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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教育教师培训规划及项目设置

“十三五”教育部职业学校教师培训规划

各省（区、市）要按照五年一周期（360学时）教师

全员培训的总体目标，科学制订国家级、省级、市（县）
级、校本级等各级教师培训计划，“十三五”期间年均培
训人数不低于本省中职和高职专任教师数的20%。

国家：10%； 省级：40%；
地市：30%； 校本：20%





教育部、财政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计划表（江苏） 标准：450元/人/天

序号 项目名称
开班规模

培训时长 周期
班（基地）额 班级（基地）数 总人数

一 职业院校教师示范培训项目

1 专业带头人领军能力研修 30 2 60 28天（160学时） 1年

2 “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培训 30 2 60 28天（160学时） 1年

3 优秀青年教师跟岗访学 10 5 100 56天（320学时） 1年

二 卓越职业院校校长专题研修项目

1 知名校长研修 30 1 30 14天（80学时） 1年

2 骨干校长研修 30 2 60 14天（80学时） 1年

3 新任校长研修 30 0 / 14天（80学时） 1年

三 中高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项目

1 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师研修（工作室） 20 60 120 28天（160学时） 3年

2 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20 2 40 28天（160学时） 3年

四 骨干培训专家团队建设项目

1 骨干培训专家团队建设项目 70 2 120 14天（80学时） 1年

五 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合作项目

1 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合作项目 15 5 100 28天（160学时） 1年

2 兼职教师聘用项目 500 160学时 1年

合计 790





重点项目
SP-A 高层次人才高端研修

项目SP-A01 领军人才（校长、教师）能力提升高端研修

项目SP-A02 省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高端研修

SP-B 公共课、专业负责人课程/专业建设及团队领导能力提升研修

项目SP-B01 公共课教研负责人课程建设及团队领导能力提升研修

项目SP-B02 专业部（办）负责人课程建设及团队领导能力提升研修

SP-C 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

项目SP-C01 公共课骨干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项目SP-C02 专业课骨干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项目SP-C03 技能大赛教练能力提升培训

SP-D 新校长、新教师培训

项目SP-D01 新校长任职资格培训

项目SP-D02 新教师入职省级培训

SP-E 管理能力提升培训

项目SP-E01 管理负责人管理能力提升培训

项目SP-E02 重大项目（示范校）建设管理部门能力提升培训



卓越校长、卓越教师
教师示范培训、中高职衔接

公共课、专业部（负责人）
课程/专业建设及团队领导力

骨干教师能力提升
管理能力提升、教师网络培训

入职任职资格培训
骨干培训专家团队培训



培训项目设置基本维度：教师发展阶段性

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特征

教师发展曲线图

高原期

第一次发展

第二次发
展

（入职后3-5年）

（入职后12-15年）





2 职业教育教师培训项目的简要说明

（1）公共课、专业负责人课程/专业建设及团队领导能力提
升研修项目（SP-B）：

——以突出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技能教学标准的有效

实施等为指导，组织德育、语文、英语、数学、体育、艺术
等公共课主要负责人，

——重点围绕课程定位、内容创新、教学改进、评价优化等
内容开展；

——组织专业部（办）主任重点围绕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课程结构、内容创新、教学环境、评价改革等内容开展。



（2）中高职教师素质协同提升研修项目（GP-B）：

——将师德建设贯穿于名师工作室或创新平台建设的全过程，

设置团队研修或技术技能实训，项目牵头单位是项目实施的第
一责任主体，项目主持人是项目实施的直接责任人，负责项目
的建设方案，

——组建研修团队，确定研修主题，带领学员开展协同研修，

采取集中面授和网络研修方式重点开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人
才接续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及数字化资源研发，行动导向的
教学实践与演练、教研科研交流与合作等；

——采取师徒传承和合作研发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开展新技术

技能的开发与应用、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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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职业学校教师示范培训项目（GP-C）：

——设置师德教育必修模块，宣讲优秀师德案例，着力培养造就
“四有”好老师；

——围绕“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目标，开展以教师技术技能实

训、课程开发与应用、教学实践与演练等实操性培训为重点的集
中面授模块；设置以工匠精神教育、“双创”教育、信息技术、
教育教学理论、专业基础知识等知识性培训为重点的网络培训模
块，做到理实一体、互补衔接。

——专业带头人能力提升培训重点包括专业建设、课程设计与开
发、团队组织与引导、应用技术研发与推广、教研科研方法等；
——“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培训重点包括技术技能实训、专业
教学法应用与实践、课程开发技术与应用、信息技术应用等；

——优秀青年教师跟岗访学重点开展备课、说课、教学演练，进
行评课、研课、磨课训练，参与教科研活动。



（4）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SP-C）：

——组织公共课、专业课、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技能

大赛教练等骨干教师，根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人才培养方案
要求，分类开展课程标准、教学改革、评价创新等内容开展培
训和指导；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重点围绕青

少年成长特点、身心发展规律、主要心理问题及特征、个体及
团体辅导的方法、问题问诊及建议等开展培训；

——技能大赛教练培训围绕专业技能竞赛的组织与备赛实务、
竞赛案例评析、重点专业技能点（项）操练等开展省级集训。



（5）入职任职资格培训项目（SP-D）：

——组织近三年新入职的公共课、专业课及学生管理等教师，重点

围绕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和要求、教师专业标准、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教育教学法、心理学、教学活动组织等开展培训，课程设置需
满足新教师的培训需求。

（6）管理能力提升培训项目（SP-E）：
——组织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务教学、教科研、学生管理、团

委、财务、宣传等人员，就现代学徒制、智慧校园建设、实训基地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管理系统使用、班级管理等管理能力提升、
学校专项工作等开展专题培训。



（7）教师企业实践项目（GP-D）：

——从教师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出发，采取考察观摩、技能培训、跟
岗实习、顶岗实践、在企业兼职或任职、参与产品技术研发等形式，

——帮助教师获取一线实际工作经验，锻炼教师的岗位实践能力，学

习掌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发展趋势、前沿技术研发、关键技能应用
等领域，以及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工艺流程、岗位（工种）职责、
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应用技术需
求等内容，在实施中根据实际情况和成效不断改进。



（8）骨干培训专家团队建设项目（GP-F）：

——组织各市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培训和兼职教师管理工作负责人、送

培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负责人、培训基地及相关项目负责人、有关
重点培训项目领衔人、名师工作室和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主持人等

——重点围绕教师培训需求调研、教师培训管理、系统平台使用、培

训成果认定及转化、培训使用一体化接续、骨干培训专家团队建设等
开展培训，着力建设一支适应教师培养培训工作需要、指导教师专业
发展的培训专家队伍，促进基地和项目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 通过集中面授与网络研修、课题研究与自主选学、问题解决与案
例研讨相结合等形式，开展不少于2周（80学时）的研修。研修分专

题进行。重点开展培训需求诊断技术、培训设计与实施方法、课程与
数字化资源开发技术、绩效评价标准与方法、信息技术应用、核心技
术应用与推广、工作室（平台）主持与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总体要求：遵循以研修为主要形式的培训模

式，强化以实践成效为主要目标的能力提升，实
行定目标、定任务、定考核的过程管理，突出课
例、教学实践、主题研讨等专题化研究和教育教
学实战，并结合各自岗位实践开展全程化研修，
加强培训、学习、指导和转化的多环节联动。



3 职业教育教师培训项目设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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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领域

专业理念与师德

（一）职业理解与认识

（二）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

（三）教育教学态度与行为

（四）个人修养与行为

专业知识

（五）教育知识

（六）职业背景知识

（七）课程教学知识

（八）通识性知识

专业能力

（九）教学设计

（十）教学实施

（十一）实训实习组织

（十二）班级管理与教育活动

（十三）教育教学评价

（十四）沟通与合作

（十五）教学研究与专业发展

国家教育方针、政策

组织管理与团队合作

生理学、心理学知识

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

个人思想、思维品质

教育及职业教育理论

课程及教学理论与实务

经济发展及行业认识

职业、人文及艺术素养
…...

专业化？



关注教师专业能力（素质）

持续学习及
组织能力

专业知识和
技能

教育理论及
教学论



工作
职能

素质
要求

培训
方式

X

Y

Z

项目SP-A

项目SP-B

培训项目之目标定位



（专业带头人领军能力研修）采取集中面授、返岗实践、再

集中面授的工学交替式培训方式，进行为期不少于4周（160学时）
的培训，每班一般不超过30人。培训重点包括专业建设、课程设计

与开发、团队组织与引导、应用技术研发与推广、教研科研方法等
专项内容。

（“双师型”教师专业技能培训）采取集中面授与网络研修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不少于4周（160学时）的培训，可分阶段。
网络研修学时比例不超过30%。每班一般不超过30人。重点包括技

术技能实训、专业教学法应用与实践、课程开发技术与应用、信
息技术应用等专项内容。



（中高职协同研修）采取集中面授和网络研修方式，重点开

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接续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及数字化
资源研发，行动导向的教学实践与演练、教研科研项目交流与合
作等。网络研修学时一般不超过30%。物化成果主要包括中高职

人才接续培养改革方案、理实一体化课例（教案、说课稿、课件
、讲课视频）、校本课程教材、教学研究论文等。

（紧缺技能培养）依托学校现有资源建立技艺技能传承创新
平台，采取师徒传承和合作研发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开展新技术

技能的开发与应用、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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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物化成
果包括实物作品、创新创业教育案例、实习实训课程资源、技术
技能创新方案、发明专利等。



根据培训专业或专业类开发主题

鲜明的培训课程。不建议在短期内安
排大而全的培训内容，鼓励开展主题
性、模块化、精细化的培训内容，并
依据各项目类型的培训重点开发不同
的培训内容，设计不同的培训方式。

“教师成长 =    经验 ＋ 反思”

——美国 波斯纳



如何组织和领导教师培训?

如何评价和奖惩学习行为? 

如何组织和创新学习活动?

如何开发和改进学习资源?

如何适应技术和学习变革?

培训工作的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4 职业教育教师培训项目的实施要求

（一）培训需求分析

（二）培训内容设计

（三）培训指导教师

（四）培训环境安排

（五）培训方式选择



★ 培训需求评估



★ 培训主题设计

问题导向，成效导向

——聚焦（突出重点、任务引领）

——系统（主题、任务、指导、反馈）

——形式（分组、对话、展示、成果）



专业负责人及专业教师培训的维度

C.实践情境

B.价值和规范

A.技术专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