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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遗纹样在3D打印机中重生，
当锅庄舞步与篮球击地声在校园共
鸣，当美发剪裁出文化自信的轮廓，这
所高原职校正以坚定的步伐践行“使
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办学初
心。在这里，每一粒技能的种子，都在

五育并举的沃土中孕育着改变命运、
服务家国的磅礴力量。

德育如灯，照亮家国情怀；智育如
钥，开启创新大门；体育如风，激扬生
命活力；美育如雨，润泽心灵沃土；劳
育如犁，深耕工匠精神。西宁市世纪

职业技术学校将以非遗传承为魂，以
五育并举为翼，勇立潮头，奋力书写职
业教育赋能区域发展、服务国家战略、
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的壮丽
篇章。

（记者 王静怡）

高原职教沃土绽放五育之花
——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实践纪实

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作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自1985年成立以
来，始终秉持先进的教育理念，在职业教育领域深耕不辍，先后荣获“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德育先进集体”“中国综合实力50强职业学校”“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多年来，学校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成为
具有特色的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现有旅游商贸等10个部，包括6个国家级重
点专业和2个省级优质专业群。建有高原智慧康养、高新数字化新能源产业学
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等特色平台。5月12日，学校迎来了以“高原非遗铸
魂·五育职教赋能”为主题的职业教育活动周，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集中
展示了将非遗传承与五育融合深度结合，构建独具特色育人生态的生动实践。

德育的根基深植于文化传承，走进校内的非遗传
习基地，国家级非遗大师常天平的泥塑作品成为全场
亮点。其《兰州牛肉拉面》系列通过21个泥塑人物场
景，生动再现了拉面从原料制作到享用的完整工艺
链，展现了该产业在青海的发展及走向全国的历程。
另一力作《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塑造
了56个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的人物形象，栩栩如
生地展现了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与文化特色，奏响了民
族团结的时代强音。

德育不止于课堂。5 月 12 日，学校 200 名师生
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将职教力量注入全省防灾减
灾宣传周。歌伴舞《石榴花开在青海》舞姿翩跹，
寓意各族同胞如石榴籽般紧抱，共御灾害；手势舞

《震心守护》以简洁有力的动作普及应急知识；快
板《防震事关你我他》用诙谐语言传递安全理念。
活动现场，美发专业学生为过往群众义务理发，中
医养生学生提供保健按摩，将专业技能化为服务
社会的温暖行动，生动诠释了“技能为民”的时代
风尚。

“思政+技能”的双优创新在美业教育领域尤为
亮眼，学校首创的“昆仑英才·美业师者”师资培训项
目，开创青海美业教育新范式。国际专家李秋玲、陈
丽红带来OMC顶尖技术，参训教师马德兰感慨：“过
去只雕琢发型，如今懂得用发丝传递文化自信！”动态
走秀《丝路花雨》将藏式辫发与OMC剪裁、青绣染发
色系完美融合，甘青协作的创意成果，成为“德技并
修”的最佳注脚。

德育之魂，在非遗匠心的坚守中闪耀，在“双优师
资”的创新实践中淬炼，更在服务社会的奉献中升华。

当古老的智慧遇上现代科技，非遗技艺迸发出令人
惊叹的创新火花。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非遗STEM创客
工坊，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熟练操作CAD软件，将繁复
的青绣、藏绣纹样精准复原，再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
蕴含中国元素的立体艺术品。另一边，激光雕刻机嗡嗡
作响，湟源排灯的千年纹饰被赋予新的科技质感。“这不
仅是复原，更是用数字语言重新讲述非遗故事。”数字媒
体专业学生兴奋地展示着作品。

学校高度重视智育工作，深入挖掘非遗技艺中的
科学智慧，将其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培养学生的
跨学科创新能力。让非遗不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激
发未来工程师、设计师灵感的活水源泉。

智育之钥，打开了非遗宝库的科技密码，点燃了
职教学子探索未知、勇于创新的智慧之火。

青海宴席的精致、民族歌舞的华美、
掐丝珐琅的绚丽、青藏刺绣的灵秀……
活动周如同一场流动的河湟艺术盛宴，
浸润心灵，唤醒深植血脉的文化自信。

“青宴雅集”展台上，呈现出青海老
八盘的精雕细琢，釉色温润的器皿承载
着“美食即美器”的千年哲思；掐丝珐琅
与青绣文创赛上，学生设计的非遗元素
冰箱贴、香囊备受青睐，使传统纹样在
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

在非遗体验活动现场，前来参观的
学生们在传承人指导下，屏息凝神体验
掐丝点蓝、青绣香包制作与陶艺泥塑等
工艺，不少留学生们对藏绣“云缂藏华”
的精妙针法与皮绣“皮绘针锋”的独特
质感啧啧称奇，不停询问针法、寓意等
问题，用镜头记录下丝线间流淌的文明
密码，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参观，对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直观、更深刻
的认识，也希望有机会能深入学习这些

非遗技艺。
校园主干道化身为流动舞台，藏舞

的豪放、土族舞蹈的柔美、撒拉族舞蹈
的欢快，在定点“快闪”表演中轮番上
演。华美的民族服饰、动人的歌喉、奔
放的舞姿，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民族风
情画卷，引来师生们阵阵掌声与喝彩。

美育之泉，流淌在掐丝的流光溢彩
中，绽放于歌舞的曼妙身姿里，涵养了职
教学子感知美好、自信昂扬的审美之心。

5月15日，湟源县上胡丹度村劳动教
育基地，120余名师生迎来一堂特殊的劳
动课。烈日下，同学们分组协作：翻土、
施肥、铺膜、挖坑、点种洋芋、移栽辣椒
苗。烹饪专业师生则在露天厨房架起大
锅，精心熬制青海特色熬饭。炊烟袅袅，
饭香四溢，一碗碗热腾腾的熬饭送到劳
作师生手中，暖胃更暖心。下午，大家垒
窑、烧火、煨洋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笑容格外灿烂。艺术绘画班的学生们则

用画笔记录下这充满生机的劳动场景。
校内“校企合作非遗市集”上，学生们

化身“小掌柜”，自信地推介自制的非遗文
创产品。义卖所得善款，悉数捐赠给残联
和老年福利院，让劳动创造的价值升华为
社会关爱的暖流。更有企业现场签约学生
设计的非遗产品订单，实现“劳有所值”。

劳育之根，深植于芬芳的泥土，凝
结于专注的指尖，淬炼了职教学子脚踏
实地、精益求精的工匠之魄。

德育铸魂：
非遗匠心映照家国情怀

智育启思：
科技解码激活非遗基因

锅庄舞的豪迈、舞龙狮的激昂、踩
高跷的惊险……活动周将高原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融入校园，让体育承载文
化，强健体魄更锤炼意志。学校操场
上，一场别开生面的锅庄舞接力赛正在
火热进行。各代表队身着绚丽民族服
饰，在融合了现代节奏的非遗音乐中，
踏着改编的舞步接力奔跑，传递着高原
儿女乐观豁达、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舞龙舞狮高跷体验区内人气爆
棚。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学生们尝试舞
动彩龙金狮，感受协作的力量；鼓起勇
气踩上高跷，挑战平衡与胆识。每一次
成功的腾挪，都伴随着围观者的喝彩。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亲身体验才知
道，这不仅是运动，更是我们民族勇气
的象征！”一位刚体验完舞狮的学生激
动地说。

从传统锅庄到现代竞技，这些根植
于高原生活的传统体育项目，不仅是独
特的健身方式，更是民族性格与文化记
忆的载体。通过身体力行的参与，将

“坚韧不拔、勇攀高峰”的高原精神熔铸
进学子血脉。

体育之力，在锅庄的旋转中积蓄，在
龙狮的腾跃中飞扬，在篮球的对抗中迸
发，锻造出职教学子的钢铁筋骨。

体育强身：高原跃动彰显民族气魄

美育润心：河湟瑰宝滋养审美自信

劳育笃行：躬耕实践淬炼工匠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