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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校院协同、精准施训，完善校本培训体系
——以威海职业学院为例谈教师发展培训项目库实施的研究与实践

张翠霞

（威海职业学院，山东 威海 264210）

摘要：校本培训对教师素质提升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

威海职业学院为例开展教师发展培训项目库实施情况的研究与实

践，对教师发展培训项目库组建情况进行介绍，从项目库的使用

方法、项目库运行实施情况、专家库组建、信息化平台等方面展

开实施情况介绍，总结了项目库的实施成果，首创“项目库 + 菜

单式、自发开课 + 自主选课”校本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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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

计划（2017-2020 年）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威海职业学院以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为目标，以“用教师的真本事教给学生真本领”

为教师培养培训理念，设立教师发展中心；落实教师 5 年一周期

的全员轮训，以“项目库、菜单式”校本培训为主，搭建与完善

校院培训体系；面向全校公开征集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优质培训资

源，组建培训项目库、专家库；按照“了解需求—精准施训—跟

踪指导—反馈提高”的培训路径，持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以

信息化系统支持培训全过程管理，提高培训组织的科学化、高效化、

专业化水平。

一、教师发展培训项目库介绍

按照《威海职业学院教师发展中心章程》（威职院办字〔

2017〕86 号）、《关于加强全院教师培养培训工作的意见》（威

职院办字〔2017〕92 号）文件精神，为充分发挥专家型教师、中

青年优秀教师的教育教学智慧，拓展培训资源，促进校外培训共

享与反哺，促使广大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教

育科研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推进三教改革，全面提升我校教师

队伍的整体素质。

2018 年 3 月，教师发展中心发布《关于征集威海职业学院教

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通知》，从项目类别申报指南、项目

管理及使用、申报要求与说明三个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面向全

院公开征集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组建教师专业发展

校本培训项目库，支持院、系两级教师培训活动的开展。

2018 年起，学校探索教师培训需求采集与分析机制，通过需

求调研、自主申报、专家遴选、项目实施、更替迭代等流程，分

五批将评选出的 110 个项目纳入培训项目库，编制选课手册，建

立“项目库 + 菜单式、自发开课 + 自主选课”机制，根据培训对

象开展“必修 + 选修”培训课程模块，建立培训专家库。

二、教师发展培训项目库实施情况

（一）项目库使用方式

项目库资源支撑四种培训方式：

一是用于学校分层分类培训，即对新入职、青年教师、骨干

教师、专业带头人等各类教师开展分层分类培训；

二是用于校级“菜单式”培训。教师发展中心每学期初组织

培训师自发开课，发布培训项目，教师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助式”

选课，满足教师个人专业化提升需要；

三是用于院部“定制式”培训。各院部可从培训项目库自主

选择培训项目，与培训师协商灵活组织院部级培训，实现按需取材，

精准施训的目的；

四是用于对外培训，学校印制对外培训宣传手册，承接各类

定制式、个性化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二）项目库运行实施情况

教师专业发展校本培训项目库自运行以来，搭建专家系列讲

堂、午餐会、实操、工作坊、教师沙龙、示范观摩课、素质拓展

等灵活多样的培训类型，注重项目的针对性、交互性和趣味性，

采取以项目为载体、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做一体化、模块化教学

模式，常态化分层分类助推教师专业成长。

2018 年来，校级层面累计针对新入职教师、骨干教师、专业

带头人等开展“不忘初心、筑梦威职”教师师德师风建设主题实

践活动、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教学能力提升教师工作坊、教学

能力大赛宣讲会等系列活动 115 场，参训 2573 人次；院部级层面

培训累计 90 场，参训 2889 人次；面向社会及其他院校教师培训

47 场，参训 3087 人次，初见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教师校本培训化危为机，

顺利开展，线上开课 17 场。同时，注意线上培训项目录制和收集，

收集线上教师培训资源 118 个。

（三）校内培养，校外招募，专家库支撑校本培训开展

目前，培训专家库入库人员 156 人，主要由四部分人员组成：

校内遴选出的校本培训项目持有人；省级以上教学名师、教学团

队带头人、省级以上教学大赛获奖选手；魏民、丁金昌、李高建

等省内外知名学者及职教领域专家教授；密切合作企业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

校本培训的开展为职业教育教师培训能力提升提供了机会和

平台，培养了一批可承担面向校外各类社会培训任务的校内专家。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2020 年 3 月，组织召开教师专业发展校

本培训总结交流会（2017-2019 年）。对我院师资队伍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教师专业发展校本培训情况、2020 年教师培训需求调

研情况、2020 年校本培训工作打算、反思与诊改五个方面进行汇报。

根据 2017-2019 年度培训师在教师专业发展校本培训中开课及授

课评价情况，评选确定优秀校本培训专家 1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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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化平台支撑，做好培训过程控制

利用学校移动办公系统、问卷星、微信公众号等，搭建教师

发展线上平台，教师培训申报、登记全流程信息化；每年开展教

师培训需求调研，了解教师培训需求。

启用教师发展中心公众号，及时发布培训资讯和培训宣传；

构建培训考评机制，注重培训过程控制，建立教师培训学分制体系，

将教师培训纳入教师继续管理学分。

经滚动建设与持续优化，实现了培训按需取材，精准施训，

施训（教）能力和专业成长同步提升。

以信息化平台为支撑，开发了以“学分银行”为主体的培训

管理体系，注重培训过程监督，实现了教师培训由“要我学”到“我

要学”的转变同时结合教研开展培训效果反馈与培训师跟踪指导

活动，避免了“一过性”培训的弊端，有力促进了全校教师整体

素质的提升。

项目库的实施培养锻炼了校本培训专家队伍，从培训考勤、

培训效果、培训项目迭代与优化等方面进行管理考核，计入“学

分银行”，并给予社会服务积分。

教师发展培训项目库的实施，创新了校本培训与管理形式，

促进教师与培训师共同成长，为精准施训提供资源。

三、项目库实施的成果

首创“项目库 + 菜单式、自发开课 + 自主选课”校本培训模式，

威职经验在全省高职院校进行推广。

两次在山东省高师培训中心组织的培训者培训会上，向全省

高职院校对我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库实施情况进行汇报，得

到了参训领导及教师的肯定。

作为山东省四所高职院校之一参加教师发展山东经验丛书编

写，丛书预计 5 月出版。

作为负责人的《以“教练型”高职教师培养为目标的“12345”

培养培训体系构建与实践》立项省教研课题。

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库案例入选学校质量年报、优质校终

期报告等。

《标准引领、途径创新、成果导向，打造新时代高水平双师

队伍》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百

强典型案例（第 21 位）。

依托项目库项目，进行课程体系构建，面向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临沂职业学院等培训师资 861 人日；牵头成立烟威职业教育共建

共享联盟，被推选为师资发展与培训工作委员会会长单位，面向

联盟公开招募中职师资培训师。

在校本培训项目库实施的基础上，牵头校内培训师开发了面

向中职教师师资培训的宣传手册，对外辐射引领更多中职院校。

教师近两年整体素质显著提高。尤其是教师教学参赛环节，

经过校内宣讲、专家指导、实践实战，2020 年我校参加青教赛和

教学能力比赛省赛和国赛成绩均创历史性突破。

四、下一步项目库实施及推广打算

按照共生发展，多元互通的原则，按照训前诊断、训中测评、

训后考核的模式，解放思想、开源增效，采用多种形式、拓宽多

种渠道、引入和利用多种资源，建立健全多方位、全过程的教学

支持服务体系，做好教师培训平台建设、建立教师培养的协同创

新机制等工作任务。

（一）继续创新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库

进一步做好教师培训规划，继续按照“菜单式自主开课、自

助餐式自发选课、线上 + 线下混合式研修”的原则，进行每学期

的校本培训开课和选课工作。继续进行培训项目库的维护，注重

线上培训项目的收集。组建由校内外教育教学名家、行业企业技

术大师组成的师资培养培训专家资源库并不断补充完善。

2021 年，拟结合校本培训开课，建设培训网络资源，评比优

质培训课程，对外推广优质课程和培训师，主要采用实操指导、

名师讲学、案例观摩、送教上门等形式，解决“做”的问题。

（二）开发培训平台

自主开发或采购具有发布培训通知、培训选课报名、培训签

到评价、学分认定和统计、校内培训项目库管理、培训师和学员

管理、线上课程、信息统计汇总等功能的培训管理平台。

（三）建立校企联合培养的协同机制

按照上级建设要求，引导校内特色高水平专业与威海市大型

企业密切合作，建设“校企合作机制健全、行业领先管理规范、

培训配套条件先进、培训师资水平优良”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或校企共建教师发展中心，实现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双师型

教师的培养计划的设计和实施。

（四）拓宽资源，依托烟威职业教育共建共享联盟抱团发展

加强联盟成员间的联系与沟通，创新机制体制，围绕师德素

养全面提升、培养培训体系探索、教学研究协同推进、教师发展

精准帮扶、人工智能教学创新等工作，做好职教双师型优秀师资

共享、培养培训基地共建、教学改革共商、教学成果共育等各项

工作，促进校际、校企间专兼职教师沟通交流教学经验，促进联

盟内教师整体素质全面提高。

（五）持续推广威职经验，承担对外培训任务

制定标准，强化培育，严格考核，汇集学校资源，发挥学校优势，

打造教育教学类、技能实践类、教研科研类、信息化提升类等教

师能力提升优质培训项目库、专家库，印制对外培训宣传手册，

承接各类定制式、个性化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全力促进教师

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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