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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饮食到出行，从教育到健康……在株洲

这片职教高地上，各种关乎我们城市发展与百

姓生活的专业尽在其中。特别是这份国家教学

成果奖推荐名单，让我们见证了株洲职业教育

的硬实力。

近 年 来 ， 我 市 积 极 推 进 职 业 教 育 创 新 发

展，努力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适

应性和匹配度，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

链、创新链有效衔接，更好地为湖南“三个高

地”建设和我市产业发展服务。

数据显示，2022 年，园区有 7 所院校和 20

个专业群入围“楚怡”双高双优建设名单；3

所院校立项为“楚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

单位，4 所院校入选“楚怡”文化传承基地、

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建设名单；园区全年引才

218 人，其中博士 7 人、硕士 201 人、高技能人

才 7 人，评选教授 62 人、副教授 278 人。教师

队伍素质显著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明显

增强；9 所院校共获得国家级竞赛奖项 61 项，

在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摘取 34 枚金牌，

稳居全省第一。

这次我们又欣喜地看到，在 2022 国家教学

成果奖推荐名单中，在株院校有这么多优秀成

果入围。他们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

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面向新业态、新职业、

新岗位，优先在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组织知名专家、业界精英和优秀教师，打造

出核心课程，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

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同时，通过优化课程

供给，促进职业教育的“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的

“产业群”无缝对接，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学

头、有盼头、有奔头”的教育。

2022国家教学成果奖推荐名单公布

株洲高职院校亮出了哪些“王牌”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徐敏 彭新华

日前，教育部网站发布 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推荐成果公示名单。

经资格审查，此次共有1415项推荐成果符合要求，
予以受理。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等多个在株院校的相关项目入围，展示了
株洲职业教育的实力。

据了解，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我国教育领域内有关
教学成果的最高奖项，是我国教育领域中唯一的
一项国家级奖励，与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并称为我国四大国家级奖励。

我国自 2014年首次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至今已连续开展三届。将从
推荐的1400余项教学成果中产生特等奖2项、一
等奖70项、二等奖500项。

记者对推荐名单初步梳理统计，由高职（专
科）院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教学成果共计 941项。湖南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湖南铁道职院）、湖南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湖汽职院）均有 3个项目入围。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
校、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各有1个项目入围。

除此以外，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湖南汽车工程职院、株洲市教育局等单位还
参与了其他多个项目，作为参与单位而入围。

创新升级
把专业基础课变身行业精品课

教学成果名称：《基于需求引领迭代创新的<铁道
概论>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铁道概论》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湖南铁道职

院，每年都有数千学习者，如何让这些学习者都能受

益？学校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学院教师第一党支部书记

龚娟，一直在进行探索。

■对话参与者
“通过了解企业对人的素质需求，以便更好地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从 2017 年开始，龚娟团队着手将课程

思政，融入《铁道概论》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她不定

期带领支部成员频频去株洲机务段基层党支部走访，

并牵头成立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工作坊，

带领更多老师深入研究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融入课程

思政的《铁道概论》课程，学生们更加喜爱。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龚娟介绍，通过将真人、真

事、真案例、真设备贯穿教学始终，对概论类课程教学

模式进行创新。

比如，将株洲机务段百万公里安全司机邓毅，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校友、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谢光明，全路技能比武第一名优秀毕业生李东宇等

优秀榜样事迹融入课堂，激发学生的职业期待与向往，

让学生认识到技能宝贵、劳动光荣，人人出彩，技能强

国。还引入了“7·23”“4·28”等铁路真实安全事故，强化

学生安全意识。不定期带领学生走进株洲机务段，近距

离认识现场设备，真实感受机务人的工作环境及工作

内容，强化规范保安全和责任保安全的意识等。

目前，已有兰州交通大学、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等 900 余 所 学 校（单 位）的 6.1 万 余 人 通 过 中 国 大 学

MOOC、智慧职教 MOOC 学院参加融入思政元素的

《铁道概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习。湖南铁路科

技职业技术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 71 所学校

9.1 万余人借助课程资源开展 SPOC 教学，校内外学习

总人数达 15.1万余人。

不仅如此，还有广州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株洲机

务段、广州动车段等企业，利用在线开放课程开展新员

工入职培训和老员工继续教育提升培训。

完备行业职业标准体系
为企业当“智囊”

教学成果名称：《“一桥两域三环四类”轨道装备制
造类专业标准体系研发与实践》

“该成果为我公司职业岗位和技能等级标准体系

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促进了员工职业岗位技能

快速提升，加速了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的进程……”去

年，一份由中国中车集团人才资源部提供的应用效果

证明，发到了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莹教授团

队人员的手中。在这份证明材料中，集团表达了对张莹

团队的高度认可与肯定。

这份认可来之不易。

■对话参与者
“职业教育专业标准体系开发的模式与路径不明

确、不规范的问题，以及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人才需

求与人才培养脱节的问题，都亟待破解。”团队负责人

张莹表示，随着企业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企

业对掌握多门技术技能，能够从事多工种、多岗位的复

杂劳动，解决生产操作难题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

需求变得尤为旺盛。作为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产业办学的高职院校，团队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

龙头企业中国中车集团深度合作，共同研究分析了智

能制造、智慧运维背景下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升级改造

的岗位特征。

团队成员、学校党委副书记杨利军介绍，团队通过

大数据云图，从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产业布局与专业

布局、岗位群与专业群、行业未来技能与专业课程设置

四个维度，直观呈现了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人才需求，与

院校人才培养供给的匹配情况，实现产业布局到专业

布局的无缝转换，搭建专业与企业标准融通的桥梁。

同时，从企业用人环节，团队开发了 66 个职业岗位

标准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从专业育人环节，开发了

109 个专业建设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从专业评价环

节，开发 9 了个专业评价和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形成了

中职、高职、职教本科有机衔接的“一桥两域三环四类”

轨道装备制造类专业标准体系，实现了各级人才培养

的有效衔接。

“数字”赋能
打造更聪明的智慧校园

教学成果名称：《智课程、智课堂、智评价：湖南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课堂革命10年探索》

当忘记汽车零部件拆装步骤时，可通过 VR仿真操作，并得到

详细的拆装流程及步骤，还可以 360度变换视角，在虚拟现实中观

看结构及工作原理……日前，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VR虚拟仿真

设备辅助教学，登上央视二套《消费主张》栏目。

而这还只是该校建设和探索“智慧校园”建设的一个片段。多

年来，该校以智能校园、“智课堂”平台等“人工智能+教育”为支撑，

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创新，提

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产业发展。凭着这一改革探索，

项目也顺利入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名单。

■对话参与者
“通过营造交互性强、便捷智能、开放灵活的教学环境，更能深

度激发师生教与学的活力。”湖汽职院党委书记邓志革说。

时间倒退至 2019 年，湖汽职院启用智能校园系统。智能系统

会在教学过程中采集相关数据，智能分析教学过程，精准评价课堂

效果。并采用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企业生产现场、工作

现场实时连线，采集职业岗位使用频次高的真实项目，真正做到教

学过程对接企业生产过程。同时，实时采集的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

成长各项数据，也有力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全面成长。让课

堂学习向课外学习延伸，呈现终身学习发展趋势。

新冠病毒防控期间，学校所有课程采用线上教学，由于不能面

对面沟通，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不一样，教学效果难免出现偏差。

但该校的“智课堂”平台，让学生学习数据统计和分析让老师一目

了然，人工智能驱动的学习分析，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工具，

实现了在线教学与现场教学实质等效。

该校还借助学校“云上湖汽”智慧平台，结合校园汽车文化馆

和汽车数字博物馆，依托汽车专业师资团队，做好汽车技术“第二

课堂”，为社区群众开展汽车科普文化体验教学，普及人工智能在

汽车未来技术上的应用相关知识。

紧盯产业升级
让专业走在行业最前沿

教学成果名称：《面向产业升级的汽车专业建设创新与实践》

近年来，汽车产业智能化迭代加速，产业规模年增长率超

50%，人才需求每年翻番。如何才能跟上产业的脚步？

■对话参与者
“务必紧盯智能网联技术，赋能汽车产业升级革命。”该校相关

负责人介绍，针对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中对新技术、新岗位、

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学校立足服务国家、区域经济，对汽

车智能技术、智能交通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电子技术和移

动互联技术进行了升级改造，成功立项“汽车智能技术”中国特色

高水平高职专业群建设单位。

产业升级发展，同样对专业建设提出新的需求。为此，学校从

专业结构、目标规格、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智慧环境、智慧教学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

为不断适应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学校把专业建在产业链

上，近五年共撤销 8 个专业，新设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类专业 10 个，

对照新专业目录、紧跟地方经济发展趋势，构建了科学合理的专业

结构。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学校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以大数据和云

计算技术为两臂，设置“个性定制、动态调整”汽车类课程体系。依

托汽车类高水平专业建设规划，该校破除专业壁垒，促进 5G、人工

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同汽车类专业的交叉融合，实现人

工智能与汽车学科的交叉螺旋式发展，构建“人工智能+”的新兴

复合型汽车专业群。

在课程建设上，学校倡导岗课赛证标准融入，不断磨炼精品课

程。通过支持改革课堂教学生态和教师评价体系，初步实现了办学

水平可视化、教师发展可视化、学生成长可视化和管理服务精准

化。记者走访发现，学校依托智慧校园建设，建设了 300 间智慧教

室和智慧实训室、开辟了 7 个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实现培养过程数

据可通过视觉、语音、传感及痕迹记载等手段伴随式采集，实现了

线上线下互动教学。

教学成果名称：《标准引领、数字赋
能、文化铸魂——针灸推拿专业建设改革
与实践》

针灸推拿学是我国中医药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不断完善

和发展，逐渐形成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治

疗技术特色鲜明、临床运用极为广泛的一

门学科。2010年，针灸被列入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中医药国际传播中，针灸学

已成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排头兵。

你可能不知道，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自 1987年即开办针灸推拿专业，本专

业为国家创新行动计划骨干专业、全国首

批健康服务示范类专业、湖南省人才培养

方案优秀专业。

■对话参与者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

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学院

院长黄宇辉说，作为中医类专业齐聚的中

医学院，传承中医药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为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

2015 年，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牵头成

立了职业教育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子库

——针灸推拿传承与创新国家教学资源

库建设共建共享联盟，启动了针灸推拿传

承与创新教学资源库建设。其建设成果代

表了高职高专院校针灸推拿的最高水平。

该资源库依托数字教育平台，不但

能服务本专业学生学习、教师教学，还

可兼顾服务社会用户、企业用户的学习

与培训。记者登录平台发现，这里可以

直接在线学习、浏览，并支持开展专业

课程的学习、作业布置、师生交流、考

试测验等教学活动。社会服务库中还建

设 有 中 医 典 故 、 中 医 经 典 、 古 代 名 家 、

中医养生和中医治未病模块，在中医药

防 治 疫 情 方 面 越 来 越 显 现 出 优 势 的 当

下，助力传承优秀中医药文化，普及健

康知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2022 年 7 月，非洲津巴布韦首个中医

针 灸 人 才 培 训 在 位 于 首 都 哈 拉 雷 的“ 中

国-津巴布韦中医针灸中心”开班。共有 20

名来自津巴布韦的医护人员成为培训班

首批学员，他们通过为期 3 个月的课程培

训，学习中医针灸治疗技术，再将中医针

灸 疗 法 带 到 津 巴 布 韦 各 地 ，惠 及 当 地 民

众。让中医药传统文化在海外散发出迷人

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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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化引领，助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

相关链接

在株院校（第一完成单位）其他入围成果名单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融入高铁文化的铁路高职院校“三层三维三链”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研究与实践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县域职教集团“政府牵头、多方联动、跨界融合”运行机制创新与实践

■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
“三一三双”：产教协同培养湘菜工匠人才创新实践

记者手记

湖汽职院利用智

慧教育平台 VR 资源

开展实训教学。

通讯员供图

湖 南 铁 道 职

院老师在机车车

辆制动实训场地

为学生授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