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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战工作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多措并举全方位推动同心教育基地

建设。学校升级打造周恩来“五观”教育实践基地，构建“一馆

一斋一广场一中心”，即周恩来文化馆、翔宇书斋、翔宇文化广

场和翔宇思政教育体验中心等场馆，突出统战主题、聚焦统战职

能，形成集思想教育、培养锻炼、实践活动、服务创新于一体的

综合性同心教育实践基地。同时，健全校际校地交流合作机制，

成立“周恩来文化研究所”“翔宇同心工作室”，创设“翔宇同心

讲堂”“翔宇剧社”，组建“同心服务队”等，广泛推进教育实践

活动。（江苏省教育厅 2024 年 07 月 10 日）

 课程思政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上的“科技范儿”。学校引

进思政元素与VR技术相融合的虚拟仿真实训系统，让学生们见证

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革命历程。除此之外，学校

还开设了《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国家安全

概论》等在线课程，形成数字化思政课程群，打破传统课堂的时

空限制，学生随时随地“提问题”，老师及时在线“答疑惑”，形

成线上线下混合式思政课堂，发挥协同育人效应。（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07 月 10 日）

 人才培养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精准培养制造类专业数字人才。学校

智能制造学院选拔教师和能工巧匠、技术专家等，组队调研智能

制造产业升级后的典型岗位，开展岗位精细化工作任务分析，构

建由“职业素养、通识专识、职业能力、数字素养”组成的制造

类专业数字人才岗位胜任力四维模型。基于此，对接职业标准、

专业标准、证书标准、竞赛规程，重构“基础、通用、复合、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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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四大模块和 20 个子模块的专业群“项目贯穿、能力递进”

课程体系。以企业真实生产任务为载体，以职业能力为最小单元

开发全流程项目化课程，并根据行业发展态势适时动态调整。（中

国教育报 2024 年 07 月 11 日）

 师资队伍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五个一体化”高效推动团队发展。

学校“智能建造技术”国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探索基于课程群的

跨企业、跨学科、跨部门的互补型团队建设模式。团队内部采用

“大团队—课程群团队—课程团队”三级管理架构，以大团队带

动小团队，实施“五个一体化”提质工程，即团队能力一体化打

造教研新生态、标准体系一体化构建专业和专业群标准体系、教

学资源一体化共建共享专业群资源、教学运行一体化实践协作教

学多元新教法、社会服务一体化多维度辐射专业群优势。各小团

队目标明确又交融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协同推动团

队发展。（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07 月 10 日）

 科教融汇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以科教融汇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学校积极

融入重庆市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持续加大数字化赋能，在推

进重庆市学分银行建设与运行的同时，着力建设职业能力大数据

分析平台。比如，面向快递物流新兴行业高质量发展，主动建设

行业资历框架标准体系，推动优化企业人力资源体系，释放企业

创新活力。（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07 月 09 日）

 产教融合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创建深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学校一是

建立常态工作机制。为校企合作平台提供年度工作经费，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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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对各个平台开展运行情况检查、考核等。

二是建立规范管理机制。制定《产教融合共同体章程》《技能大

师工作室管理办法》等制度，明确合作各方的责权利，进行动态

准入、退出管理，规范产教融合平台运行。三是建立激励约束机

制。将产教融合相关指标全面纳入教师教学业绩计分与奖励、科

研业绩计分与考核、职称晋升申报与评审、教学单位年度考核中，

激发校企深度合作动力。（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07 月 11 日）

 非遗传承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培育非遗传承人才。学校全面布局，陆续

开设非遗相关专业 11 个，涵盖非遗六大门类，涉及越剧、昆曲

等传统戏曲，江南丝竹、“楼塔细十番”等本土音乐，畲族舞等

民族舞蹈，以及青瓷烧造、水印木刻等传统技艺；做精做强非遗

传承与保护专业群，做优拓展非遗传播与时尚专业群。着重构建

以打造非遗通识和非遗技艺选修课程为特色的共享平台，建立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等工作室，积极推动建设非遗数字课程资源；先

后与浙江越剧团等专业戏曲院团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连续 16 年承办浙江省戏曲表演人才“新松计划”高级研修班、

浙江省中青年创作人才高级研修班等。（中国教育报 2024 年 0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