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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创新实践与成效
—— 以重庆市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为例

唐小红

（重庆市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重庆 409000）

摘要：本文聚焦重庆市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实践。通过制度赋能、

目标领航、梯级培养、多方协作、四维融通、教学改革与示范辐射等多维度创新举措，阐述团队在建设机制、教师能力提升、协同育人、

课程建设、教学模式改革及成果推广等方面的探索与成就，为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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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成为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核心驱动力。重庆市黔江

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团队积极响应政策号

召，深入开展创新实践，致力于打造一支引领中职学校发展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制度赋能，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

2.1 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协作体系

学校成立以党委书记、校长为双组长的团队建设领导小组，

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三年集体研究团队建设工作 30 余次。

组建由职教专家、院校教授和行业企业专家构成的专家智库，开

展 12 次专业指导活动，为团队建设精准导航。设立专门办公室，

成立质量保障、建设工作和指导评估等小组，保障团队建设高效

运转。将团队建设纳入学校发展规划与重点工作，各科室协同合作，

并以国家级团队为引领，带动各级团队建设，形成协同发展合力。

2.2 制定支持政策，健全制度保障

修订多项支持性政策文件，涵盖教师学历提升、企业实践、

职称评审等方面，激发教师发展动力。三年间，教师学历提升、

职称晋级、访学研修、课题研究和企业实践成果显著。同时，通

过多次调研与论证，动态完善团队建设方案与配套制度，明确建

设理念与总体目标，为团队发展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2.3 多渠道筹措资金，强化经费支持

建立多元经费筹措机制，学校专项投入 340 万元，连续三年

每年纳入 60 万元年度预算，并通过多个项目争取上级专项资金、

区级配套资金和学校自筹资金 120 余万元。规范资金管理，确保

经费合理用于教师培训、课题研究、课程资源建设等关键领域，

为团队建设提供有力经济保障。

2.4 建管评结合，建立监督管理体系

制定团队建设及管理办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管理

体系。建立严格的工作推进机制，定期收集建设进展与成效并向

上级汇报。组建多元评价主体开展绩效评估，实施积分量化考核

与成员动态调整机制，加强经费管理，确保团队建设规范有序推进。

三、目标领航，创新团队建设范式

3.1 厘清 “三张清单”，保障目标落实

明确责任、任务和问题清单，细化科室责任与工作任务，建

立有效工作机制，确保建设目标、任务、过程与成果相互支撑。

通过全程监测与动态调整，实施项目化管理，推动团队建设按计

划高效推进。

3.2 坚持 “三线并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严守师德红线，通过专题培训、红色教育和党建活动，弘扬

高尚师德。紧扣思政主线，构建 “六维共育” 思政体系，强化课

程育人功能。坚守育人底线，开展系列评选与竞赛活动，增强教

师职业使命感，提升教师师德素养。

3.3 实施 “动态流动”，优化团队结构

合理配置团队成员，在建设过程中，成员职称晋升和双师型

证书等级提升显著，团队专业、年龄和职称结构更趋合理。明确

成员分工，实施动态流动与末位淘汰机制，保持团队活力与竞争力。

3.4 发挥 “头雁引领”，实现群雁齐飞

团队负责人凭借突出专业能力与影响力，在国内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成果丰硕。通过个人发展规划与多元培训，负责人在教学、

科研和管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带动团队整体发展，形成良好发

展格局。

3.5 凝练 “四维驱动”，打造建设范式

创新 “五化五力” 运行机制和多维保障机制，以 “四阶四维” 

能力标准为引领，联动多方主体，搭建研修平台，构建协作共同

体模式。形成 “名师领衔、标准引领、多元协同、平台支撑” 的

四维驱动团队建设范式，建设经验获教育部认可推广。

3.6 强化 “数智管理”，优化运行机制

利用学校信息化优势，实现团队建设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数

字化、集约化管理。搭建智慧校园平台专栏，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多种信息化手段赋能团队管理，提升建设与管理效能，促进

成果推广应用。

四、梯级培养，提升教师综合能力

4.1 制定规划，畅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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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 “阶梯式” 能力提升方案和 “四阶四维” 教师能力评

价标准，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清晰指引。团队成员制定个性化发

展规划，通过积分量化考核适时调整发展策略，促进教师持续成长。

4.2 搭建平台，支撑能力提升

搭建 “1+5+N” 团队研修网络，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促进成

员交流合作。聚集 “政校行企研” 资源，开展多元活动，提升教

师综合能力。建立多个教师实践基地，为教师实践能力提升创造

有利条件。

4.3 实施计划，促进专业成长

实施 “头雁领航”“卓越先锋”“英才进阶”“雏鹰成长” 

四项计划，针对不同层次教师开展精准培养。通过国内外培训、

学术交流、企业实践等途径，培养教育名家、专业带头人和骨干

教师，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团队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五、多方协作，构建协同育人模式

5.1 “五联并举”，创新共同体运行

制定协作共同体章程，建立 “五联并举” 运行模式，完善教

师互培互聘和资源共建共享制度。通过建设协作平台，开展校际

交流活动，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推动参与单位共同发展。

5.2 “四联协同”，搭建校际协作平台

在师资互派、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和课题研究等方面开展深

度协同合作。选派教师挂职学习，带动其他专业团队建设，开展

中高贯通培养和课题研究，形成专业团队协作网络，提升校际合

作水平。

5.3 “双元双共”，提升实践能力

共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和专业教学资源库，推动校企人员互

聘和资源共享。选派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开发在线精品课程和教

学资源库，实现教育与产业资源优势互补，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六、四维融通，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6.1 对接产业需求，重构课程体系

实施 “三段式” 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产业调研明确人才培养

目标，校企共同制定方案。重构 “三阶四模” 课程体系，对接职

业岗位能力，推进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教学与生产的深度

对接，提升课程体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6.2 融通岗课赛证，优化课程标准

建设 “岗课赛证” 融通课程标准，以岗位需求定课程，以证

书考核定教学，以技能竞赛提能力。开发模块化教学实施方案，

明确教师分工，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培养。

6.3 聚焦资源建设，搭建课程平台

利用数字技术共建课程资源，获评多项荣誉，打造示范课和

典型案例。校企合作开发新形态教材，构建创新教材体例，出版

多本高质量教材，推动课程资源建设与教材改革。

七、分工协作，推进教学模式创新

7.1 强化团队协作，实施模块化教学

实施 “三分三度” 模块化教学，教学内容分模块、课堂教学

分流程、任课教师分角色，提升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课堂

教学诊断 “三度”，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构建理实一体化课堂，

提高教学质量。

7.2 多元多维评价，构建评价体系

构建 “四维一度” 模块化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多元评价

主体，关注教学过程与结果。开发 “成长画像” 数字看板，利用

信息化手段采集分析数据，实现教学质量的精准诊断与持续改进。

7.3 教学改革成效显著，形成典型案例

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生成绩、竞赛获奖和升

学就业成果突出。同时，教学成果丰硕，形成多个典型案例，为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成功范例。

八、示范辐射，推广创新成果经验

8.1 高位推进，成果突出

团队建设经验获评教育部典型案例，核心成员参与研制的评

价指标被广泛应用。团队在教学成果、教材编写、课题研究等方

面成绩斐然，引领专业和双师团队建设，吸引众多院校交流学习。

8.2 改革创新，示范影响广泛

团队负责人和成员在学术论坛、培训活动中频繁分享经验，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团队成果得到领导高度肯定，受到媒体广泛

关注，经验做法在职业教育领域得到认可与借鉴。

8.3 对外开放，国际合作成效显著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展境内外访学研修和国际教学资源开

发。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团队国际影响力，

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九、结语

重庆市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国家

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通过一系列创新实践，在团队建设、

教师发展、协同育人、课程改革、教学模式创新和成果推广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效。其成功经验为其他职业院校提供了宝贵借鉴，

有助于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奠定坚实基础。未来，团队将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职

业教育深化改革，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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