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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院校教师示范培训

1. 专业带头人领军能力研修。具有高级职称，主持过相关科研

教改课题或项目的专业带头人参加该项目培训。培训重点内容

主要包括团队组织与合作、应用技术研发与推广、课程设计和

开发、教研科研理论与方法等。

2. “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培训。不同层次和基础水平的“双师

型”教师（包括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参加该项目培训。

培训内容分专题模块进行，主要包括：专业教学法、课程开发

与应用、技术技能实训、教学实践与演练等。本项目将重点提

升参训教师理实一体教学能力、专业实践技能、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等“双师”素质。

3. 优秀青年教师跟岗访学。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教师到省内

外国家级（省级）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等优质学校，采取“师

带徒”培训模式。通过听课观摩、集体备课与案例研讨、教学

公开课、参与培训院校教科研项目的开发与研究等，帮助教师

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学能力、研究能力，解决教育教学中的

实际问题。

4. “双师型”名师培育计划。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副高及以上

职称的专任教师参加“双师型”名师培育计划。面向现代职业教

育发展需要，围绕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产教融合、教科研能力

提升、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建立新理念、研究新问题、学习



新技能、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力争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素质全面的，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名师队伍。

5. 思政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项目培训。

培训重点内容主要包括“课程思政”的理念、设计与实施、思政

教育与专业课程融合的途径和方法、德育教育的有机衔接和内

涵发展等，坚持理论与实践、育德与育心、课内与课外、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采取集中面授—返岗实践—再集中面授的阶段

培训模式，总培训时间不少于 4 周（160 学时）。

（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

按照高职人才接续培养要求，根据山西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中加快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生物、煤层气、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

现代煤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确定协同提升专业群。各

专业群依托“双师型”名师工作室、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及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开展团队研修和协同创新，力争

打造一批定期研修、协同研修、长期合作的教师专业技能创新

示范团队，提升专业教师前沿理论和技术水平。

1. 专业教师协同研修。遴选国家级（省级）

具有教学专长的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等主持建立“双师型”名

师工作室，牵头组织专业教师开展团队研修。团队研修内容主

要包括课程、教材、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理实一体课程

开发、行动导向的教学实践与演练、教科研交流与项目合作等。



2. 教师技术技能传承创新。组织技能名师、兼职教师，建立教

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重点开展新技术技能的开发与应用、

传统（民族）技艺传承、实习实训资源开发、创新创业教育经

验交流等，提升教师专业实践操作技能、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

3.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面向重点产业领域和民生

紧缺领域专业，根据专业团队建设方案和建设任务，进行为期

3 年的团队建设。

（三）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师资培训

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讲授与技能实践相结合、专业教

学与职业技能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培训，为我系实施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考试培育一批“种子”教师，推动我系建立起完善的培

训体系，实现全员培训。

（四）教师专项培训

组织教师围绕“教学管理”、“课程开发”、“实习实训”、“教科研

能力提升”、“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 六个内容开展专项

集中培训。按照“以培促用、示范引导、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的原则，采取专题报告、课堂观摩、案例分析等方式，重点提

升教师这六个方面的实践应用能力和个人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