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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
队，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机电
工程系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教师创新团队，在职业教育的国际化
标准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革新、产
教协同服务能级提升三大维度精准发
力，开辟了一条职业教育赋能实体经
济发展的特色路径。

与世界接轨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打造国际化标准体系，拓展教育
新视野。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机电工程系依托中印尼智能制造钢铁
产业学院，全力构建“四对接”国际
化标准体系。团队配套开发多语种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精心打磨每
一个教学环节，确保培养出的学生不

仅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能熟练运
用外语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

实施“职教出海”战略，打造教
育“金名片”。借助国家教育部门智能
制造领域中外人文交流人才培养基
地，机电工程系坚定地实施“职教出
海”战略。团队积极建设“数控加工
技术”等3门双语课程资源，并融入
到慕课在线教学中，让全球学子都能
领略到中国职业教育的魅力。在中德
合作办学项目中，机电工程系持续输
出优质教材和先进标准，致力于打造
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实力的“金名片”。

参与援外项目，传递教育正能
量。机电工程系积极参与援老挝乌多
姆赛职业技能发展中心项目，承担起
提供长效技术支持的重任。团队为老
挝提供焊接技术师资和学生培训，精
心选派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教师前

往老挝授课，将先进的焊接技术和教
学理念传授给当地师生，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教育力量。

实施模块化教学
培育高端技能人才

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筑牢教学
根基。机电工程系紧紧围绕智能制造
高端岗位需求，与北京精雕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度合作，共同构建
现场工程师能级递进的模块化课程体
系。此外，机电工程系还对接机械设
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的职业能力要
求，重构“通识教育平台+四大教学
模块（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专业核心
课程模块、专业拓展课程模块、个性
化定制课程模块）”课程体系，融入
数控多轴加工技术等大赛赛项标准和

智能制造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
确保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

创新模块化教学模式，激发教学
活力。依据结构化、专业化教师团队
的特点，机电工程系探索实施项目式
模块化教学，创新“教学与科研双向
互动”课程开发模式，构建层级递进
的模块化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机电
工程系依照“项目贯穿—任务分解—
场景化模块打造”的思路，创新“任
务链小步快进”的本科教学模式，探
索联产式模块化教学。

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提升教学质
量。为了确保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团队创新构建评价体系，从学生的过
程参与度、知识掌握度、技能熟练
度、素质达成度、思想提升度5个维
度进行全面评价，为教学改进和学生
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依据。

开展社会服务
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育训一体，打造终身学习服
务新模式。机电工程系秉持育训一体
的理念，致力于打造冀中南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提质增效基地。团队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与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攻克技
术难题，年均为企业提供50余项技术
服务，技术到款超500万元。在学历继
续教育方面，机电工程系打通中高本
硕学历继续教育衔接培养的堵点，为
社会成员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径。

开展培训鉴定，跑出技能型社会
建设“加速度”。机电工程系面向区域
装备制造类企业，开展岗前、转岗、
晋职等“订单化”培训，根据企业需
求定制培训课程，为企业培养急需的
技术技能人才。此外，机电工程系还
依托河北省装备制造行业职业技能鉴
定站，面向社会开展钳工、车工等职
业技能鉴定工作，年均认证约1000人
次，为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权
威的认证服务。

组织科普公益活动，推动职普融
通“新发展”。机电工程系依托省、市

级科普教育基地，策划组织“科技活
动周”“科普进百校”“大手拉小手，
科普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年均开展
40余场，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
趣。同时，发展3名科普志愿者教师
深入乡村和其他学校传播科学知识，
推动职普融通和科教融汇。

进行对口帮扶，彰显社会服务
“大担当”。机电工程系对口帮扶河北
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乡西庄子
村，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了3个
以上帮扶项目，涵盖农业技术推广、
农村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机电工程
系还积极对口帮扶新疆铁门关职业技
术学院、新疆理工职业大学等，从场
地建设、教师招聘、专业建设到派遣
教师等各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援。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机电
工程系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教师创新团队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模
块化教学、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积极探
索与实践，为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提供了宝贵经验。未来，团队将继续
秉持创新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

（王学东 高英敏 蒲筠果）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系

教师团队赋能 开创多元发展新格局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的浪潮，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依托学科优势，以国家特色专业、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等为载体，创新构
建“思政铸魂、新知夯基、项目驱
动、创新赋能”的“四维协同”培养
体系，着力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时代机械工程创新人才。

实施思政铸魂计划
构建立体化课程思政体系

学院构建党政引领、全员参与的
立体化课程思政体系，使思政教育有
温度、有深度。一是以全国党建样板
支部为引领，联动教师、学生、产业
教授，整合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
下、理论与实践及虚拟仿真等多元资
源，打造“理论—实践—拓展”“三
维联动”的课程思政资源库，系统挖
掘育人素材，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思
政内涵。二是创新实施“六个一”互
动教学，即每课一讨论、每点一案
例、每学一实践、每月一人物、每章
一故事、每践一演讲，在思政教育中
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提
升学生人文素养。三是实行课前自学
渗透式教育、课中研学领悟式教育、
课后拓学实践式教育的“三阶递进”
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科研报国志向、工匠精神和责任
担当意识。近年来，1名教师获评全

国师德标兵，1名教师获评山东省教
书育人楷模，3门课程获批省级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50余名学生获评山东
省优秀学生、感动校园人物等。

实施新知夯基计划
构建“丰”型教育体系

学院基于“大工程观”教育理
念，打造“共性强化+个性发展”的

“丰”型教育体系，着力筑牢专业根
基、夯实工程基础、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帮助学生实现“知识—能力—素
质”的螺旋式提升。构建新体系、新
课程、新方法、新评价的“四新联
动”教学体系，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
力；通过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
专业方向教育、实践创新教育及课程
思政教育“五位一体”培养架构，实
现工程教育模式转型；实施“专
业+”辅修专业、双学位弹性培养机
制，开发“机械+”跨学科课程，实
行“课程+”前沿知识动态转化机
制，强化交叉融合，实时将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等学科前沿知识、科研
成果转化为课程和教材内容；推行项
目式教学和校企共建课程，利用学
科、产业优势，将其转化为人才培养
动能，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工程人才。近年
来，1 门课程获评国家一流本科课
程，7门课程获评山东省一流本科课

程，1 个教学团队获评省级教学团
队，1个教师团队获得2024年度山东
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
等奖。

实施项目驱动计划
构建项目式“2SPI”实践体系

学院构建项目式“2SPI”实践体
系，提升学生的跨学科知识综合运用
与技术集成创新能力。一是设计创新
创业课程体系，以专创融合课程为核
心，设置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创新创
业奖项学分，以赛促学。二是以项目
制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充分利用
产业与学科优势，制定多学科交叉与
多技术集成的科研类项目、企业类项
目，配套多种形式的导师指导制度，
同 时 以 “ 探 寻 与 商 讨 定 题 目
（Seek） —自主学习与小组协同共享
认知（Study）—结构设计与实践训练
（Practice）—小组形成共识、创新设
计打造智慧作品 （Innovate） ”模式
协同完成项目任务。三是打造“一专
业一赛事”实践活动，即引导学生完
成一个创新项目、经历一次创新过
程、参加一次创新竞赛、参与一次上
台讲演，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融合，培
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坚韧意志和科
学精神。近年来，学生参加“挑战
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赛事
获得省级以上奖励1000余项。

实施创新赋能计划
构建“三级联动”的反哺体系

学院广泛争取外部资源，构建校
内、跨省、跨国“三级联动”的科研
体系，不断增强科技创新供给能力。
一是构建以学科方向为引领、以科研
团队为主体、以科研任务为主责、以
平台基地为支撑的科研组织方式和科
技创新模式，组建16支校内科研团
队，加快标志性成果孕育和产出，有
效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二是联合黄河
流域6个省份的11所理工类大学（学
院） 与龙头企业，组建跨省科研队
伍，在黄河流域布局先进制造与高端
装备协同创新中心，攻关机械工程核
心关键共性科学技术问题，服务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三是持续推进教育
对外开放，联合 7 个国家的 9 所高
校、研究院与企业，组建跨国科研队
伍，合作进行科技攻关，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促进了科研反哺教学。
近年来，学院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项目47
项以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46项，授权
发明专利 201 项，出版学术专著 7
部，发表学术论文1149篇，获得省部
级科研成果奖励26项、省级教学成果
奖7项，获评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
团队计划”团队11个。

（徐国君 赵彦峻）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四维协同”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

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新工科人才
培养需要，枣庄学院光电工程学院以
枣庄学院党建标杆院系、“双带头
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山东省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为依托，聚焦
深化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改革，
探索构建了“党建思政铸魂·科产赛
教融合·‘双师’双向赋能”人才培
养新模式，为破解“理论与实践脱
节、创新能力和跨学科能力培养不
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法精准匹
配、师资能力结构单一”等难题提供
了新思路，也为普通本科高校创新新
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

坚持党建引领，开拓“课程
思政+实践育人”新路径

学院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
导，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确保培养理想信念坚定、
品德修养端正的人才。学院在制定专
业人才思政培养目标时，通过成果导
向教育反向设计法将宏观思政目标分
解为具体课程要求，实现了从培养方
案到课程教学的精准对接。学院持续
深化课程思政改革，先后主持2项省
级教改项目，推动1门课程入选山东
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并获得山东省第
九届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特等
奖1项。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着力打
造“班墨文化传承+‘三下乡’社会

实践+援疆支教”特色实践育人品
牌，让工匠精神和奉献意识在学生心
中扎根。近3年，共组织3000余人次
参与班墨文化传承活动和“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62名师生援疆支教。
学院获评全国大中专学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之乡村振兴“笃行计
划”专项行动全国示范性团队1个，
32人次获得省级以上荣誉，书写了德
技双馨育人的生动答卷。

加强科教融合，“学科领航+
学术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能力

建强学科育人才。学院以4名国家
人才为学科带头人，组建了太赫兹科
学技术等6个科研团队，搭建起8个省
部级科研平台、11个市级科研平台，
为学生配备专属导师，实现科研平台
全部向学生开放。3年来，学生发表科
研论文30余篇，申请专利15项，获批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44项。

拓展学术育人才。近3年，学院
承办6场国内学术会议，邀请中国科
学院院士姚建铨等专家作报告，搭建
学生与顶尖学者的交流平台。开展30
余场融合多学科知识体系的青年学者
学术论坛，开设由学科带头人主讲的
学科前沿讲座，通过跨学科案例研讨
等形式推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深化产教融合，“产业需求+
实战训练”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

学院深化校企协同，搭建起13个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与10个产教融合创
新平台，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开展实训
教学。学生在沉浸式产业场景中锤炼
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毕业生专
业与岗位适配度达 80%以上。近 3
年，教师获批横向课题90余项，80%
以上的学生参与其中，覆盖4个电子
信息类本科专业，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实践应用能力。校企联合成立命题委
员会，将企业真实项目拆解为分层教
学任务，融入设计性实验、项目化教
学、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教学载
体。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的深
度实践中，逐步成长为紧贴产业需求
的应用技术人才。

强化赛教融合，“以赛促教+
‘双导师’培育”淬炼学生团结协
作能力

学院构建了“院级—校级—省
级—国家级别”四级竞赛培育体系，
将竞赛成绩与“第二课堂”学分挂
钩，激发学生参赛热情，院级竞赛已
实现全院覆盖。同时，将竞赛核心知
识点融入日常教学，以“课堂理论讲
解+竞赛案例分析”模式，把竞赛内
容有机嵌入电子信息类专业核心课

程，推动竞赛与教学双向赋能。组建
由企业技术骨干与高校教师构成的

“双导师”团队。企业导师传授前沿
技术与实战经验，校内导师帮助学生
夯实理论基础与学术素养，“双导
师”协同发力下，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显著提升。近3年，学生在全国大学
生机器人大赛等赛事中获国家奖励20
余项，在省级竞赛中获得奖励300余
项，彰显了赛教融合的育人成效。

“双师”双向赋能，培育“教
师工程化+工程师教师化”高水
平师资队伍

学院通过教师企业挂职、项目实
践，以及企业工程师教学能力认证培
训，实现“教师工程化+工程师教师
化”双向转型，“双师型”师资占比
达76%。建立校企师资“四共”（共
培、共育、共研、共享）融合机制并
实施青年教师“双导师”培养制度，
为每名青年教师配备校内资深教师与
行业导师，全方位推动教师能力从单
一型向复合型转变。近3年，学院获
得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等省级以上教学比赛奖项6项，获山
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等奖项 9
项，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
输送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李伟 梁兰菊 郑艳彬 王学勤
王俊宝）

枣庄学院光电工程学院

探索构建新工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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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吉安
职院”）学生龙承鑫入围《2023—2024学年度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
成为江西省仅有的2名登榜代表之一。此次登榜
不仅是对龙承鑫个人能力的充分肯定，更是学校
坚持“红色铸魂”、“五育”并举育人理念的生动
体现。

坚持“红色铸魂”，打造“五位一体”
红色文化育人模式

吉安职院始终以“弘扬井冈山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为育人核心，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
立体化的红色文化育人体系，形成了“课堂教学+
教材开发+实践活动+环境育人+平台推广”“五位
一体”的井冈山精神“红色铸魂”教育模式。

开设红色课程，筑牢思想根基。学校开发覆
盖教材、课程、案例库的育人内容体系。联合行
业企业编撰职教特色教材，开设“井冈山红色文
化”“红色文创产品设计”等课程，实施“专
业+红色文化”课程思政工程，将井冈山精神融
入专业教学。

打造特色班级，创新实践载体。学校创设
“1+X”特色班级育人模式，以专业行政班级为
根基，拓展多个红色班级，形成“映山红”退役
军人示范班、“鸿鹄”专升本励志班、“彩虹”创
新创业实验班等多元育人平台。

构建红色矩阵，深化知行合一。学校构建
“读本+活动+舞剧+实践”红色文化育人矩阵，优
化“红色家书诵读、红色故事讲演、红色歌曲合
唱、红色微视频创作、红色精神微讲解”的“五
红”系列品牌活动，学校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打
造的革命题材舞剧《井冈·井冈》获得第十一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吉安红色记忆》被评
为第七届江西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打造“家电
医生”“红医天使”等9支优秀志愿服务队伍。

营造红色场域，浸润育人生态。校内建设
“井冈山红色家书馆”“映山红书院”“红色影
院”等，构建沉浸式井冈山精神育人环境。校外
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
共建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开展“一线课堂”、红
色调研等红色走读活动。

深化产教协同，拓展育人边界。学校牵头成
立职业院校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全国职业院校
红色文化研究与教育联盟、中国红色旅游研究院
井冈山分院等机构，承办职业学校“文化育人”
论坛、红色走读研修实践夏令营等活动，共同开
展产学研用一体化项目。

落实“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学校始终坚持“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育人理念，构建“德育为先、智育为重、
体育为基、美育为要、劳动教育为径”的育人体
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增强职业教育学生的岗位适配能力。

德育为先，培根铸魂。学校把握课程育人主
渠道，实施“专业+井冈山红色文化”课程思政
试点工程等，全力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综合改
革，邀请时代楷模曲建武等开设讲堂，打造“一课多师”“双师同堂”等情境
式、专题式思政课堂。

智育为重，提技升能。学校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先后牵头成立电子
信息市域产教联合体、全国电子电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与华南理工大学
共建技术研发中心，与280余家企业共建生产实训基地，将生产过程紧密融入
教学过程，提升学生技能操作能力。

体育为基，强体固本。学校搭建课程改革、自主锻炼、校园联赛、文体活
动四大平台，探索形成“学、练、娱、赛”体育育人体系。开设“花样跳绳”

“健身气功”等体育课程，设立“东园龙”舞龙非遗传承班，全年常态化开展
10余场群众性体育活动。

美育为要，尚美雅情。学校实施“筑美、强美、亮美”三大工程，开设
“艺术鉴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公共必修课，开办吉州窑非遗、竹编非遗
等特色班级，连续9年举办师生艺术作品展，获评全国职业院校非遗教育传承
示范基地和传统技艺传承示范基地。

劳动教育为径，培劳养志。学校构建“劳动教育+专业教育、社会实践、
校园文化、创新创业”的劳动教育体系。开展农民丰收节、职业教育活动周等
活动，以创新创业大赛为抓手、以创业园和训练营为渠道，开拓“创新创业+
劳动实践”劳动教育培养模式。作为2025年江西省大中小幼劳动教育宣传展
示月启动仪式的高校展示点，学校依托立体化展区布置、沉浸式体验活动和专
业化讲解服务，全方位展示了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丰硕成果。

通过多年探索，吉安职院先后涌现出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获得者，师
生累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1200余项，学校先后获评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
建单位、江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西省文明校园，为吉安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
近3万名技术能手，大批学子扎根革命老区服务乡村振兴与红色文旅产业发展。

未来，吉安职院将持续深化“红色铸魂”育人体系，夯实“五育”并举理
念，为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和吉安市“十大
攻坚战”提供人才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袁金星 黄森文 袁静云 肖杨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