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构建

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

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

源。《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多措并举打造

“双师型”教师队伍，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始终秉承“办学不离轨、育人不

离道”的办学宗旨，以国家级教师创新团队建设为引

领，全面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2021 年 8 月，学

校机电技术专业教学团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体现了学校教学团队扎实的教学

水平和创新能力等。

走进太原铁路机械学校，从学校教育教学的累累

硕果中，感受打造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的智慧和力量。

这是一所与共和国一同诞生并成长的中专学校。太

原铁路机械学校创建于1949年8月，学校因铁路而生，随

铁路事业发展而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历史。

建校以来，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根植铁路

办特色专业，对接需求育技能人才，坚持“办学不离轨、

育人不离道”的办学宗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

铁路和地方建设精心培养了10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学

校是山西省委教育工委所属的全日制国家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山

西省中等职业教育管理五星级学校，山西省现代学徒制

试点学校。2021年，学校成为山西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

校建设学校，并与山西省工贸学校重新组建了太原铁路

机械学校。

这里有一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创新教师团队。学

校机电技术专业教学团队是一支学校领导参加、国家名

师、技能大师加盟，年龄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兼具创新

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近年来，20名团队成员团结一心，紧紧围绕机电技术应用

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在师德师风、团队建

设、教育教学、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取、齐头并进，成

绩斐然，为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带来全新的发展

动力和积极的引领作用，全面促进了学校的师资队伍建

设，并取得了优异的建设成绩。

聚焦党建领航
推动师德师风建设新成效

学校党委始终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

功，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学校发展目标，以

党建为统领，强化理论学习、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着力

打造“党委驱动、支部推动、整体联动”的建设工程，将

机电技术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纳入学校“十四五”

发展规划，纳入学校党委、学校重点工作，推进党的建设

与创新团队工作深度融合。

涵养师德师风。办好学校，师资是关键，师德是核

心。学校党委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首要工作。利用团队

建设积极推进依法执教，从严治教，维护教育形象，印

发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方案 （修

订）》，制定了学校师德标兵的评选方法，制定了可行的

师德师风学习计划，确定了具体的落实措施，利用全体

教职工大会、学校网站等进行大力宣传典型优秀事迹和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把师德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让师德

教育深入人心。

建强思政队伍。思想政治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为全面推进思政教育，建强思政队伍，学校

积极推进课程思政、铸魂育人等项目建设，将立德树人、

师德师风贯穿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三年来，团队中涌现

出了许多典型成果。获得全国教育系统模范教师一名、山

西省教育系统模范教师一名，学校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

八名，团队成员领衔建设省级铸魂育人项目两项，课程思

政典型案例一份，形成了良好的教风、学风。

聚焦名师引领
提升学校的综合育人质量

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纳百家之长可以厚己。为了

充分发挥优秀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学校整体

教育教学水平，学校依托国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

带动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吸引许多优秀教师融入专

业团队建设之中，通过名师引领，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

才，涌现出了许多能工巧匠的典型代表，提高了学校的综

合育人质量。

技能大赛展风采。学校以职业技能大赛为抓手，充分

发挥技能大赛对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不断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实践中，机电技术专业教学团队形成

“国家教学名师”“三晋英才”“三晋技术能手”带领，

骨干教师为核心，师生一起专研教学、锻炼技能，利用各

级各类技能大赛不断地创造新的高度。

师生携手创佳绩。三年来，团队成员指导学生参加技

能大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国家级奖项6个，省级奖

项35 个，其中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

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第十八届“振兴杯”全

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铜奖1项，优胜奖1项，在机电

技术教师团队的引领下，全校的技能竞赛形成了良好的发

展局面，学校各个教师团队围绕自己的专业技能开展技能

训练、技能竞赛，2023年以来全校累计参加省级、行业技

能大赛获奖学生比三年前提高了50%。培养出了许多优秀

的学生代表：

庞鹏浩，2021级机电技术专业学生，先后获得山西省

第十六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赛

项一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通用设备安装与调试项

目一等奖（全国第四名），“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

大赛工业视觉运维项目铜奖（全国第十二名），该生被山

西团省委推荐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人选。

秦世辉，2020级机电技术专业学生，先后获得山西省

第十五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赛

项一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通用设备安装与调试项

目二等奖（全国第12名），2023年9月升入山西职业技术学

院就读。2024年 6月与学校另外一名机电技术专业学生

组队代表山西省教育厅参加山西省第五届职业技能大赛获

得机电一体化项目一等奖第一名（双人赛）。

聚焦“五金”建设
推动“三教改革”提质增效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改革意见》，提出

了“一体、两翼、五重点”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职业教

育发展目标。2023年7月，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国家轨道

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上提出了现代教育

体系建设的“五金”：“金专”“金课”“金师”“金地”

“金教材”，从而全面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学校

团队紧紧围绕国家《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的意见》的指导思想，围绕职业教育的五大任务———“五

金”，开展团队建设。

聚焦“三教”改革，夯实“五金”基础。学校在团队

建设过程中，紧密围绕山西省高水平学校建设机电特色专

业建设目标，充分利用国家创新团队建设协作共同体的平

台，利用每一次的专项研讨，进行产业链、专业链的分

析，面对区域经济结构做好专业调研，扎实推进专业内涵

建设，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建设成为学校“金专”。在课

程建设上，团队紧密围绕产业，联合企业专家选择了“电

气控制技术”等六门课程进行了教法改革，采取模块化的

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中心开展课程建设，

力争建设为学校的“金课”。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团队以

“双师型”教师培养为目标，利用企业实践、专项培训、

技能大赛等方式不断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培

养真正的“金师”。在实践基地建设方面，团队将机电技

术专业四个省级实训基地充分利用起来，实施专项实训和

理实一体有机结合的方式，改革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保

证实训基地设备高的使用率，让学生在实训室里真刀实枪

地干和练，不断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真正地将实训基地变成“金地”。在教材建设方面，

学校通过校企合作编写教材，针对中职学校特点开发学得

会、看得懂的教材，建设师生适合度高的“金材。”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三年来，学校机

电技术教师团队在“五金”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和一定的

成绩。机电技术专业建设成为山西省高水平学校骨干专业；

两门课程建设为校级的精品课程；团队成员参加各类技能

大赛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竞赛三等奖2项，

“振兴杯”全国青年职工技能大赛优胜奖1项，省级竞赛奖

项19项。5名团队成员获得“三晋技术能手”称号。2名成

员获得山西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名成员获得“山西

省职业教育教学名师”称号，师资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

新建了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和机械产品设计实训基础，完

成了4批次200名学生的“1+X”证书的考核工作，学校在

2023年被评为“1+X”优秀考核点。新建实训基地接待了

晋中市教育局考察团50多人的参观考察，完成了面向企业、

兄弟院校的7批次60多人的对外培训，完成了机电技术专业

2021、2022 级11个班级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发挥出了“金

地”的作用，团队成员主参编的2种教材被评为国家“十四

五”规划教材，1种教材被评为山西省“十四五”规划教材。

团队负责人，以榜样的力量引领团队。李红既是团队

负责人也是省级“双师型”名师工作室主要负责人，他带

队参加教学能力大赛获得省级一等奖、全国三等奖的成

绩，参加技能大赛，获得省级奖项2个。指导师生参赛获

得省级及以上奖项14项，主持教育部教改课题1项，参与

省级以上课题研究项目5项。2024年获“山西省职教名师”

“全国教育系统模范教师”等殊荣。

团队骨干成员，用行动展现担当作为。团队骨干成员

张婧靓，参加教学能力大赛获得省级一等奖、全国三等

奖，参加技能大赛，获得省级一等奖1项，指导学生获省

级一等奖1项，参与教育部教改课题1项，主持省级课题研

究项目1项，2024年获得“三晋技术能手”称号。

聚焦模块化教学
形成教学改革研究新气象

“模块化”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高频词。创新

模块化教学模式是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将模块化教学做实？学校团队围绕

机电技术专业群团队协作模块化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课题，

以机电技术专业为基础，建立了六个课程实践团队，以六

门核心课程为试点，进行模块化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践。重

构了模块化课程体系，形成“底层共修、中层通融、高层

分组、思政贯通”的机电技术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

有机组合模块化课程。邀请企业专家召开专业工作任

务与职业能力研讨会，明确岗位典型工作任务，确定岗位

职业核心能力，按照岗位能力相关职业标准、职业技能标

准与国家专业标准“三标融合”的原则，提炼知识点、技

能点，贯通课程思政，依据学生心理认知顺序、职业成长

规律、教育教学规律，整合为“特定技能、相对独立”的

基础模块，将多个基础模块进行有机组合的模块化课程。

实践形成特色化模式。以教育部课题研究实践为引

领，团队中形成了课题研究的新气象，8名团队成员组队

申报省级教学研究课题，申报成功两项。团队学习德国校

企“双元”育人模式，实践形成“校内模块教学+企业岗

位实习+铁路企业文化”校企“双元”铁路职工培训模式，

这一模式随着中国铁路企业走出国门，应用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铁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职工培训，为技能

人才培养贡献出了铁校智慧。

结语：砥砺职教强国志，奋楫扬帆正当时。近年来，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机电技术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始终

将校企融合和示范引领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团队成员依托

专业建设、技能大赛、基地建设等平台在省内外起到了积

极的辐射作用，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教师，凝练出自己的教

学成果。十多名成员成为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专家库成

员，团队凝练的“大赛引领 德技并修 三阶四维：机电

专业技能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成果在省内外多所

学校得到学习推广；团队多名成员被国能包神铁路集团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邀请进行教材评审。在山西省教育厅主办

的职业教育发展论坛上，团队成员、校党委书记张凌云向

全省中高职学校交流办学经验《校企合作多措并举促发展

产教融合提质共赢谱新篇》，效用明显，20余所中高职学

校通过各种方式来校学习。团队成员积极承担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

地方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职工培训，为校企深度合作

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未来，学校将培育弘扬教育家精神的

要求融入教师队伍建设全过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郗艳 贾婷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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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铁路机械学校打造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