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
教
改
革

晋
中
方
案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我市中职学校取得了三金、四银、两铜的好成绩。这样的成绩呈现的

是我市中职学校师生过硬的技能和昂扬的风采，反映的是我市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奋楫笃行和久久为功。

近年来，我市抢抓国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有利时机，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力落实市委、市政

府市校协同创新发展专项行动要求，朝着全省龙头职教创新发展高地不断迈进。晋中职业教育有哪些亮点？让我们撷光而行，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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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成功的背后都是千锤百

炼。职业教育的道路怎么走？我市

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改革从未间

断。特别是近年来，我市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通过“四

大改革”，持续夯基础、强内涵、优专

业、提质量、扩供给、畅渠道，擘画一

技在手、一生无忧的职业教育发展蓝

图，让广大中高职学生就业有能力、

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

——实行校长职级制改革，破解

办学活力不足难题。2017年，我市实

施校长职级制改革，取消了职业学校

3个处级、8个科级行政级别，校长聘

任由原来组织部门任命改为现在教

育行政部门聘任，建立了校长职级资

格评审制度、岗位聘任制度等7项制

度，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

——实行普职同台同值评价改革，破解重

普高轻职高难题。对县（区、市）教育局高中办

学质量的考核，按照普高、职高各占一半的考核

权重分别赋分，每年 9 月份招开高中质量分析

会，普高、职高分别对一学年的工作进行全面分

析，对学校和县（区、市）进行排队，根据考核结

果由主管单位发放考核奖励金。

——实行办学质量评价改革，破解办学质

量不高难题。制定职业学校年度综合考核评价

指标体系，实行百分制评价。对职业学校的评

价突出招生、对口升学、技能大赛、人人持证、社

会服务等核心指标，建立起系统、全面、科学的

考评机制。

——推进市级统筹教学教研改革，破解校

本教研薄弱难题。我市在全省率先以市级统筹

组建了23个学科（专业）共同体，其中公共学科

共同体10个、专业共同体13个。在晋中市职业

中专学校设立晋中市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依托

学校资源，聚焦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新动态、国

家和区域发展新战略、产业行业发展新特征、职

业学校建设发展新需要，建设服务区域经济建

设和职业教育研究的智库平台。

如今，全市职业教育蓬勃向上，“学有所教、

人人出彩”的职教画卷在晋中大地徐徐展开。

（闫淑娟）

“学做一体、学评同步，分层分类、小组合作”

“岗课赛证融通，任务驱动案例教学，企业导师与

学校老师共上一堂课”……这是平遥现代工程技

术学校公开课教学展示的听课教师评价。这样的

公开课教学展示，该校每月进行一次。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高度重视教师专业发

展，构建了“为每一位教师的专业发展而设计”教

师专业发展体系，有效提升教师队伍专业能力。

近年来，市级以上教学能力大赛获奖教师180人

（次），山西省职业教育教学名师14人。如今，该

校已连续3年捧回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总冠军奖杯。

为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的需求，该校持续深化

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组织结构变革，形成了决策

层、研发层、支持层、执行层“四层联动”的治理体

系，让专家型教师不断涌现，成为技能大赛、班级

管理等领域的佼佼者，真正实践和践行“立己立

人，达己达人”。

为优化教师职级制度，该校构建“五纵四横”

（“五纵”即入职期、发展期、骨干期、带头人期、专

家期；“四横”即教学履职能力、专业发展能力、示

范引领能力、师德师风能力）模型，定义教师专业

成长坐标系。通过搭建教师成长平台，打造教师

成长“共同体”，助力教师向更高层次迈进。

该校将教师成长视为学校发展的“一号工

程”，通过完善体系、科学评价，持之以恒推动教师

成长。修订完善的《师资队伍建设五年规划》等文

件，为教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该

校还开发了教师发展“四维”诊断标准体系，通过

校园智慧信息平台提供全过程监督预警，记录教

师成长痕迹，实现教师“发展可见”。

（李娟）

这是校企合作的升级版，这是推动职业学校

实现产教融合的新模式。走进平遥牛肉特色产业

学院，宛如一座“知识工厂”，全面覆盖了养殖、加

工、检测、研发、营销及物流等牛肉全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在这里，学生们不仅有机会学习到从牧

场到餐桌的每一个步骤，更能在亲身实践中成长

为覆盖生产全周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平遥牛肉特色产业学院由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与平遥县人民政府、山西省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

司、山西省宝聚源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

建。“我们可以为合作企业提供畜牧兽医、检验检

测等技术支持和服务，提升平遥牛肉产业的品牌

形象和质量水平，学生也可以实现学有所用。”晋

中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主任杨庆芳介绍，成

立产业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在学校与行业龙头企业

深度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真

正实现学校和企业的互通有无。

在研发创新领域在研发创新领域，，平遥牛肉特色产业学院和平遥牛肉特色产业学院和

企业合作成立创新研发团队企业合作成立创新研发团队，，开展平遥牛肉的基开展平遥牛肉的基

础加工特性研究、无亚硝酸盐产品开发策略与基

础研究、新口味牛肉产品的开发等多项工作，创新

研发6种特色风味、申请4项专利，并与平遥宝聚

源食品有限公司达成成果转化合作意向，积极申

请相关专利，面向市场进行推广应用。

此外，平遥牛肉特色产业学院还利用现有“互

联网+”教学平台，组建了教学资源建设团队，与

企业合作开发了核心课程标准12项等在线精品

课程，充实相关课程教学课件、习题库、案例库、标

准、实训操作指导书等教学资源，创设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环境。这些教学资源不仅用于在校学生

的专业教学，也用于企业员工培训，真正实现教学

资源共建共享共用。

平遥牛肉特色产业学院的成功实践，是我市

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的一个缩影。还有祁县玻璃

器皿特色产业学院、太谷玛钢产业学院、平遥漆艺

文化创意学院等职业教育新模式，为我市专业镇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王爱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基础在教育。职业

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

育类型，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

替代的作用。在昔阳县，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

（以下简称昔阳职中）建校之初就把“农”字放

在首位，农科成为该校的主干专业。近年来，

学校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组建“助力乡村振

兴”专业群，为农服务续写新乐章。

“让昔阳农民种上本地优质的种苗，让农

田产出更多优质产品。”这是昔阳县高级职业

中学师生们的初心，也是动力。在昔阳县高级

职业中学的实验田里，一排排整齐的试管苗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些脱毒马铃薯、脱毒甘薯

等秧苗，是师生们辛勤努力的成果。他们与山

西农业大学大寨乡村振兴研究院合作，经过三

年反复实验，终于培育出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质

秧苗。而之前试种成功的蓝宝石葡萄藤蔓上

则已挂满果实，预示着这一新品种将很快在全

县推广种植。培育秧苗助农生产，文化赋农行

动在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如火如荼地进行，师

生们跑遍全县古村落，发掘旅游景点，推介乡

村民宿，让昔阳的民间瑰宝焕发出新的光彩。

在人才助农方面，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与

该县人社局、农业农村局合作，开展乡村科技

人才培训工作。一双双皮肤粗糙的手捧起了

技能证书，他们将成为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

蔬菜长廊、千亩药材、满坡果树……在昔阳县

“西菜东果中药材”战略的推动下，昔阳县高级

职业中学还通过“项目带农”为农民打开了致

富的大门，奏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乐章。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今

年 1 月，昔阳县高级职业中学成为省教育厅

命名的首批12所“山西省职业教育助力乡村

振兴特色校”之一。职教助农，一幅壮丽画

卷正在昔阳大地徐徐展开。

（史俊杰）

寒冬时节，走进晋中市卫生学校中医康复

实训基地中药博物馆，600余味生药标本、120

个浸制标本、480个腊叶标本，以及近百组中药

真伪鉴定标本，让人目不暇接，仿佛置身于中

医药文化的浩瀚海洋。

而该校的生命与健康科学馆，馆藏各类实

物标本500余件，设五大展区、14个分展区、虚

拟互动设施14种，每一处都充满探索与发现

的乐趣。从“断层标本展区”的人体连续三维

断面，到“应急救护展区”的心肺复苏模拟人，

再到“护理标本展区”的临床护理穿刺操作标

本，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惊叹不已。

高质量的实验实训基地是现代职业教育

培育合格技能人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石。近年来，晋中市卫生学校结合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秉持“弘扬国粹、关注健

康、促进教学、服务社会”的理念，重点打造中

医康复实训基地和生命与健康科学馆两大场

馆，构建起以一流硬件水平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助力健康晋中建设的发展模式。

“ 在我们学校，实训教学不再是枯燥无味

的理论灌输，而是以岗位需求为导向，践行理

实一体的全新教学模式。”晋中市卫生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现在，我们的中医药实训基地

强化实验教学，构建适合教学实际的实验教学

课程体系，确保 1000 余名在校学生都能在这

里得到充分的实训锻炼；而生命与健康科学馆

则通过数字互动教学系统，让学生在理论学习

中融入实践，培养他们的整体思维、逻辑思维

和独立学习能力。”

晋中市卫生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继续加大投入，改善专业基础实验

室的智能化、现代化仪器设备状况，实现教学

设备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传承国粹、探索生命

奥秘贡献更多力量。

（张凯鹏）

“桃花花你就红来，杏花花你就白，爬山越

岭照你来呀，啊格呀呀呆。”一首开花调唱响大

江南北，同样响彻在左权县职业技术中学的校

园内。课堂中，学生们身着传统服饰，在老师

指导下认真学习民歌演唱和花戏舞步，一招一

式尽显对非遗技艺的热忱。紧贴地域特色，左

权县职业技术中学将民歌、花戏纳入音乐、舞

蹈专业课程，走出非遗传承与专业产业融合的

探索之路。

要学就要跟着“大师”学，为此，左权县职

业技术中学专门创立了“左权民歌活化石”刘

改鱼老师带领的左权开花调工作室，以及“左

权小花戏泰斗”李明珍老师引领的左权小花

戏工作室。此外，省级非遗传承人冀爱芳也

与校内10名教师组成专业左权民歌团队，深

入课堂开展教学活动。同时，江丽霞等 3 名

教师则专注于非遗技艺的传授，精心排练经

典剧目。

在合作机制构建上，左权县职业技术中学

与左权县委宣传部密切合作，借助志愿者项目

大力推广左权民歌与小花戏，并与左权县文旅

运营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达成校

企融合。如此一来，不仅为学生就业拓宽了渠

道，更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展演舞台，全面形

成“非遗 + 专业 + 产业”的育人体系，有力推

动了学校专业建设水平提升与县域文旅产业

发展。

此外，左权县职业技术中学还积极创建非

遗展览并开发校本课程，通过多种形式展现非

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打造开放体验场景，形

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

（马永红）
策划 路丽华策划 路丽华

统筹 史俊杰统筹 史俊杰

摄影 杨 洋摄影 杨 洋

立己达人 教师为本

产业学院 深度合作

立足“三农”助力振兴

生命健康 实验实训生命健康 实验实训

非遗传承 专产融合

平遥牛肉特色产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