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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切实提升资助育人实效。学校推行

“专业导师引领+朋辈互助共进”学业结对帮扶模式，帮助学生

制定四维全面发展规划书，举办学习沙龙与经验分享论坛；开展

以“五育同行 励志成长”为主题的“励志之行”专项行动，构

建多元化、全覆盖的奖励体系；创新“青春夜校”改革，策划涵

盖合唱、书法、舞蹈与形体、传统手工艺等培训的夜校拓展活动；

组织资助宣传大使成立“励志榜样团”，寒暑假开展困难学生家

访活动；开发勤工助学岗位。举办职业规划、简历制作、模拟面

试训练等活动，鼓励受助学生参与“苏乡永助”大学生专场招聘

会。加强支部联学联建机制，共享学生就业信息。（江苏省教育

厅 2024 年 11 月 19 日）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融入专业建设特色成果，提升网络育

人质效。学校围绕“双高”建设目标，打造覆盖报、网、端全平

台宣发，充分展示教育教学成果。增设“课堂革命”“耕读大讲

堂”等特色专栏，产出集图文、视频、动画等形式于一体的新媒

体作品，以“新质课堂”带动乡村振兴。举办“农耕文化节”“为

农服务月”等系列活动，打造校内江南农耕文化博物馆，面向社

会开放线上VR导览，引导学生厚植爱农情怀，勇担兴农使命。（江

苏省教育厅 2024 年 11 月 21 日）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实施“卓越计划”，树立化工人才培

养新品牌。学校每年从各化工专业遴选 5-10%的学生，以卓越班

形式开展教学，选拔优秀教师组织导师团队，设置课外专业知识

延伸辅导、工作基本能力培训、社会活动拓展训练、外出访学交

流、社会能力锻炼等环节，从基本知识、基本能力、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四方面设置素质提升课程和校内生产性实践课程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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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每周召开读书分享会，鼓励学生参加技能竞赛、学生研发项

目和创新创业项目训练，安排参加爱心奉献、企业实践、专业讲

座、校内校际交流等拓展活动。顺利完成“卓越计划”的学生，

由学校颁发结业证书，并优先推荐就业。（现代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网 2024 年 11 月 21 日）

 产教融合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麦苗学院细化校企协同育人目标路

径。通过面试进入麦苗学院的学员进行三年定向培养。一年级作

为萌芽期开展跟岗实践，以时薪经理为岗位目标，重点学习餐饮

基层岗位的工作内容，强化职业基本技能和素养。二年级作为成

长期，开展岗位实践，以部门经理为岗位目标，重点学习值班经

理和高技能岗位工作任务，提升基础管理技能和素养。三年级作

为育穗期，以门店经理为岗位目标，重点学习系统管理工作任务，

提升综合管理技能和素养。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完成萌芽期和成

长期考核鉴定，学员可获得相应学分，在校期间获得部门经理晋

升资质的，根据课证融通“考核认证 成果赋值”学分制度，学

员还可获得赋值的激励学分。（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11 月 20 日）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四维发力，打造轨道交通产教融合共

同体。学校与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开展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试点，构建“理事会领导，常务理

事会负责，人才培养部、技术创新部、资源开发部、国际交流部

等执行部门分工落实”的组织架构；联合合作企业、高水平本科

和高职院校共同组建“学校教师+产业导师”的结构化双导师团

队；联合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实践实

训项目；按照“链长”企业产业布局和行业市场地理分布，将共

同体划分为多个片区。每个片区明确牵头院校，日常由牵头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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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片区内企业，及时了解企业需求和合作项目进度，第一时间

在共同体公共平台完成信息发布。（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11 月

21 日）

 国际合作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开放提升，扩大国际交流影响力。学

校已形成“1分校+1 工坊+N项目”的国际化办学布局。在巴基斯

坦建设“中巴国土资源学院”，以“2+1”模式联合招收与培养

巴基斯坦来华留学生；携同中材国际尼日利亚子公司承办教育部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文工坊”品牌项目；开展“汉语桥”

团组交流、境外技术服务、“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建设等

项目。同时，学校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资源，开

展多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德国、

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多所大学建立校际友好合作关系。（光明日

报 2024 年 11 月 18 日）

 智慧校园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施行数字化动态评价机制。学校通过

构建数字系统，形成“三段四元、实时跟踪、三维考核、动态反

馈”的评价方式。落实全过程评价，借助平台建立小组自评、组

间互评、企业导师点评、学校教师总评四个评价主体，按照“课

前—课中—课后”三段，开展课前导学、课中考核、课后督学评

价，考核内容包括知识考核、技能考核和素质考核三个维度，考

核结果连接探因模块，实时跟踪学生成长轨迹，动态反馈存在的

问题。（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11 月 18 日）

 社会服务

扬州市职业大学创新科技服务模式，助力区域产业协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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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校一是联合该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办组建“科创助航”特

派团，点对点用“一企一方”逐项攻关。二是紧密对接扬州“613”

产业体系规划，促成一批高校创新的研发成果从“实验室”走向

“应用场”。三是优化科研创新布局，深入实施“前店后院、行

校同盟、专产对接、合作共赢”的多维度布局规划，与企业共建

8 个产业学院，搭建中小微企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四是以“高

质量人才培育、高水平科学研究、高效能社会服务”为方向，以

技术开发和专利成果转化驱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江苏省教育

厅 2024 年 11 月 19 日）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打造“微光工程”中小学生职业体验

项目。学校“微光工程”职业体验项目队旨在“以技术的微光，

点亮孩子们心中职业的火光。”学校团委在全校遴选了 4—6 个

特色专业，进行职业体验课程设计，如普通话播音主持、民族蜡

染制作、3D打印制作、酿酒发酵工艺等。学生踊跃加入项目队，

精心设计本专业的特色课程，认真编写教案、准备教学用具、备

课试讲等，同时配备专业教师一同打磨。此后，每年的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微光工程”都扩展到系部的服务队中，

形成众多“微光工程”小队，重点突出各系部的专业特色，解决

乡村青少年艺术、科创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1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