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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大赛引领、研究导向、培训辅助”赛研培
三位一体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探索与实践

刘　丽

（长春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加强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中职学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便应运而生。

针对目前教师的教学能力现状，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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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提出的背景

在“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改、以赛促建”这一理念

推动下，在全国师生“参赛热”不断升温的同时，全国中职院校

教学能力大赛引起了越来越多院校和相关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考

察重点从侧重教学设计和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到全方位考察教师的

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能力，教学研究能力，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

风向标。

二、成果简介

近年来，我校连年取得晋级国赛的机会，并在国赛现场展现

风采。学校也在每一次大赛中不断提升，领跑吉林省中职院校。

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主线，两个渠道，三个层次，四

条途径”的“赛研培一体”的教师专业化成长路径的成果。一条

主线，即教学能力大赛；两个渠道，即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三

个层次，即学校，教师，学生；四条途径，即通过大赛引领，教

师理念更新、教学模式的突破、教学能力的提升和教学团队的打造。

图 1-“赛研培一体”教师专业成长路径图

（一）大赛引领，实现了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

教师通过明确教学能力大赛文件，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相

关理论，及时更新教学理念，进行教学设计，根据教育学规律及

学生的特点和成长规律作出符合学生发展，符合职业教育规律、

符合课程标准要求、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堂环节，突破教

学重点和教学难点，提升信息化素养和教学理念的更新。我校教

师多次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并取得了连续 4 年蝉联

国赛二等奖，省内四连冠的好成绩；2021 年中职组全国排名第七，

晋级十强。

（二）大赛引领，实现了教师教学模式突破

构建“做、学、教、用、创”五步逆推式课堂教学模式，由

教师单向灌输到师生双向合作探究，以学生为主体，人人参与，

营造“五动”课堂，全面驱动；开发“整体设计—项目实施—工

作过程化”实践课程体系，突破专业和课程壁垒，职业技能与综

合素养全面融合；实施激活内需的“主体多元，内容多维，方法

多样”的多元评价体系，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实现人人出彩；

以“文创项目”为导向，形成“五位一体”动态调整的人才培养

机制，促进人才培养质量螺旋式全面提升。

创新“做项目—学知识—教学习—用技能—创思维”课堂教

学模式，逆向设计教学过程，真正落地“做中学，学中做”，把

课堂还给学生，教师成为助学者、引导者，学生成为学习主体，

明晰学习目标，尝试动手实践，师生共同探究、破解技术难点、

总结评价、持续改进。

如工艺美术专业在上“立体纸雕”实践课程之初，教师先展

示纸雕成品，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和成果，同时演示步骤，激发

兴趣和动机；学生跃跃欲试时，把半成品发给学生，学习难度设

定在只要稍稍跳脚就能够到的程度，学生只需做完最后几道工序，

就完成成品，呈现出立体纸雕伴手礼，也就完成第一次纸雕课。

教师随时指导，破难解疑，学生全程参与动手实践，体验到成功

的快乐。此后的每一次课，依据学情，难度递增，但是只要努力，

就能完成，体验成功。

图 2-“五步逆推 螺旋渐进”课堂教学模式图

（三）大赛引领，实现了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掌握学

习方法和学习技巧。同时教师还要吸收新的教学理念，提高自身

的专业能力，并善于总结和积极参与到教育科研的能力，这些都

是新课改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也是教师需要达到的目标。科研能

力一直是很多一线教师的短板，教学能力比赛自 2019 年更改赛制，

要求上交教学实施报告。通过教学实施报告的撰写，教师的研究

能力得到了切实的提高。通过课题研究，教师将发表相关论文若

干篇，进一步提升文字撰写和研究能力。

（四）大赛引领，实现了研究型、创新型双师教学团队形成

组建以服务学生为对象，以“双师型”教师为主体，以模块

化教学改革为主要途径，以专业和课程建设为平台，以沟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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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纽带，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的结构

化教师团队。结构化教师团队将创新模块化课程和教学组织形式。

三、成果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寻求教学能力比赛与常规教学的最佳结合点，以技能大赛

“反哺”常规教学，提升教学能力。

当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技能大赛已经成为检验职

业学校办学实力的重大指标。如何将技能大赛的训练融入到常规

教学中，把所谓的“奥运赛事”变成全民的体育活动，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体验到技能大赛带来的喜悦感和成就感。

2. 带动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本课题主要通过技能大赛对教学的方向引领，制定与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项目对接的配套机制，根据大赛团队比赛的方式，

注重培养教师团队，双师型团队，教学创新团队，以提升教师综

合素质，进而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和能力。

3. 提升教师科研能力，积累经验，提升参赛成绩。

本课题主要通过文献法、行动法分析技能大赛对教学的方向

引领，制定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项目对接的课程标准，编制

配套的校本教材，改建相关实训基地，进行有针对性的项目教学。

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课题组成员的科研能力、教学能力、专业能力，

同时通过课题研究能够让每一位参与的教师进入到课程改革中，

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自身素质，促进整个教学团队的健康

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学校的平稳前进和向好发展。

图 3- 中职学校教师专业发展解决的教学问题及方法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理念创新

围绕以大赛引领的教师专业化成长需求，深入研究，形成了

“一条主线，两个渠道，三个层次，四条途径”的“赛研培一体”

专业教师成长路径的成果。

以大赛为引领，融入课程建设和开发，把大赛标准融入专业

课程中，开发了“认知专业，走进职业”课程，精心设计教学内

容，上好第一课，采用“体验式教学”，尝试第一课从学生最容

易成功的最简单工序开始，作为学生进入中职校学习的起点，切

入动手操作，让学生在亲自动手完成作品的过程中体验成功，认

知职业教育，开启兴趣之门，体验创造的快乐，引爆学习的兴趣。

单项技能、复合技能、复杂技能、岗位综合技能，逐级深入，学

习技能，更体验成功；在专业实践教学中，采用“项目教学，成

果导向”教学法，每一个内容的学习结果都已“文创产品”的形

式呈现，叠加成功经验，给学生创设“技能让生活更美好，艺术

让生活更精彩”的学习体验，把“我自信，我努力，我出彩”的

校训变成现实。

（二）路径创新

教师素质提升培养模式创新。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改，

以赛促建，全面落实“三全育人”，全面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及研

究水平，积极构建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良好生态。与学

校双高校建设中相融合，共生共建，提质培优。以教师能力竞赛

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切实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与信息化教学水平，推进学院内涵建设。

（三）体系创新

创建中职学校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人才培养机制。顶层设计人

才培养体系。通过构建大赛平台，构建“赛研培三位一体”教师

专业成长路径，有效实施三教改革，落实三全育人，创新“三位

一体”的动态调整教师素质提升培养机制。

对接产业链，聚焦文旅特色，增设艺术设计与制作、工艺品

设计与制作两个专业，聚焦艺术设计类，为学校特色办学赋能。

从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健全管理制度：精细

化教学管理，调整专业布局，整合专业课程，创新教学团队，实

现“三位一体”动态调整的教师素质提升人才培养机制。

五、成果推广及应用效果

1. 引领和带动：2018 年以来，教师连续四年在全国职业院校

教学能力比赛中获国赛二等奖共 4 项，三等奖共 5 项，领跑吉林省；

2021 年，全国中职组获奖数量排名第七，跻身全国十强。省职业

院校教学能力比赛获奖 15 项，其中一等奖计 7 项。二等奖 15 项，

三等奖 5 项。

2. 深化和推进：深化“三教改革”，大力推动了我校教师队

伍建设再上新的台阶，以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为着力点，持续推

进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团队建设，打造技能名师和工匠。吉

林省多家媒体相继报道我校大赛的情况。多家媒体对该成果应用

进行报道；河南、河北、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地院校前来学校

交流学习；校长在 2018 年创新创业大赛做《探索“成长进阶式”

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典型发言；我校专业教师应邀到省

内各大学讲课；我校校长、多名教师多次到省内外兄弟院校讲学、

送培下乡、分享经验；

3. 促进和建设：学生“三创”能力显著提升，大赛成绩优异。

学生在各级各类共获国家级奖项 10 项，省级 18 项。参加第 46 届

世界技能大赛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国家选拔赛，首次跻身全国十强，

是吉林省此赛项突破。以技能大赛参赛为契机，促进课堂革命，

改革教学模式，着力教法改革，建设课堂革命案例，建设一批优

质教学资源和优质课程。

4. 提升和创新：成果提升了教师信息技术水平和信息素养，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教师信息应用常态化，从而

有效辅助教学，建设高效课堂。推动教材改革，校企共同开发，

建设高质量、实用化工作手册式、活页式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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