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中职学校专业群带头人培训总结 

培训学员：黄曙 

2020 年 12月 6 日至 12月 12日，很荣幸参加了在江苏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举

办的《湖南省中职学校专业群带头人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本人抱着学习的态

度来向优秀学校，优秀教师学习，学习最前沿的理论和观念，希望此次培训能对

自己在今后的教学和教研提供帮助。 

通过五天的学习，发现我们中职学校应该抓住机遇，发展学校内涵。自国家

职教二十条颁布以来，国家和省市一系列战略相继出台，这是的难得历史机遇。

国家层面实施的“双一流大学建设”、“产教融合工程”、“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和

“国家优质高职校”等一系列重点项目。省市层面也提出要“顺应现代化建设示

范区的战略需要，科学合理调整高等学校布局设置，支持经济条件较好的市县设

置应用技术型高校”。“中国制 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为我们提供了千

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和有利条件。 观念转变的深度、改革创新的力度还不能很好

地适应日益激烈的竞争形势；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级别平台建设和高水平成

果产出、面向地方及国家重大需求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体现办学质量和专业特

色核心指标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工作还未取得突破；部分干部出现小富即安的懈

怠情绪，一些干部教师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还不够强等；躺下不干的现象时有

发生。积极提升校区合作的层次，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不断完善科

研支撑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科研反哺教学的良性机制。加强科技创新制度的顶

层设计，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方法。逐步改变仅仅按照教学工作量分配

薪酬的办法，实行按照学术水平体现价值。建立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体系和科研

激励制度体系，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          

通过学习我们中等职业学校现代化专业群建设的构想。目标定位：学校专业

建设规划有效对接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尤其是现代农业、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专业群建设在学校

专业建设规划中地位凸显。专业群构建思路清晰，群内各专业定位明确，适应行

业和地区经济发展需求，面向特定的“服务域”；结构组成: 专业群由 3个及以

上专业或专门化方向组成，其中至少 1个专业连续招生 4年以上，专业组合科学、

结构稳定，适应职业岗位迁移。核心专业为学校重点建设专业，与产业对接紧密，



在专业群中具有引领和核心作用；建设机制：建立校企双方参与的专业群体系，

配备群负责人、专业负责人、群课程负责人，职责明确，运行高效；具有健全的

群建设制度, 适应专业群的需求；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整合专业教育教学平台，

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与互补。 

培养模式改革。校企共同制订科学、规范的群内各专业的实施性人才培养方

案，体现产业岗位细化新特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加强以 “工学结合、知行合

一”为切入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

学徒制”培养模式，实行校企一体化育人；围绕专业群目标，加强职业道德和职

业素养教育，突出职业精神培养，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全面发展与多路径成才、

终身发展搭建“立交桥”。教学模式：探索符合专业群的多样化教学方式，坚持

“做中学、做中教”，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

等。广泛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注重因材施教，完

善分层教学制、学分制和导师制。专业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教学过程实践性、

开放性和职业性强；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校企共建校内外生产性实训

基地、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充分体现专业群的技术创

新能力和技术技能积累能力；构建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新模式，现代信息技

术在教学实践中广泛应用，教师和学生全部开通网络教学空间和学习空间；职业

技能竞赛成果显著，技能竞赛活动与日常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良性互动。评价模

式：以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为核心，系统制定专业群人

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实现质量评价方式多元化，广泛吸收学生、家长、行业企

业、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质量评价，积极探索第三方参与的教学质量评

价机制，建立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应用信息技术，对学生学习过程与

结果进行诊断与指导，为科学评定教师教学工作提供依据。 

      通过这次培训，开阔了视野，近距离地接触到最前沿的办学理念、专业群

建设的知识。我们中部欠发达地区中职学校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不断

的学习、不断提高，为本地区中职教育尽自已最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