观”下，孩子们
举手投足间都是自信和底气，动手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情
绪发展、创新精神培养、个性完善
和品质养成随之形成，儿童身心得
以全面和谐发展。

如今，“幼有善育、学有优教”
是省育才二院的真实写照。在新
时代“五育并举”的引领下，这所
幼儿园教育图景也发生着嬗变。
立德树人，以美育人，以美铸魂，
省育才二院在孩子心中播下美的
种子，护佑一棵棵小苗长成参天
大树，也用一份份满意答卷回应
家长的殷殷期盼。

省育才二院

从化区太平镇神岗中心幼儿园拉拉操表演 受访者供图

“大美育观”涵养心灵 儿童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想读懂省育才二院的儿童
美育，不妨体验两堂艺术课，或
许能从细微之处见真章——

一堂陶泥制作课上，一群大
班孩子围坐桌前，各取一团陶
泥，在老师的指导下做小茶壶。
他们创作并不拘泥于传统单一
造型，在他们小手中，还诞生了
熊猫造型、长颈鹿造型等的可爱
茶壶。

授课教师秦子燕介绍，陶泥
制作贯穿幼儿园三年的学习生
活，但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小
肌肉发育情况，要求不尽相同。
从平面到立体，从简单到复杂，
秦子燕在手工课堂上看到了孩
子们三年间思维的拓展，创作的
进步。

在另一堂国画课上，孩子

们在体验色彩调和与笔力把
控。青年教师杨瑾楠将主题聚
焦秋色，意欲让孩子们描绘他
们眼中的秋天。课堂上，欣赏国
画大家手迹之余，杨瑾楠将三原
色、“飞白”等艺术概念用浅显易
懂的表述一一道来。孩子们兴
致勃勃，随后也各自在宣纸上挥
毫泼墨，肆意创作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杨瑾楠是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专业研究
生，术业有专攻，且有高学历加
持，近两年成长很快，入职两年
多时间便成为美术专业方向学
科带头人，成为省育才二院教
坛中绽放的一枝新蕾。

师资，正成为省育才二院
儿童美育的金字招牌。当前，
全日制本科仅为入职最低门

槛，名校硕士来做幼师也不是
稀罕事。副院长吴玉琼透露，
幼儿园基于课程设置来设置岗
位，教师队伍中，不仅有学前
教育阶段的毕业生，还有为部
分课程特别招聘的其他专业
毕业生，“让专业的老师做专
业的事”。

比如，木工课老师是广东工
业大学工业设计工程专业的硕
士，在校读书期间有大量木工实
践经验，带幼儿自然不在话下；
再如舞龙舞狮、岭南武术是省育
才二院体育美育的代表活动，其
指导老师正是广州大学体育学
院体育教育专业武术专项毕业
生……

记者了解到，幼儿园设置
有五大领域教研组，为教师成

长搭建了梯队，从新教师，到骨
干教师，再到学科带头人，通过
每周教研组活动和课题研究，
形成了有效教研制度，以老带
新，推动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

当前，12位研究生学历教师
组成一支科研团队，他们除了带
班，更承担着更多担子：做课题，
打造校园文化，参与科研……儿
童美育队伍“代际传承”正在
形成。

对于个人成长，杨瑾楠很有
感触：“组织教研对我们年轻老
师很有帮助，美育开展这么多
年，我们没能全程参与，通过调
研，可以从资历深的老师那里
学到很多实践操作的经验，再
结合一些理论，个人成长确实
比较快。”

名校硕士做幼师 美育队伍“代际传承”

孩子们参与制作的创意宫灯

老师指导幼儿在进行水墨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