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教探索】 

服务江阴总部经济发展，拓宽省外网络招生渠道 
 

继教院  曹伟 

近年来，在招生形势错综复杂的局面下，为确保学院事业持续发展，学院在

保持传统点对点招生方式的情况下，主动满足江阴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开辟了服

务江阴企业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的省外招生渠道，招就处牵头组建了网络招生办公

室（以下简称“网招办”），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信息化为手段，并通过百度、搜

搜和 360 等社交工具，积极宣传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实践成果，实现了省外生源的

有效落地。 

网招办正式成立于 2014 年 6 月，由招就处张秋贤处长任网招办主任，全面

主持网络招生工作并制定相关政策，招就处副处长崔斌担任网招办副主任，分管

网络招生队伍组建、网络招生工作推进与监督，继教院副院长曹伟担任网招办副

主任，分管网络招生人员技术培训和招生跟踪及落地工作。 

在 2014 年首次开展省外网招工作之初，网招办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张秋贤

主任对省外具体招生计划和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对各省份地区的志愿填报和录

取方式进行了整理汇总，初步制订了省外网络招生工作方案，为学院省外网招工

作指明了方向；崔斌副主任组织了十余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悉计算机操作的

学生干部，根据各省份地区志愿填报时间制定了网招工作计划表和任务分解表，

为网招工作的高效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人员保障；曹伟副主任则对网招办人员就互

联网开展网络招生进行了思想动员和技能培训，比如，如何使用百度百科、百度

知道、百度贴吧、腾讯微博和学院网站优化等营造学院良好的网络舆情环境，如

何使用 QQ 群、微信、易信等流行社交工具实现空对地的生源落地等，为省外网

招工作提供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支撑。 

2014 年，学院在面向外省招生过程中，网招办工作人员通过一个多月循序

渐进的沟通和宣传，不仅建立了如百度百科等媒体的良好网络舆情环境，学院官

方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腾讯微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宣传，最终，除江

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外，其余七省总计招生 31 名。 

2015 年 6 月，在省外网络招生组动员工作会议上，学院刘文君副院长要求

网招办在总结好 2014 年省外招生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实施《江阴职业技

术学院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布局好 2015年的省外网络招生工作。他提出，2015

年是学院实现省外网络招生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之年，此举符合江阴市委市政府和

江阴市 36 家上市企业发展总部经济业态的需求，像海澜集团、澄星磷集团、双

良集团等企业发展总部经济模式都有一个十分紧迫的需求，那就是吸纳全国范围

内的优秀人才。学院作为江阴市唯一的地方高职院校，理所帮助企业承担起培育

这些优秀人才培养的责任。目前，省外网络招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依托职业技能大赛，促进服装专业教育 
 

艺术设计系  陈英 

作为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专任教师和实训教师，我曾参加过无锡市职业技能

大赛获得一等奖，并指导多名学生参加专业技能竞赛，获得过一、二、三等奖的

佳绩。这些大赛经历，让我深刻感悟到，职业技能大赛既是磨炼教师自身技能的

良机，更是培养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大好机会。 

一、将大赛项目纳入实训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实训教学是职业院

校专业教学中最重要的

环节，相对于理论教学而

言，工作环境较差、工作

强度更大，对教师专业综

合能力的要求更高。以服

装专业为例，实训课一般

在机房完成，多是 6-8

节连上一整天，一直要与

缝纫机、蒸汽烫台接触，

长时间处在噪音和炎热

中，相同的内容需要边讲边演示好几遍，之后再不停地巡回指导，手把手纠正学

生的错误，直到学生基本掌握。在近年来的专业课务安排中，我积极承担了大部

分的专业实训课程，教学中以技能大赛为载体，从各种途径搜集大赛资料，将相

关的项目纳入到教学内容中，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把每一个

教学项目都当作岗位工作任务来要求和训练。在课程考核中，紧密结合岗位职业

活动流程，制定明确的评分标准，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通过竞赛项目的实践来学

习，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拔优秀的学生参加比赛。 

二、优化知识结构，提升教师的专技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技能大赛也是指导老师专业水平和能力的较量。当前，

竞赛题的难度越来越大，有些甚至是行业生产中的技术难点，这就要求教师必须

拓宽专业知识领域，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我个人的经验是，首先要与行业企业

专家零距离接触，拜企业专家或工程技术人员为师，把自己锻炼成真正意义上的 

“双师”。近年来，我常年走访江苏阳光集团、江苏海澜集团、江苏福斯特有限

公司等纺织服装企业，向各企业的技术专家学习取经，较全面地掌握了社会、用

人单位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和相关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进一步理清了教学

思路。其次，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学习。省教育厅每年都会组织高职教师进行

各项培训，如四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教师培训、专业骨干教

师培训等。这些培训，大大拓展了我的专业视域，提升了专业能力。 

三、深化校企合作 ，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 



我院服装专业自 2010 年起，每年与校企合作企业开展服装设计大赛活动。

如与常州林克制衣有限公司合作举办的“林克杯”T恤设计大赛，与江苏杰玛服

饰合作举办的“杰玛服饰杯”衬衫设计大赛，与江苏樱桃服饰合作举办的童装设

计大赛等。企业纷纷为技能大赛赞助资金、奖品和大赛所需材料，使学院与企业

建立起深度的合作关系。在行业、企业组织的技能大赛中，我们将职业技能大赛

与企业选人用人相结合，邀请服装企业的技术专家、行业能手到技能竞赛现场，

既做评委又当伯乐，竞赛变成了集比赛、展示、交流、推介于一体的多元化技能

竞赛，对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大赛的历练，

我院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在历年各级服装行业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许多参赛

学生日后成为了社会的创业标兵和岗位技术骨干。 

 

 

 

 

 

 

汽车专业教学中的一点体会 

机电工程系  庞敬礼 

前几日，我参加了学院的信息化教学竞赛。课后，评委与我交流，认为我

上课的方式体现了“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思路。最终，我在竞赛中得到了二等奖。 

    专业课教学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教学内容要能吸引学生。平时，我

愿意沉下心来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并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

内容，再辅以各种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会把汽车维修企业在实

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故障，带入到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尝试作一名修车师

傅，用心解决这些实际故障。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把故障解决了，就会有成

功感，就像攻克数学题一样，会越来越有成功感，学习兴趣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在教学手段方面，我尽

量采用信息化技术。此前，

学院开展了微课建设活动，

我也参与其中，拍了一些检

修方面的视频，然后自己剪

辑。上课的时候，有些关键

点，学生不清楚到底查哪个

地方，因为插头太多了。这

时候，我把微课视频一播放，

学生一看，原来是这样的啊，

操作的时候就有了底气，故



障维修成功率也高。以前的教学，主要是老师做，学生看。实际情形是学生围了

老师一圈，人稍微多点学生就看不见老师的操作了，有的学生就干脆不看了，教

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学生排除汽车故障的过程中，我让学生分组讨论，并制

定解决故障的方案，故障维修后，总结小组工作的得与失。这样的方式在教会学

生实际技能的同时，还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等。 

另外，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也很重要。自从 20世纪年代美国著名教育

家波利亚提出“问题解决”的教学思想后，这一教学思想即风靡世界，成为培养

学生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方法。我也把这一方法引入我的课堂教学。例如，

我把检修汽车怠速发抖这一故障作为问题让学生解决，学生不仅要综合运用汽车

发动机知识、汽车电气知识、机械知识等专业知识，在解决故障的过程中，还培

养了自身的化归思想，使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

了提高。因此，故障解决对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作用显著。那么，怎样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呢？首先，学生在故障的排除过程中，教师

要引导他们分析故障产生的背景、故障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构。一般来说，一个较

典型、较复杂的汽车故障，都是由几个简单的故障组成的，而大部分的简单故障

是学生已经解决或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这个教学过程就是让学生自主探索与自

主创新的过程。 

    总之，我们的教学要在创新和变革中，始终贴近企业的生产实际，贴近学生

的就业需求，不断整合内容、完善方法，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的实用人才。 

 

 

 

 

 

 

 

立足当下，从细微处求发展 
 

外语系 曹炯 

    依据学院的总体工作目标，外语系将 2015 年定位为整改、转型、质量之年。

全系上下牢固树立忧患意识，立足当下，以创新务实的工作作风，将学院的整改

要求，全方位渗透到系内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生管理等具体工作中，以质量

提升为抓手，从细微处着手，逐步出成效，求突破。     

    第一，明确定位外语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依据“外贸经理”的人才培养定位，

加大专业和行业融合的力度，从以外语语言为主向外语和商务的结合转变。同时，

立足当前的商务英语专业，广泛进行区域经济、行业、企业调研，结合人才需求

调研，以国际贸易为突破口，成功申报国际贸易实务新专业，力求通过未来几年

的建设，外语系逐步发展成为以外贸、商务为主要方向的专业特色凸显的系部。 



    第二，在教学质量提升方面下工夫。大力加强督导力度，要求教研室以品牌

专业建设为抓手，以信息化教学为课堂教学的改革方向。为提高全体老师的教学

水平，外语系本学期在学院要求的三次院级公开课的基础上，增加了五次系级公

开课。同时，将以往教研室分别进行听评课改变为全员参与的听评课模式，形成

了跨教研室、跨业务方向的教研活动形式，即利用周三下午业务学习时间，开课

老师先简要陈述教学思路，再在系部领导或院系两级督导的主持下，参与听课的

老师逐个对公开课从教案设计、课堂组织等方面进行点评。 

    第三，加大学生活动与专业教学的融合力度。围绕“外贸经理”的培养定位，

创新外语系学生品牌活动，增强学生的专业归属感。一方面，本学期将女生节活

动从系部成功推向了全院，活动中增设了商务礼仪展示以及现场英语看图说话，

强化了活动的专业性。另一方面，继续做好做强外语系的传统活动——学生实习

汇报会，除了 12级学生代表汇报实习情况外，三位优秀毕业生回校参加了活动，

这些优秀校友工作发展和生活历练中的一个个故事，让在校学生看到了商务英语

人才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历程：从几个月接不到订单的茫然到有的放矢的寻找客

源的智慧，从不知道如何接听老外电话的紧张到能够独当一面处理大宗海外订单

的从容，从考不过四级的苦恼到带领英语专八的同事一起奋斗的自信。通过这样

的活动，外语系的在校生增强了专业信心，也坚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第四，加强教学建设和科研工作。以参加信息化教学大赛为契机，组建了相

对稳定的课程教学团队以及科研团队，如实用英语教学团队以及商务教学团队。

以团队为单位确定课题研究方向，达到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的双赢目标。到目前

为止，2015 年已立项两项大学生创新课题、两项院级科研课题，并成功申报一

项省级教改课题。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国际贸易跟单实务》院级课程资源平

台的工作基本完成，《实用英语》院级课程资源平台的题库资料继续增加，《商务

英语翻译》院级课程资源平台的建设工作也已开始启动。 

在全院上下积极整改的大氛围下，外语系力求从细微处着手，脚踏实地逐

步实现提升目标，为学院的发展尽到应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