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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小冠军们回家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冠
军球队回家……”7 月 20 日 18 时许，
在龙海区石码中心小学锦江校区门
口，学校腰鼓队的同学们整齐地排列
在红色地毯两侧，她们用欢乐的鼓
点，欢迎 20 多位从 2023 全国小排球
锦标赛赛场凯旋的排球队队员和
教练员。排球队队员捧着男子甲
组冠军和男子丙组冠军两座奖杯，
他们刚一下车，随即被包围进一片欢
乐的海洋。

“我们用充满仪式感的方式来欢
迎他们凯旋。”龙海区石码中心小学
校长曾惠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孩
子们和教练们平时训练很刻苦，两支
球队在赛场上不畏强敌、奋力拼搏，
经过8天的鏖战，捧回了两座奖杯，值
得称赞、值得纪念。“尤其要感谢林鼎
煌、颜梓亮、郑艳芬、欧阳莹等几位老
师的辛苦付出！”

“孙子魏子航学习排球才两年时
间，已经是队里的主攻手。”黄丽虹是
人群里笑得最开心的一位，她告诉记
者，孩子的爸爸妈妈还在上班，但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来接他，大家都
为孩子高兴，心里感到很自豪。

手捧金灿灿奖杯的张志超是男
子甲组的主力队员，他表示虽然辛
苦，但是很享受比赛的过程。在本次
比赛中，队员们的出色表现让主教教
颜梓亮感觉很欣慰，他说：“7月 12日
出发，到比赛结束，天气都比较炎
热。在决胜冠亚军的比赛中，两支球
队均以 2:0 战胜对手，孩子们克服了
种种困难，能吃苦，敢打敢拼，赛出了
风采、赛出了水平。”

“龙海具有悠久的排球历史和浓
厚的排球氛围，排球底蕴深厚。”龙海
区教育局局长也早早等在校门口，他
表示，石码中心小学是中国女排原主
教练陈忠和的母校，学校作为国家级
排球特色学校、福建省排球传统学
校，充分发挥本土优势，坚持排球运
动从小抓起，将排球纳入学校发展规
划，配置排球专职体育教师，组建优
秀教练团队，通过大力推行排球操、定期举行比赛等措施，逐
步积淀、传承、升华排球特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一所小学何以能培养出高水平排球队？7月 24日下午，
记者再次走进龙海区石码中心小学一探究竟。学校排球训练
馆里一片忙碌的训练场景，队员们有的练习垫球，有的练习扣
球。“虽然刚参加完比赛，但球队暑假的训练不会停。”主教练
颜梓亮告诉记者，周一至周五每天会进行三个小时的训练，开
学后的训练是在每天下午的5时10分至6时45分。他认为时
间上的保证和科学的训练，才能不断提升球队的实力。

六年（11）班的刘奇去年曾参加在漳州举办的全国青少年
排球夏令营暨小排球锦标赛，不久前，他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
被龙海一中录取，即将离开母校，刘奇语气里充满了不舍。他
告诉记者，今年的比赛竞争很激烈，在赛场上，很考验毅力和
心态。“去年的小排球锦标赛在漳州举行，我们得了第三名，今
年在四川，共有 16 个省 64 支队伍参加比赛，拿了冠军好开
心。”在刘奇看来，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教练们的辛苦付出。“平
时的训练很严格，教练总是叮嘱队员们不仅要注意自己个人
技战术的提升，还要懂得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男子丙组队长欧冠宇第一时间就把得金牌的好消息告诉
了自己的妈妈杨女士。球队回学校那天，杨女士去接孩子时，
听到儿子俏皮地问她：“我们是不是挺厉害的？”“说实话，有时
候看见孩子训练那么辛苦，会心疼。”杨女士向记者吐露了自
己的心里话，“排球让他变成了‘小小男子汉’，比赛期间，他每
天都在电话里讲队友们怎样配合，如何把握时机拿下比赛，我
心里真挺为孩子感到自豪的。”

“很喜欢！排球让我快乐！”小运动员们纷纷表示很热爱
排球。记者采访时，孩子们对“校友中国女排原主教练陈忠和
与女排的故事”津津乐道。男子甲组队长张志超告诉记者，

“队员们要是训练认真，提前完成任务，颜教练就会和大家讲
他和陈忠和之间的故事。”平时，教练也会让队友们通过看中
国女排或者男排的比赛视频，来提升水平。“球是千变万化的，
在训练中，除了要注重体能训练，还要开发思维能力，培养对
球的感觉。”

颜梓亮主教练是石码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2018年11月
退休。他与陈忠和是龙海二中的校友，颜梓亮回忆，陈忠和在
福建女排教练任上，他曾以助理教练的身份与他共事两年。

“学生们夺冠后，我打电话给陈指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颜
梓亮说，陈忠和很开心，对大家表示祝贺，并鼓励球员们再接
再厉。

“这辆汽车喇叭只是有时候不响，很可能是方
向盘下面转向柱的轴承转动时出现电阻过大……”
7月25日上午11时许，在龙文区龙文北路三合汽修
厂，“90后”汽修厂老板陈杨昇带着两个徒弟，给一
辆汽车喇叭出现问题的车进行维修。只见陈杨昇
拨弄了几下喇叭继电器，故障就排除了。

陈杨昇从小读书成绩差，小学初中成绩几乎是
班级倒数第一，父亲陈福增看在眼里，自知孩子不
是读书料，得另外选择“学习”之路。“他读书不行，
但是动手能力还不错，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才是正
道。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汽车，让他学习汽车修理，
工作应该不难找。”陈福增接受采访时说。于是在
陈杨昇初中毕业后，他就把儿子送到了朋友那边学
习汽车修理。

刚开始，陈杨昇对汽车修理觉得有趣，但是学
习一段时间后发现又脏又累，很枯燥，开始没了耐
心。学了半年坚持不下去了，跑去当健身教练的学
徒，还在酒吧打过工。后来发现没有一项工作是不
累的，在父亲的引导下，他又回到了汽车修理厂，

“第二次学，开始逼着自己要学点修理技能。就留
心观察，看别人是怎么修的，琢磨他为什么这样操
作。”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要感谢我的父母和亲
人。”陈杨昇说，那时候年龄小，考虑问题不周全，去
外面逛荡一阵子，发现没有一项过硬的技能傍身，
的确不行。“所以，再次回到汽修厂，就真正下定决
心好好学了。”陈杨昇后来发现真正用心去学，果然
什么都不难了，越学越开心，掌握越多的技术，就越
有成就感。

看到儿子学成后，陈福增看时机成熟，鼓励儿
子结束学徒生活自主创业，陈杨昇语气里满是感激。他说：“从小
不是读书的料，一读书就想睡觉，如果不是我爸‘量身定制’了就业
路，掌握了一门技术，我可能连养家糊口的能力都没有。”

在陈杨昇看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学
习，才能确保自己不会被淘汰。“这种危机要一直有。我希望自己
不仅是一名汽车修理员，更是一位巧匠。”他认为，现在汽修需求量
大，但是行业真正的“师傅”很少，很多人认为修理汽车又脏又累，
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刚开始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在我爸的引导
下，我重拾了学习兴趣。所以，家长要给孩子一些成长的机会，甚
至是‘试错’的机会，如果认定了孩子不是读书的料，要去挖掘适合
他们的技能，坚定给予支持并适时进行引导。”

如今，陈杨昇汽修做得有声有色，逐步扩大了汽车修理厂，目
前带着两个徒弟，也已结婚生子，再也不用家里人为他担心了。“条
条大路通罗马，并不是只有上高中读大学才有出路的，家长要懂得

‘因材施教’。”陈杨昇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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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通过努力一样可以出彩

“中职生是有机会上大专、读本科的，今年我校
单文化艺术系就有几十个同学上了本科线，全校本
科上线人数更是破百，另外绝大部分同学都能上公
立优质高校”，漳州一职校教务处副主任连小铃认
为，中职生只要努力了一样可以出彩，尤其在技能
学习上。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
专业发展方向，在各类技能大赛中检验自己的所学
所练。

连小铃介绍，以信息技术系为例，漳州一职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是福建省“双高”建设项目平面
设计专业群的主要专业，计算机网络专业是福建省
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的重点建设专业。计算机
平面设计专业核心课程包含 PS 图形图像处理、CG
数绘等，毕业生可从事数字媒体产业对应的平面设
计、广告设计、图片处理等工作；而计算机网络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包含网络服务器配置与管理、网络设
备安装与调试、综合布线设计与施工等，毕业生主要
从事信息通信网络维护、网络产品售后服务、网络产
品培训与推广和技术支持等工作。该专业学生如果
参加职教高考，成绩优异者可以进入漳州职业技术
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等公办优质专科学校
继续深造。部分优秀的学生可考入厦门理工学院、
闽江学院等本科院校。

在连小铃看来，机械产教系也是漳州一职校的
重点系部之一。“这个专业的学生从中职院校毕业后
进入到职业院校或应用型本科，继续从事相关的专
业学习，有助于学生成长为一个理论和技能双全的
复合型人才。”连小铃认为，中高职阶段的学习比较

注重技能实操的训练，而普通本科则更多的是以理
论提升为主。“等他们从高校毕业了，不管是产品设
计、技术管理，还是机械加工，都会是机械制造企业
争抢的香饽饽。”

找一项感兴趣的技能去学习

林老师在龙海区一所中学教化学，长期担任班
主任工作。谈及目前有部分考不上高中的同学，计
划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林老师坦言，学
生和家长们需谨慎考虑、权衡利弊。“高中阶段的学
习强度是比较大的，如果真的不是‘学习那块料’，其
实可以找一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技能去学习。”林老
师分析，所谓的“社会考生”，需坚持学完三年课程，
通过高中会考，参加高考，才能“成功上岸”。倘若学
到中间，坚持不下去了，连中职文凭也没有。

“事实上，每个学生也许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林
老师建议，如果实在不想进入学校继续学习的，也可
以找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美容美发、汽车修
配、厨师等等，以传统的方式，“跟着师傅踏踏实实学
手艺”。其实，只要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学起来
就不会枯燥无味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与其在自
己不喜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还不如找点自己真正
喜欢的东西去学，朝着一个方向不断地积累、不断地
使劲，总有学成的那一天。

林老师说，要从量变转化到质变，需要有“铁杵
磨成针”的信心，不管是哪个同学，只要在某一个方
面一直发力，坚持十年二十年地做一件事，把某个领
域或者某件事做到“别人没有办法超过你”或者“说
到这个绕不过你”，就是成功的。“当然，家长要有支
持孩子的信心和耐心。”

脚踏实地提升职业素养

叶建军毕业于平和职校，现就职于厦门某信息
公司，年薪 20万元左右。“毕业后就顺利进入上市公
司，工作也算得心应手。”谈及这位“得意门生”，平和
职校副校长赖小凤语气里满是赞赏。赖小凤回忆，
叶建军 2015年刚进入中职学习，就给自己定下了明
确的目标，“他自学了大学的编程课程，经常向我请
教一些问题，2018年他考入闽江学院计算机专业学
软件工程，本科毕业后，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上升
空间应该也比较大。”

“家长在孩子上了职校后，要多跟学校加强联系。”
龙海职校副校长郑月娜认为，很多中职学生在升入中
职学校之初对自己所学专业是不太了解的。学校方面
会尽快让学生认识所学专业，学什么、怎么学、如何学
出门道。家长们如果能参与进来，对孩子建立信心是
很有帮助的。“入学后，大家都是从零起步，老师和家长
的引导和鼓励，有助于提升他们自信心的树立和职业
素养的培养，特别是之前一些学长的榜样作用，让他们
知道即便是中专生也可以有出彩的机会。”

漳州一职校2013级同学陈向阳，中专毕业不到5
年时间，就成长为万利达集团的一名厂长；2016级杨
坤耀同学在中职期间，通过参加技能大赛获得省赛
一等奖保送高职，在高职期间获得全国技能大赛一
等奖保送本科。连小玲建议家长们，订阅学校微官
网、公众号，及时关注学校相关活动信息，了解学生
在校活动；或者可以加入班级微信群、QQ群与班主
任、科任老师沟通交流，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和学习情
况，只要家校协同育人，就能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本报记者 苏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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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高之外的人生赛道

结 束 初 中 的 学
业，如果无缘高中，是
不是就前途一片暗淡
了呢？显然不是。正
所谓“行行出状元”，
只要找准适合自己的
路，持之以恒，每天进
步一点点，升入中职
的广大学子们通过努
力依然有机会进入大
学深造；倘若实在不
是“学习那块料”，传
统的“跟师傅学一门
手艺”的路也是走得
通的。

当年中考蔡艺鸿考了505分，成绩不是很
理想，但她不是因为成绩不好选择的中职。
他认为读中职与普高相比，选择会多一点。

“中职的课程中不只学习文化课，也有学习专
业课，毕业后也会有一门专业技能在手。”

“我中职读的专业是电子商务专业，选择
这个专业一是从我的兴趣出发，二是因为现
在是互联网时代，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选择
相应的专业也能给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
良好的基础。进入中职的学弟学妹们也要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时代的发展需要，选择
好自己的专业。”蔡艺鸿说。

蔡艺鸿建议，在学校期间，学弟学妹们可
以积极考取各种专业技能证书，参加比赛，通
过备赛，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还能
增加自己的经验，也能成为以后升学的加分
项。“我参加过国赛，获得了一等奖，这也对我

的职业生涯规划有很大的帮助，备赛过程中
我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在各
级赛事中获奖也能为自己的履历添砖加瓦。”

进入中职还是有文化课要求，关于文化
课的备考，蔡艺鸿认为学弟学妹们也要明确
目标制定计划，平时多积累知识，要善于利用
网络平台获取有效的学习资源。不要因为文
化课的问题，阻碍了升学。

现在职业教育为中职生提供了多种多样
的升学途径，中职生不仅可参加高考，进入普
通高校学习,也可参加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
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不同的渠道，都可以升入专
科或者本科。“我今年就考上了福建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一开学就要计划准备专升本考试的
内容。我周围也有直接考上本科的同学，你们
也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奔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努
力，就不会后悔。” ⊙本报记者 刘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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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队员们暑假期间仍坚持训练

龙海职校幼儿保育专业高级讲师林美英悉心指导学生舞蹈技巧 本报记者 游斐渊 摄

近日, 龙海区石码中心
小学在2023年全国小排球锦标赛中摘

得男子甲组冠军、男子丙组冠军两枚金
牌。与夺冠相比，队员们更大的收获是真

正体验到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
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沈鑫如当年中考考得不是很理想，也是
因为中考成绩不够的原因，才选择读了中职，
而且当时在选择中职学校和中职专业的时候
也很迷茫，有段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未来的
路应该怎么走。后来听说漳州第一职业中专
学校的师资力量和办学环境都很不错，看了
学校相关的专业介绍，感觉学习旅游相关专
业还不错，所以她最终选择了现代服务系旅
游服务与管理专业。

“我觉得在中职阶段假期时间的实习也
是很重要的，今年暑假，学校安排我们到漳州
宾馆实习，我是在餐饮部实习，目前正在进行
岗位培训，不过相关的岗位已经分配好了，实
习期也会有相应的高温补贴，而且实习的平
台也很不错。”沈鑫如说。

对于已经选择中职或者未来有意向选择
中职的学弟学妹们，沈鑫如觉得除了在校内
要认真学习文化课和专业课的知识以外，必
要的校外实习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认真面对

实习工作，这样的实习经历不仅能够丰富阅
历，增强我们的实践能力，也对我们以后的学
习和就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中职阶段积极考取各类专业技能
证书也十分重要，沈鑫如就读的是旅游服务
与管理专业，开学就打算考取导游证，之后计
划往旅游行业和酒店行业的方向上走。每个
专业所要的相关证书各不相同，她建议要根
据自己专业的要求，积极备考各类专业技能
证书。

对新一批选择中职的学弟学妹们，沈鑫
如叮嘱：“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不是很严重的
事，要给自己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人生的道
路很多条，中职作为其中的一条路，也会为你
的未来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中职也有考上大
专再专升本的机会，只要对准一个方向努力，
一定能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机会，证明自己
绝对不会比别人差。”

⊙本报记者 刘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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