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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宝玉石专业宝石加工
校内大赛探索与实践

武改朝，贾　茹，邢瑛梅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 100102）

摘　要　为更好推进岗课赛证，以赛促练、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研，引导学生感悟匠心，提升学生宝石

加工职业素养，提升学生职业适应力，本文就首届专业内宝石加工大赛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探讨，针对学生大赛成

绩分布进行了解析，并针对创新点进行提炼，还从学生技能提升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期能为促使师生在大赛中互

相促进、共同提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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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珠宝类院校已经开设宝石加

工相关课程，无论从机器设备的选用，还是实训内容

的设置，都有较高的相似度。在教学实训中，主要对

标准圆钻型、祖母绿型、公主方型、椭圆型（蛋型）、

梨型、橄榄型（马眼型）、心型等七种宝石琢型，采

用台式研磨机（需要手动调节高度）或可升降宝石研

磨机等进行琢磨抛光。

从 2019年和 2021年全国宝石琢磨工大赛（国家

二类比赛）以及 2022年上半年北京市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心型宝石加工）的赛项内容来看，主要是聚焦于

以上七种宝石琢型的制作。但是，从 2022年的全国宝

石琢磨工赛程设置来看，新增了肥三角琢型的加工，

提高了琢型设计的能力要求。

为了满足实际生产及大赛需求，提升学生职业适

应性，做到“竞赛项目对接产业发展趋势和院校专业

设置，竞赛规程对接行业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竞赛

方式对接实际生产过程，竞赛内容贴合企业生产和专

业教学实际”[1]，宝石加工相关课程的改革需要不断深

化，校企之间的互动需要进一步加强，宝玉石专业学

生宝石加工职业素养需要进一步提升。基于此，笔者

在上级领导支持下，筹建并实施院级首届“珑行杯”

宝石加工大赛。

1 大赛组织

1.1 组织机构

本次大赛设置大赛组委会，由学院领导及笔者所

在的宝石教研室老师组成；裁判组优选三位 2021年全

国宝石琢磨工比赛获奖同学担任。

1.2 宣传报道

邀请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同学，与宝玉石专业师生

一同组成大赛报道组，开展大赛选手现场视频录制，

并通过学院的公众号“经管宝石协会”和“经管珠宝”

对比赛进行宣传报道；同时，创作大赛短视频，通过

抖音、微信视频号等播放，并及时发布到大赛微信群，

营造大赛氛围，为参赛选手助力。

1.3 校企互动

邀请深圳市琢艺文创传媒有限公司、珑行（北京）

珠宝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等企业协同办赛，其中，校友

创办的实业公司：珑行（北京）珠宝艺术设计有限公

司还进行大赛冠名，并设计证书、提供奖品等。

1.4 大赛训练

大赛依托开设的学期素质拓展课（2个班，40人，

不同专业、不同学院），笔者及其他专业老师悉心指

导，全程陪练，保证实训室常态化开放，课下开放时

长达到 300小时以上，开展实践学习学生 80余人，训

练 600余人次，学生训练时长最多可达 300小时。同时，

安排获奖同学作为小导师，指导备赛同学，分享经验，

点评作品。通过常态化集训，磨炼了学生的匠艺，引

领学生学习身边榜样，感悟工匠精神。

1.5 大赛准备

大赛准备包括场地准备、设备准备和耗材准备。

赛前，笔者带领学生志愿者逐一检查宝石研磨机，并

按国赛要求，认真匹配大赛用品，包括：粗细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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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盘、八角手、压面机、顶平器、抛光粉、火漆等，

同时，还准备了创可贴等应急用品。

1.6 报名分组

组委会组织学生志愿者，建立了大赛群，利用问

卷星软件、微信群等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报名工作，30

名同学分三个场次按要求开展竞赛。比赛过程中，现

场裁判在三个时间段进行操作安全和加工过程的检查，

并及时记录，确保比赛安全、规范和公开透明。

1.7 获奖比例

在鼓励的前提下，设置获奖比例为：一等奖 20%，

二等奖 30%，三等奖 50%，参赛同学均可获奖。

1.8 赛程安排

以“方块玻璃”为原料，每场 2个小时，考查同

学的自主定型能力（琢型设计能力），选手需要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圈形、粘杆、冠部研磨与抛光、换杆、

亭部研磨与抛光、清洗等步骤。

参考钻石切工分级标准和宝石琢磨国赛标准，同

时，基于学情和大赛促进专业间交流初衷，聚焦研磨

与抛光质量以及完成度，制定了评分细则，并在大赛

微信群提前发布给参赛同学。

2 大赛成绩分析

根据参赛的 30位同学的情况（男生 8人，女生 22

人），进行大赛成绩分析。

2.1 成绩分布

学生成绩优良率在 67%，最多的同学拿到了 97分

的高分，85分以上的同学占比 40%。从成绩上看，同学

们训练成果较为明显，总体实力尚可，有待进一步提升。

2.2 学情分析

从表 1中可以看出，30名选手来自 7个不同专业，

其中：珠宝与艺术设计学院（宝玉石鉴定与加工、工

艺美术品设计、数字媒体技术等专业）24名，临空经

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休闲服务与管理等专业）4名，

人工智能学院（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专业）

2名。参赛选手的分布范围较广，为宝石加工技艺的宣

传和专业间的交流打下良好的基础。

2.3 参赛渠道分析

参赛的主力在珠宝与艺术设计学院，其他学院的

学生主要是参加素质拓展学习得到的消息，还有 1名

同学是通过公众号发布来报名参赛的。从数据上看，

上过素质拓展课的一部分学生尚未报名参赛，需要开

展进一步动员。

3 大赛创新点

3.1 大赛首创

宝石加工大赛是打破学院之间、专业之间的壁垒，

提高协同、互学互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创新素养，面向全校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学

生开展的首次珠宝类大赛。

3.2 宣传先行

赛前、赛中、赛后等不同阶段，利用公众号、抖音、

微信视频号等开展线上线下的赛事宣传。同时，邀请

数媒专业同学来进行专业拍摄、剪辑、信息发布等。

3.3 优选评委

邀请高年级国赛获奖同学担任评委，在评审过程

表 1 参赛选手专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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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做好监管和指导，提高学生参加更高级别大赛的兴

趣和自信。

3.4 细化赛项

基于学情，参考钻石分级考评标准，选取大家最

为熟悉的标准圆钻宝石琢型作为大赛内容，并加上圈

形等步骤，体现出琢型设计能力；参考国赛，开展过

程考核，通过三次检查，保证质量和操作安全规范；

进行二次加密，保证作品评审的公平性。

3.5 校企互动

由校友企业冠名，并全程伴随，有助于做职业体

验的探索。

4 大赛思考与建议

4.1 进一步优化评价

在评价细则中，对于磨圆度和成品的重量的评价

比例需要增加。

4.2 提高宣传力度

在宣传力度上下功夫，扩大宣传范围，进一步提

高竞赛层次，争取形成范式，增加宝石加工爱好者的

加工技能，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让更多学院、更多

专业的同学来体验、学习、交流。

4.3 难度需要提升

比赛内容可以进行难度分级，可以适度增加理论

测试（参考国赛题库）和琢型设计（手工绘图或 Gem 

Cut Studio软件绘图）；可以设置专业组和业余组，引

导更多同学参与学习与比拼。

4.4 组建加工团队

可以组建宝石加工团队，开展线上线下开展宝石

加工实践。

一方面，实施导师制，即：通过师生“结对子”、

优化训练安排、做好实训室常态化安全开放等方式，

让学生在校期间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训练 [2]。

另一方面，借助相关虚拟仿真平台和虚拟仿真软

件，增加宝石琢型款式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如进行宝

石琢型创新设计、高级宝石仿真切磨等，有效满足市

场对新刻面琢型和异形琢型款式日渐增多的需求 [3]。

4.5 促进创新创业

在基础琢型创作的基础上，借助宝石加工软件，

如 Gem Cut Studio等，开发出更多富有创意的个性化宝

石琢型；增加合成红宝石、合成祖母绿以及天然宝石

原料的准备，多创作宝石级的加工作品；学生可以在

微信平台上完成珠宝相关产品的学习，并利用微信平

台提高销售以及管理能力，也可从中获得一定收益 [4]；

基于团队教育和挫折教育 [5]，遴选宝石加工相关创新项

目，锻炼学生敬业奉献精神和抗挫折能力；优化指导

团队，从校内外邀请企业和电商、营销等专业的专家

加盟指导，建立数字化运营团队，结合珠宝商贸类课程，

指导学生开设淘宝店铺、入驻京东商城等，并通过抖

音、微信朋友圈、小红书等平台开展广泛宣传和推广；

指导同学创建自主品牌公司，在此期间，也可聘请专

家授课，从公司管理、市场营销、风险防控等方面进

行指导，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进而提高

创业成功率 [6]，也可以与珑行（北京）珠宝艺术设计有

限公司等校友公司合作；在创新创业教育和专业学生

自主创业工作中挖掘、吸收优质教学资源 [7]；对学生进

行精神激励，将创新能力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衡量标

准之一，鼓励学生多学习与创新创业相关的理论知识，

多参与实践活动 [8]，同时，选择宝石加工项目参加“互

联网 +”、挑战杯等大赛，开展实战运营。

5 结语

源于宝石加工课程的比赛，受到跨专业、跨学院

学生的喜爱与积极参与。通过大赛，不同专业同学切

磋了技能，收获了友谊。接下来开设的《宝石智能加工》

素质拓展课，很快就被同学们预定了，期待着更多同

学参与宝石加工技艺的学习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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