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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传承 精进专业

专业建设屡创佳绩
“学校焊接专业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

历史，几代焊接人代代传承，专业基础打得

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系党

总支书记、焊接专业带头人章友谊介绍，目

前学校焊接专业由职教特色鲜明的3支队

伍组成：一是由大国工匠、国家级技能大师

和学校教学名师组成的领军团队；二是由

德阳市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的能工巧

匠、技术能手和优秀校友组成的兼职教师

团队；三是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

合理的专任教师团队。

智能焊接技术教师团队由专任教师、

实习指导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 21 人组

成。拥有教授 3 人、副教授/高级实验师 8

人；高级技师4人、技师5人；博士1人、硕士

11 人，团队中双师型教师比例 100%。团队

有企业兼职教师3人，其中大国工匠1人、

全国技术能手2人。

多年来，团队老师兢兢业业、勤勉刻

苦，在教书育人、教研科研、教师参赛、指导

学生竞赛、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

的成绩。团队被评为“2023 年四川省最美

教师团队”，团队中1人被评为“四川省教学

名师”、1人被评为“全国首届航空职业教育

教学名师”、1人获“德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4人获校级“永好教师育人奖”。

“在团队中，老师们重传承、讲团结，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章友谊是智能焊

接技术专业带头人，2007年到校后，他已经

在学校焊接专业岗位坚守了16年，对这支

“能战斗”的队伍最为熟悉。

2019 年，章友谊接到牵头建设焊接专

业精品在线课程的任务，彼时正值暑假。

“从接到任务开始，团队的老师们立马着手

线上课程的设计与制作。从写脚本、拍摄到

剪辑，做事的效率高，20多天的时间里，大

家都放弃了休息时间，齐心协力完成了《焊

条电弧焊技术与操作》课程制作，并在中国

大学MOOC（慕课）上线。”章友谊说。

正是这样拧成一股绳的凝聚力，团队

近年来在专业建设中屡创佳绩：专业建设

上，2019年成为“国家双高专业群”牵头专

业和“国家骨干专业”，建成国家级“高凤林

技能大师工作室”，团队成员主持完成《高

等职业教育专科智能焊接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的制定。课程建设中，建成国家在线精

品课程 1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

门；四川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3门；四川省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职业教育焊接

专业资源库标准化课程3门。教材建设中，

主编“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2本，其中《典

型焊接接头电弧焊实作》2021年获“国家优

秀教材二等奖”。

以赛促教 拼搏奋进

书写教赛新历史
今年初，教育部公布了2022年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结果，四川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教学团队

的参赛作品《抽水蓄能电站蜗壳焊接制造》

荣获一等奖，实现了学校在该项赛事的成

绩新突破，这也是四川省高职院校迄今在

该项赛事中获得的最好成绩，这枚胜利的

果实得来实属不易。

这项比赛赛制很考验人，从 2022 年 4

月到12月，漫长时间里，智能焊接技术团队

4 位参赛队员历经校赛、省赛前后六轮选

拔，在进入国赛后，大家毅然放弃暑假，不

畏酷暑、夜以继日，突破疫情带来的各种困

难和挑战，成功进入到国赛决赛环节。

“参赛期间，大家休息时间很短，特别

是11月到12月的集中备赛阶段，我们团队

每天晚上基本是12点后才能回家，受疫情

影响，后期大家全部封闭在学校，顾不上家

里。”团队成员杜娟回忆。

就在大家奋力冲刺、全力以赴迎战最

后决赛前夕，团队成员李慧林老师生病住

院，并紧急做了手术，为了不拖团队后腿，

他每天坚持一边输液，一边反复推敲修改

教案，在医院积极备战。在未完全康复的情

况下，他经常偷偷溜出医院，忍着伤口的疼

痛与团队成员一起演练，经常到凌晨一两

点才回到医院休息。

“能够顺利完成比赛，是当时决赛阶段

我们团队最好的愿望了，成绩名次之类的

已不考虑了。”回忆起彼时的突发状况，杜

娟说。

最终，在与全国 37 个代表队的 929 件

作品同台竞技中，智能焊接技术团队斩获

一等奖，标志着学校托举大国重器的教学

师资水平、服务重装产业的人才培养水平

再上新台阶。

杜娟2014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智能焊接

技术团队，在近年来的教学能力比赛中，她

一直是团队教赛工作的牵头人。2020年至

2022年，作为比赛负责人，杜娟连续三次带

领团队成员荣获四川省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3年来，我们团队不断参赛，不断推进

教学改革，不断提升作品水平，最终实现了

学校在该项比赛中国赛一等奖零的突破。”

杜娟介绍，在2020年，团队首次参赛，属于学

习阶段，依托自建的省级精品在线课程，基

本上还是“套用”项目名号的模块化教学设

计。2021年，团队有所提升，基本实现项目化

设计与教学，但还是处于模仿阶段。2022年，

有了前两年的探索研究，团队“真正下水

了”，设计具有代表性的教学项目内容，完全

是项目化设计与教学，参赛项目“抽水蓄能

电站蜗壳焊接制造”是依托企业真实生产的

产品，且响应了国家的清洁能源战略，作品

设计有大量的创新，同时真正体现了职业教

育的特色，因此获得了评委的认可。

“几年教赛最大的收获是真正理解了

教学能力比赛在推进教学改革中的意义，

同时也能有效地促进学校教师的快速成

长。”杜娟说。

悉心育人 德技并修

践行工匠精神
“智能焊接技术团队中，有一位特别的

老师，她2018年从东汽退休，身怀绝技，热

爱焊接工作，退休后受邀加入焊接教学团

队。”章友谊告诉记者。

这位特别的老师是高级技师肖宏，如

今担任“焊接能工巧匠班”的专职教练。肖

宏加入团队后，制订了“学员选拔制度”和

详细的训练计划，严格实施“动态考核淘汰

机制”。

从2019年至今，肖宏主动坚持全年无

休。不论寒冬腊月，还是炎炎夏日，在焊接

实训车间里，总会看到她带学生训练的身

影。

“她会针对每位队员的特点做每个阶

段的训练计划，亲自示范操作、手把手传授

绝技绝活，毫无保留地教授学生专业技能。

每当同学因进步缓慢内心动摇时，她总是

耐心开导、精心指导，默默陪伴着这群孩子

成长，为他们遮风挡雨。”章友谊说。

肖宏的柜子里随时都有为学生准备的

“免费”烫伤膏，夏日午后，她会给学生准备

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寒冬深夜里给学生熬

一碗排骨汤，她还亲手给学生编织围巾和

帽子……肖宏做的让学生感动的事情数不

胜数，在学生眼中，肖宏总是说着最严厉的

话，却做着最温暖的事。日日夜夜，一路陪

伴，见证着学生的成长进步。

在肖宏的指导下，从2019年至今，四川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子连续4年获得“嘉克

杯国际焊接大赛”团体金奖，获单项一等奖

9项、二等奖11项。

“肖宏老师来到团队后，给我们这支队

伍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把和学生

一起吃饭、一起训练的敬业精神，以及一丝

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带到了学校教

学中。”章友谊说。

在智能焊接技术团队，工匠精神不仅

体现在学校教学育人中，更彰显在社会责

任的担当作为中。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东方

汽轮机有限公司生产遭受重创，为了尽快恢

复生产，灾后恢复重建急需大批焊接高技能

人才。需求多、要求高，哪里去找？怀揣强大

的社会责任感，智能焊接技术团队的老师们

联合东汽，快速反应、同步跟进，从当年焊接

专业毕业班中选拔71名优秀学生，校企联

合开设“东汽班”，为东汽送去了“定心丸”。

时间紧迫怎么办？焊接教研室紧急调

整教学安排，将焊接生产实训车间划出一

半，并提供 20 台焊机等设备，保证实训需

要。专业带头人亲自动员，鼓励同学们发扬

东汽“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刻苦训练、

严格要求，“一个都不能掉队。”

“东汽班”启动后，团队成员带领学生

每天从早8点到晚11点，两班倒“开工”，完

全融入到“焊工”的角色。当清晨校园还在

沉睡时，学生们已在调试焊机，准备训练。

当夜幕降临，实训车间仍灯火通明、焊花四

溅。即便是春节，“东汽班”也严格按工厂作

息来休假，不曾松懈。

经过104天的奋战，大家付出了全部心

力，参训学生全部取得了符合欧洲标准的

国际焊接证书，达到上岗条件，与东汽联手

打赢了这场人才培养攻坚战，为当年东汽

恢复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数十年来，团队始终坚持贯彻立德树

人、德技并修的教学理念，始终坚持服务国

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有重大

技术装备制造企业深度合作、协同育人，创

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育人新途径，身体力

行践行工匠精神，把教书育人落到实处。”

章友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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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教学团队——

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 本报记者 陈朝和（图片由学校提供）

■ 王秋珍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教师团队成员杜娟给学生示范焊接技艺。

第一次看小雨（化名）同学的作文，我仿佛

看见了一堆螃蟹：只有七八行，而且每一个字

都在张牙舞爪。我把小雨叫到走廊上，拿着本

子问他：“怎么只写这么一点点？”

“我不会，我不会啊！”他的声音又响又粗，

仿佛一只受到侵犯的乌鸫，使劲扑翅膀。

“老师不是指导了一节课吗？实在不行，你

照着范文套也可以。”

“我不会，我不会啊！”他继续喊。

我再讲什么，他都如此回答。我暗想：真是

缺根筋。

小雨真的不开窍。反反复复的诗句默写，

他总是漏洞百出。“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他这次写成了“海日升残夜，江春人旧年”，下

次写成了“海日生残月，江春入就年”。我给他

再次讲诗句含义，让他借助理解来记诗歌。他

还是那一句：“我不会，我不会啊！”

上课时，小雨喜欢把右腿伸在过道上。他

身材高大，坐在最后一排，还是显得空间不足。

我走过他身边，好几次差点被他的腿绊倒。即

便如此，他也不知道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

一个月后，我让全班定语文期中考试目

标。在其他同学的优秀、进步的声音里，小雨

说：“我的目标是不合格。”

“你根本不用任何努力，就已经是不合格

了。怎么能叫目标呢？”我说着，在他的名字后

写上了“合格”二字。

他叫道：“我不会，我不会啊！”“你可以

的。”我的回答像拳头落在棉花上。

此后，我时时都在寻找肯定他的机会，希

望能打破“不会”的魔咒。可是，我很迷茫。他的

作业大片空白，上课几乎神游万里。

一次，我环视教室，发现有几位同学坐得

特别端正，其中就有小雨。我说：“某某同学、小

雨同学、某某某同学，你们的坐姿，就像一棵挺

拔的小树，老师看到了昂扬的精神风貌。”说话

间，我竖起了大拇指，全班报以“啪—啪啪，啪

—啪啪”的掌声。

这是我的课堂习惯。受到表扬的同学，都

会收到全班整齐响亮的掌声。

我看到全班同学突然长高了，小雨将上身

挺了挺，坐得更端正了。

课堂做练习时，当别的同学还在做第一页

的时候，他已经写到第二页了。我知道，他的字

依然是螃蟹体，他的正确率依然很低。可是，这

样的态度，不也是正能量吗？

“小雨同学注意力相当集中，做得最快。”

我轻轻的话语，在安静的教室里，非常清晰。

午饭时，有位女同学的饭盒里少了一块鸡

排。显然，这块鸡排被其他同学偷偷取走了。每

次吃鸡排，总有男生像饿虎一样，恨不得把每

一个饭盒都打开看过，再选一块最大的。

没有鸡排的女生嘟着嘴巴。此时，小雨说：

“我不爱吃鸡排。我还没开始吃。”

“你自己吃吧，老师可以去食堂取。”从教

室到食堂，有一段路。

“我真的不喜欢吃。”小雨在坚持。

“缺根筋”的小雨，此时比一般同学多了一

分执著。

第二天，我特意买了一点零食送给小雨。

我什么也没说，他欢喜地接过，脸上像开出了

一大簇花。

期中考试，小雨同学的语文获得了72分，

超出合格分6分。8分的诗歌，他得了5分。作

文，他写了500字。虽然他的名次依然是班级倒

数第3名。可他打败了过去的自己。小雨和达到

目标的同学一起起立，接受着全班同学“啪—

啪啪，啪—啪啪”的掌声。

第二天，小雨在我进教室时跑过来：“阿秋

老师，吃个橘子吧。”说话间，他递过来两个黄

灿灿的大橘子。

“谢谢小雨。这是福橘呀。吃了就更幸福

了。”“我有很多。”他的声音依旧又响又粗，可

我觉得格外动听。

此后，小雨经常会在我上课前跑上讲台：

“阿秋老师，家庭作业是什么？”两个多月前，这

样的话，不仅是我，就是小雨自己，估计做梦都

不会想到吧。

按惯例，期中考后，学校安排了家长会。我

做了《看见，是最大的治愈》的演讲，得到了家

长们积极的反馈。小雨妈妈的反应更是让我难

忘。她一脸欣慰的笑容：“小雨在信上说了，阿

秋老师虽然不是班主任，但特别关心同学们的

身心健康。每天都要看看他们吃得好不好。”说

着，泪水从她眼角滑落。我惊住了。

原来，小雨是个特殊的孩子。出生时，因为

脑缺氧一个多小时，医生建议放弃。可是，做妈

妈的怎么舍得呢？小雨被抢救了29天，才转到

普通病房。当妈妈的，根本不敢奢望他能学到

多少知识。

“阿秋老师，您的‘看见’，让我非常非常感

动。我家小雨完全变了。您送他的蛋糕，都放过

期了。他就是不舍得吃。”

蓦然间，我的眼眶也湿润了。可我分明看

见，一个可爱的春天正在向我走来。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教师团队始终坚持贯彻立德树人、德技并修的教学理

念，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中国二重等重大

技术装备制造企业协同育人，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育人新途径，60余年来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

制造企业培养了大批焊接专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近年来，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教学团队积极以赛促教促学、创先争优，在专业

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以及教学科研中屡获佳绩，已锻炼成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模

范教师队伍。

看
见“小雨”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教师团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