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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始终认真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六维协同实践，
将“三全育人”理念融入英语教学过
程，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学校获批立项2023年度江西省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基于POA理
论的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
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优化英语课程目标，融合思
政目标导向，锚定育人之纲

学院公共英语课程以文秋芳教授外
语关键能力理论为框架，结合职业教育
思政育人要求，构建了“六维五要素”
能力培养体系，即以语言、学习、思
辨、文化、创新和合作六个维度的能力
为重点，融入核心知识、核心技能、情
感品格、自我管理、价值观五个要素，
形成“能力导向、价值引领、知行合
一”的目标体系，推动英语教学从工具
性向人文性转型。

学院聚焦职业英语应用能力，强
化语言实践与职业适应性，培养学生
解决职场问题能力。将家国情怀、文
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嵌入目标，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项目式教

学、情境化实践，促进学生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培养兼具国际视野、
家国情怀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优化英语课程内容，融合思
政知识内涵，筑牢育人之基

学院围绕“职业与个人”“职业与
社会”“职业与环境”三大维度，通过
单元主题化、主题模块化、模块任务
化，实现英语知识的系统传授与语言应
用能力的全面提升，为英语课程筑牢育
人根基。

学院通过“时间管理”单元注重时
间观念对比，融入“责任意识”与“劳
动美”的思政主题；“看病寻医”单元
结合中医文化，弘扬文化自信与奉献精
神。“网络安全”单元聚焦数字伦理，
培育责任担当。“未来交通”单元展现
中国智造，彰显创新精神。

优化英语教学模式，融合思
政教学方法，激发育人之力

基于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
ented Approach，POA），英语结合思政
教育构建“三阶五步七联动”教学模
式：课前发布任务，融入思政元素，学
生通过“低阶产出”初步实践，教师提
炼共性问题；课中创设真实场景，学生
完成“低阶检验”。通过“探问题”引
导学习难点，学生“思而后学”内化思
政价值观；结合案例讲解知识技能，学
生完成“中阶产出”与“高阶产出”，
得到感悟提升。学生课后总结反思，通
过“拓展深化”环节内化知识，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师生
合作评价”贯穿全程，通过多元互动强
化实效，推动思政教育与语言学习深度
协同，为技能人才培育注入思政动能。

优化英语教学评价，融合思
政考核标准，校准育人之向

公共英语课程将思政评价纳入考
核标准，设立了“助学调控、多元动
态”教学评价体系。学生、教师及AI
协同参与，贯穿“师生合作评价”全
阶段。评价内容包括语言知识评价，
聚焦“知识为用”思政融入，采用任
务驱动，检验思政融入实效；语言技
能评价以情境化产出承载思政目标；
思政素养评价将隐性与显性表现相结
合，多元综合评价。评价方式包括课
前诊断性评价调控学情；过程性评价
依托双平台记录数据，动态调整教学
策略；终结性评价通过标准化考试考
查综合能力；增值评价基于单元进步
数据激励成长。通过学用一体与多维
联动评价，实现语言提升与价值塑造

双重目标，校准育人方向。

优化英语教学资源，融合思
政教育素材，拓展育人之域

基于 POA“学用一体”核心理
念，英语教学资源的开发遵循“三性
融合”原则，即主题关联性、任务导
向性和场景真实性。主题关联性指围
绕单元话题，挖掘思政元素与语言目
标；任务导向性即以产出任务设计资
源，确保输入信息直接服务于思政目
标；场景真实性是选用真实行业案例
构建职场场景，强化职业价值观与职
业胜任力的协同培养。

思政资源的开发主要有教材二次开
发，通过重构单元内容与增设思政任务
链强化价值赋能，使语言教学成为思政
内化的实践场域；数字化资源建设依托
校级“金课”建设，通过“文化解码”

主题单元与红色叙事微课集群的协同构
建，构建多模态思政教育生态体系。

优化英语教师素养，融合思
政育人使命，铸就育人之魂

基于POA理论“学用一体说”和
“全人教育说”教学理念，英语教师的
思政育人能力从“语言传授者”向“价
值引领者”进阶，其核心路径包括知识
结构重构、教学方法创新和评价机制反
哺三重维度。在知识重构层面，教师通
过“思政—语言双元知识库”建设与校
企协同实践，强化思辨能力；在教学方
法层面，开发多模式示范资源，例如井
冈山红色故事系列视频、吉安城市介绍
微课等；评价维度通过“三维反哺机
制”，结合教学反思日志、AI分析工具
及同行评议量表，量化评估思政目标达
成度。

通过六维协同育人体系的实践，教
师教学能力与学生培养质量实现双提
升。教师团队在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中获
得3项奖项，立项省级课题2项，发表
论文5篇，出版教材3部；学生在省级
高职英语赛事中累计获奖10余项，彰显
课程改革实效，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陈雅妮 张晨 刘彬）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六维协同 推进英语课程思政育人建设

当数字时代的星辰照亮创新征
程，湖南工业大学理学院正以理性之
光编织未来科学的经纬。作为学校深
化理科教育创新、服务区域产业升级
的核心教学科研基层单位，学院立足

“厚基础、强实践、重创新”的育人
理念，紧密对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科技前沿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构建
了以数学、物理学科为支撑，多方向
协同发展的特色学科体系，依托“数
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省级重点实验
室及协同创新平台，聚焦数理能力，
形成了“学科交叉赋能、学术与应用
双轨并进”的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学院通过“五化驱动·
三向对接·四重赋能”（五化驱动是指
全程导师化驱动、成长路线化驱动、
方向团组化驱动、实创关联化驱动、
评价多样化驱动，三向对接是指产教
对接、理实对接、学赛对接，四重赋
能是指课程赋能、团队赋能、平台赋
能、活动赋能）的创新实践，在拔尖
人才升学、应用型人才就业、高水平
科研成果转化等领域成效显著，已成
为培育新时代数理创新人才的重要摇
篮，为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和区域
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创新动能。

深耕学科沃土
筑就育才高地

湖南工业大学理学院以学科建设

为引擎，以师资队伍为基石，构筑起
支撑数理创新人才培养的坚实高地。
学院依托数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深耕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应用
数学等学科方向，形成“本硕贯通、
理工交融”的学科生态链。作为国家
一流本科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和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信息与计算科
学）的建设单位，学院紧跟数据科学
与智能技术发展趋势，设立数据科
学、信息与大数据等专业培养方向，
推动学科专业与轨道交通、智能制造
等湖南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在科研平
台建设上，学院深度参与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等高端平
台，承担18项企业技术攻关项目，以

“真问题”驱动科研反哺教学，显著
提升学科服务地方产业的能力。

学院师资队伍汇聚了14名教授、
38名副教授及51名博士，硕士生导
师占比近30%，形成“学术领军+青年
骨干+行业导师”的多元化梯队。近年
来，这支队伍在数理基础理论与应用研
究领域双线发力，主持国家科研项目
19项，发表SCI论文230余篇，科研经
费突破1500万元，6部专著与10部特
色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夯实了学科发展
的理论根基。在教学创新方面，学院打
造了1门国家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
程、13门省级一流课程，并首创“企
业工程师进课堂”模式，将数学建模思
想、行业案例深度融入到教学中，让学

生在抽象理论与真实场景的碰撞中提升
“用数学”的硬核能力。

为打破资源壁垒，学院整合校企
优势，与中车时代电气、弘成科技等
12家企业共建协同育人平台，打造大
规模科学计算与信息处理创新创业教
育中心等省级实践基地，形成“实验
室—企业车间—创新创业平台”“三
位一体”的资源网络。这一系列举措
让“黑板上的公式”与“生产线上的
需求”同频共振，为学科发展和数理
创新人才培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双轨并驾育人
创新点亮星辰

湖南工业大学理学院以“聚焦数
理能力、促进多元发展”为人才培养
改革理念，构建学术型与应用型双轨
并进的“分类培养、分段共推”数理
人才培养体系，让每名学子在理性探
索与产业实践中找到成长坐标。面向
学术潜质突出的学生，学院启动“数
学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全程导
师制为35%的入选学生绘制个性化成
长路线图，打通向上发展通道。应用
数学实验班的小班研讨、本研结对机
制，以及学科竞赛团组的主题实践与
学术浸润，让75%的学术型学子进入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学
府深造，20余篇学术论文与29项专
利成果见证了他们从“解题者”向

“探索者”的蜕变。
对于追求实践创新的应用型学

生，学院通过“产教、理实、学赛”
三向对接，分段共推，深化校企协同
培养。依托株洲轨道交通、航空动力
等产业集群，联合中车时代电气、弘
成科技等企业，将“数据分析方法”

“数学建模”等课程植入真实产业场
景。企业工程师“说案例、讲应用”
的课堂，与“竞赛培训班”“创新创
业实验班”的理实融通，让数学思维
在解决生产线优化、数据信息等实际
问题中迸发价值。

学院以“数理知识—学科竞赛—
数理文化”的互动模式，织就创新实
践育人网络。“明日之师”社团引领
的“一班一研一赛一文”活动，让每
名学生在课题研究、论文撰写中夯实
专业根基；“知数达理”数理创新讲
堂通过专家讲座、校友分享，点燃学
生的科学热情。15项国家大学生数学
竞赛等奖项、232项省级竞赛荣誉的
背后，是学院“四重赋能”协同支撑
体系的生动实践——在这里，黑板上
的公式与生产线上的需求同频共振，
实验室的推演与行业变革的脉搏紧密
相连，让理性之光不仅照亮学术殿
堂，更点亮创新创业的星辰大海。

未来，学院将以创新为楫、以育
才为舟，在学科交叉的沃土上深耕不
辍，持续推进数理创新人才的多元发
展。 （赵育林 汤琼 徐承杰）

二十载春华秋实，育才树蕙；新
时代奋楫扬帆，再谱华章。山东建筑
大学商学院自2004年建院以来，时刻
铭记“经世致用，博学弘商”的院
训，始终秉承“厚植根基、锐意创
新”的办学理念，以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为导向，深耕商科教育领域。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对复合型商业人
才的需求变革，学院主动破局、多
维创新，构建了涵盖研究生培养体
系重构、本科教育数字化转型、实
践育人生态升级的全方位育人格
局。通过“五位一体、四元评价、三
链协同”的工商管理类研究生培养体
系、“AI赋能”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
以及“科创引领、赛教融合”的实践
平台建设，目前已取得扎实的育人成
效和丰硕的教改成果。

研教革新，“五位一体”育英才

为避免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商科教
育与产业需求脱节，山东建筑大学商
学院以系统性思维重构工商管理类
研究生培养体系，开创性地将“五
位一体”培养路径、“四元评价”动
态监测与“三链协同”实践机制深
度融合。以“五位一体”培养路径
为骨架，学院打造“精品课程筑
基、案例教学赋能、导师科研引
领、学科竞赛淬炼、国际视野拓

宽”的全链条育人闭环，近 5 年累
计获批省部级教改课题30余项，建
设省级精品课程及案例库15项。配
套的“四元评价”体系打破“唯论
文”桎梏，构建社会需求侧反馈、
高校过程性评价、导师发展性评
估、学生成长性互评的多元考核机
制，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
准对接。通过“实践链—创新链—
素质链”“三链协同”，学生在国际
学术会议上发声、在省部级课题中
锤炼，累计发表 SSCI/SCI 等高水平
论文60余篇，获“挑战杯”等国家竞
赛奖项93项，国际合作覆盖美国、澳
大利亚等10余国高校，培养出既具有
全球视野又深谙本土实践的复合型管
理人才。

数智育人，AI赋能拓新局

在数字经济重构商业逻辑的时代
浪潮下，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以“破
界融合、AI赋能”为核心，构建新
商科人才培养体系，避免传统商科
教育“课程滞后于技术迭代、实践
脱离产业需求、专业壁垒限制发
展”的情况。学院紧扣数字中国战
略，打破工商管理、会计学等 5 个
本科专业的学科边界，开发“智能
财务决策”“区块链商业应用”等跨
学科课程群，建设省级一流课程 2

门，出版《数字营销前沿》《大数据
分析与商业决策》等特色教材50余
部，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深度融入教学场景。

通过创新研究性教学模式，形成
“问题导向—学术探究—实践验证”
的教学闭环，孵化出“伺拽客”学生
创业团队，将新商科理念融入队伍管
理，获得国家体育赛事冠军；乡村振
兴实践项目被多家权威媒体报道20余
次，社会调研报告获省级领导批示。
近3年，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和考研录
取率稳步提升，数字经济课程模块实
现学习全覆盖，为区域发展输送了大
批“懂数据、精业务、善创新”的新
商科人才。

赛创融合，双轮驱动筑生态

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以“学科竞
赛驱动创新、科研成果反哺教学”为
核心，构建“课程—竞赛—创业”贯
通的实践育人生态。近3年，累计获
得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818项，其
中国赛一等奖31项，孵化“大学生农
民经纪人”等创业团队20余个，学生
主导的《山东省农村创业调查报告》
获济南市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铜奖。学
院打造“院—校—省—国”四级竞赛
培育体系，通过校企共建的12个创新
创业实训基地，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49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
学案例，形成“科研赋能教学”的良
性循环。

与浪潮集团、中兴协力共建的
“智能商业实验室”，将5G、人工智
能技术融入到企业数据治理、财务数
字化中台等真实项目中，年均孵化

“伺拽客”等创业团队 20 余个。同
时，学院实施“创新创业学分”认定
制度，激励95%以上本科毕业生投身
实践。教师团队依托泰山学者领衔的
学术梯队，近5年发表CSSCI/SSCI论
文100余篇，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一等奖等16项奖励，以科研势
能驱动育人质效跃升。

从深耕“五位一体”研究生培养
体系的范式创新，到打造AI赋能新
商科本科教育的“山建样本”，山
东建筑大学商学院始终以敢为人先
的魄力破解商科教育转型难题。学
院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事业
改革，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强化政治思想根基，不断凝聚力
量，将党建与教学育人紧密结合，
持续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兼具
创新力与实践力的商科英才。扎根
齐鲁大地，这支拥有泰山学者领衔
的卓越师资队伍，正以矢志创新的
教育情怀，奋力书写新时代商科人
才培养的奋进篇章。

（王静 徐功文 李婵 陈瑾）

在智能制造与能源革命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
中，电气行业对卓越工程师的能力要求正经历从

“单一技能型”向“复合创新型”的跃迁。新时
代的电气卓越工程师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基
础、精通先进技术，更要拥有卓越的工程实践能
力与创新精神，实现“理论深度、实践精度、创
新锐度、职业温度”的多维融合。

为响应产业变革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全
新要求，邵阳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基于新工科理念，
创新性地构建了“三金淬精”四位一体的电气卓越
工程师培养模式。该模式以系统性育人思维为内
核，通过“金课筑基、金工强能、金专领航、精业
砺锋”四大维度协同共振，打造“知识建构—能力
塑造—价值引领”立体化培养体系。在具体实施层
面，“金课”采用“三维创新式”设计，通过优化
课程体系夯实知识根基；“金工”以“四点聚焦
式”抛光为核心，着力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金
专”采用“三合认证式”引领，全面推动专业发
展；“精业”则通过“三金淬精式”浇铸，塑造学
生的职业素养。这一培养模式系统性地解决了课程
质量、实践能力、专业建设及职业素养等关键问
题，显著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和
产业升级输送更多适应时代发展的卓越电气工程
师，为电气领域卓越人才的成长提供全周期赋能。

“金课”采用“三维创新式”设计

一是创新内容架构，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同
时更新实际工程案例，增强课程的应用导向和工
程实践性；二是创新考核体系，构建以过程性评
价为主的综合性考核机制，并实行分层级考核，
兼顾基础性达标与拔尖创新能力培养；三是创新
学术拓展，推动课程与企业真实项目深度对接，
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前沿学术论坛、科技竞赛和研
究训练，拓展专业视野，最终实现结构合理、特
色鲜明、产学融合的高质量课程设计，引导学生
从“知识接受者”转变为“问题解决者”，夯实
专业知识底座，培养系统性思维与工程逻辑。

“金工”采用聚焦式“抛光”

以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成功实施“四点
‘聚焦式’能级链”实践教学模式，为培育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开辟了全新路径。该模式将实践教
学科学划分为“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创新项
目设计”“毕业设计”四大模块，通过分项目、
分阶段的“聚焦式”进阶培养，助力学生在各个
学习阶段稳步巩固和提升实践攻关能力，实现

“金工”强能，构建实践育人新生态。

“金专”采用“三合认证式”引领

坚持OBE理念，对标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积
极实施产教融合、教科联合、虚实结合“三合”，
将“三合”融入专业认证体系，打造优质教育生
态，培育电气卓越工程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引入“双师型”教师与企业导师，丰富校企合作与
产教融合的内涵，解决学校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的问
题，改善教学条件，优化专业定位，建强师资队伍，打造特色鲜明的电气工程专业
品牌，显著提升专业竞争力，为地方产业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例如，邵阳学院电
气工程学院与当地电力企业合作，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学生在企业导师
的指导下参与真实项目，丰富了工程经验，专业学生在电力企业统招中入职人数占
比由10%扩大至15%，实现“金专”领航，锤炼专业与学术双标杆。

“精业”采用“三金淬精式”浇铸

在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层面，通过开设职业道德修养、团队协作实务等特色课
程，系统构建职业精神培育体系；同步推进创新创业课程群建设与科研训练计
划，多维度激发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该模式实施后成效显著，学生在国家、省
级学科竞赛中获奖数量同比增长12%，实践项目参与率从28%升至72%。

在能力可持续发展维度，通过学习方法导论与职业规划等载体，深度培
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推动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双向提升。用人单位调
研数据显示，毕业生在职业道德水平、团队协作效能、创新实践能力等关键
指标上满意度达95.8%，能够快速适配岗位需求并展现出较强的发展潜力。近
年来，毕业生考取国家电网人数连续3年增长，录取规模跻身全国同类高校前
列；专业综合排名持续提升，优质生源占比提升66.7%，形成“招生—培养—
就业”的良性循环，有力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真正实现“精业砺锋”的
育人目标，为电气领域创新创业注入持续动能。

邵阳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的“三金淬精”四位一体培养模式，以“课、
训、专、精”为支点，撬动电气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深度变革，其核心价值在
于将课程的“厚度”、金工的“深度”、专业的“高度”、精业的“宽度”有机
融合，形成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生态闭环，不仅是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的有机
统一，更是职业素养与创新精神的双重塑造，为电气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坚
实的人才支撑，助力培养更多“懂理论、精技术、善创新、能担当”的卓越
电气工程师。 （王少杰 宁立伟 刘白杨）

湖南工业大学理学院

聚焦数理能力 促进多元发展

廿载匠心育栋梁 三重蝶变启新章
——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创新育人成果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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