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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沅江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近二十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沅江工业园的兴建，形成了以加工造业为主导的工业新体系，以机

械加工技术专业为代表的先进装备制造业成为全市经济的新的支柱

产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对师资队伍提出了

更高要求。 

沅江市职业中专特色专业群项目从 2017 年开始建设以来，在为

期 3 年的建设过程中，紧扣技能竞赛环节，不断研究与实践赛、训、

教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与师资培养模式。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培养模式是中职学校与社会实际需

求所结合的产物。将技能大赛中的内容与具体的行业内容进行结合，

将学、练、赛结合起来，以技能大赛作为平台，能够提升参赛者的专

业技能水平。在培养过程中，以项目驱动法实施学生的专业技能的训

练，对接全市技能大赛选拔成立机电专业集训队伍，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学生通过参加各项技能大赛，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学生的“以赛促学”也要求了老师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且拥有不断

提升自身专业知识水平的能力，对学生进行与时俱进的指导。“以赛

促教”要求老师参加各项教学技能竞赛，在提高了老师的教学水平同



时，还能让老师在竞赛过程中不断学习到新的教学方法，接受新的教

学理念来帮助自己完成教学任务。 

 二、主要目标 

目前很多青年教师理论教学见长而实践教学跟不上，原因是新进

教师很多是在大学学科型人才培养模式下造就出来的，尤其是刚参加

工作的大学生，缺少企业的工作经历，因此中职教师对相关工种专业

知识的掌握和实践操作能力要求，只能由学校后续进一步培养。既能

动手又能讲课的“双师型”教师缺乏，严重的制约了专业的建设和发

展。而中职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普遍不强，比起理论教学更喜欢动手

实践，“双师型”教师的缺乏势必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因此，从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与教师教学能力出发，我校提出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赛训教结合的培养模式，旨在： 

1. 通过督促青年教师不断参加各项技能竞赛，提高教学水平，打

造强有力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2. 从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汽修专业各年级选拔优秀学生组建机电

集训队，并实施动态管理，激发学习积极性，在技能竞赛中不断磨练

学生专业能力和协作能力。 

三、实施过程 

专业群教师根据自身情况和发展方向制定《中青年教师发展规

划》，明确竞赛项目和目标。要求符合技能竞赛参赛条件的教师参加

加工制造类项目教师组的技能竞赛，以及市内各种职工竞赛，在竞赛

周期内学校为青年教师指派骨干教师作为教练，提供条件，要求青年



教师按照竞赛标准、技术文件加强学习、训练，最终竞赛成绩作为绩

效考核、等级评定的重要依据。教师的动手能力培养目标参照技能竞

赛技术文件和相关职业资格标准，检测结果参照竞赛成绩，根据竞赛

成绩奖励或者约束教师，既调动了教师参加技能竞赛的积极性，又对

教师形成了约束，促进了青年教师从“新进教师”到“合格教师”，

“合格教师”到“骨干教师”的顺利转变。 

选拔 “双师型”中青年骨干教师指导成立机电集训队，从机械

加工技术专业、汽修专业各班选拔优秀学生参加集训，实施项目教学

与动态管理，具体做法是对集训队成员从竞赛成绩、集训纪律、卫生

等方面进行积分考核，每月 90—100 分为优秀，60－90 分为良好，

60 分以下为不合格。对不合格的，视其情况进行督促、要求其查找

深层次的原因、提出改正方案并落实执行，整改不力或出现考核低分

的指导老师给予必要惩罚。 

通过参加各项技能竞赛，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尤其是专业实践

能力，更使能力层次高低不一的学生形成主动与团队成员磨合、协作

的能力，学生获得了一个展示自我、共同学习的开放式平台，学生从

比赛交流中可以明确和肯定自己的优势，又能向更优秀的同学学习，

做到取长补短。集训队成员在学生中产生了榜样模范效应，激发了学

生的看齐意识和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集训队教学也进一步锻炼了

指导教师的教学能力，丰富了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不断与时俱，进

加深对行业发展的认识。 

 



四、条件保障 

1. 团结协作，全力保障 

学校、机电教研组对机电专业竞赛工作高度重视，组建专人负责

的竞赛班。教务、实习、后勤等各部门提供大力支持，竞赛所需的场、

设备、材料能够及时到位，保障教师和学生安心训练。 

2. 校企合作，互惠互利 

在竞赛项目周期以外，加强校企合作，依托学校建立的生产性实

习实训基地，引进 “外协加工项目”，青年教师积极下企业锻炼，

与企业开展良性的互动，校企合作为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模式的建立

提供了保证。 

3. 竞赛管理长效机制 

建立普遍性、经常性的技能竞赛制度、技能展示制度和良好的培

养选拔制度，进一步扩大竞赛范围，拓展到更多项目，让技能竞赛覆

盖到每位专业教师和更多学生，在校园营造学知识、比技能、练本领、

积极向上的氛围，打造技能成才的竞争平台，形成校园文化。 

4. 健全激励机制 

加强对获奖选手的表彰和奖励，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

为补充，形成层层竞赛、层层表彰、不断奖励、持续发展的机制，激

励师生学技能、爱技能，奖励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培养高技能学生，

建设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 

 

 



五、实际成果 

自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训教结合培养模式推行以来，师生积

极参加各级技能竞赛，多次组织对兄弟院校进行参观交流，在校内及

兄弟学校之间产生一定影响，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2017 年，1404班周溢文、张杨获益阳市数控车一、二等奖，王骏威、

黄涵获益阳市焊接技术一、二等奖。2018 年，1713班赵晓佳、刘远

康获省级汽车营销三等奖， 2020 年，胡锐森、董世强、夏斌获益阳

市汽车机电维修一、二、三等奖，阳俊、汤绘阳获数控车益阳市一、

二等奖，肖凯、杨哲诚，唐星宇、易偲宇获益阳市零部件测绘与 CAD

成图技术一、二等奖。夏雨、陈程获益阳市车加工技术二、三等奖，

李海涛、张灿获益阳市焊接技术二、三等奖。同时，教师职业能力竞

赛，黄曙、吴三英、罗照真在 2019 年 7 月取得湖南省三等奖的好成

绩，肖清、段择锡、张红飞、欧阳兰等老师在校级和市级教学比武中

获等一等奖的好成绩。 

六、体会与思考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作为人才培养和教师培养的一种手段，主

要目的在于提升教师与学生的实践技能。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

而技能竞赛周期较短。要短时间内出成绩，学校需加强校企协作，引

进合作项目和技能专家，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参与企业新产品的研制，

新工艺的开发。同事兼顾长期，加强竞赛工作支持力度、奖励力度和

管理力度，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制度，吸引多专业教师参与到竞赛中

来。这些措施也是相辅相成的师资和学生培养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