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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谋篇布局
找准师资建设支撑点

2022年12月16日，重庆水电
职院水利工程学院雷伟丽、王晓
琴、徐义萍、贺婷婷4名教师（团队）
在高职专业技能课程的比赛中荣
获国家级教学能力竞赛一等奖，实
现学校竞赛重大突破。

历史性突破的背后，是重庆水
电职院多年全力打造优质师资的
结果。

一直以来，重庆水电职院着眼
于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着眼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需
求，持续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队伍建设，以提升教师职业素
养、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打造“双
师型”教师队伍为重点，搭建宽松
和谐的学习和交流环境，培育浓郁
的“四心”（安心、热心、舒心、静心）
教师发展文化氛围，提升教师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

为探索具有重庆水电职院特
色的教师发展模式，学校精心建设
教师发展中心，成立由学院院长任
组长，分管副院长任副组长，教务
处、人事处、继续教育学院等部门
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健全教师
发展中心组织机构。

先后出台《教师发展中心管理
办法》《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师管理
办法》《教师发展中心教学咨询管
理办法》《名师工作室管理办法》等

制度。一份提纲挈领的文件为学
校职教教师队伍建设打造了“四梁
八柱”，也使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朝
着更加体系化与系统化的方向迈
进。

经过多年实践，学校构建起了
“153”教师发展模式，即功能完善
的教师发展软硬件平台，为教师发
展提供基础条件支撑和保障；健全
的师德师风、双师培养、教学竞技、
业绩评价、职称晋升的制度机制，
明确各级各类教师成长奋斗的目
标，发挥制度机制指挥棒作用；常
态化的专兼职教师师德师风培养、
职业素质成长和职业能力提升工
程，为教师成长规划了“路线图”。

在一系列制度的保障下，重庆
水电职院教师培养层次与培养质
量持续提升，从注重规模走向规模
与质量并重。目前，学校拥有国家
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8人，市级优秀教师、教学名师等
14人，骨干教师122人，“双师型”
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达
到 90%以上，其中水利部双师型
教师、职教新星、职教名师等43人，
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人才保障。

构建竞赛机制
打造教师培养新引擎

数据显示，近3年来，重庆水电
职院教师累计获得全国教学能力

比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
奖1项，获得重庆市教学能力比赛
一等奖8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4
项。学校的师资力量之强大足以
从中窥见了。

在重庆水电职院，教师教学能
力竞赛和职业技能竞赛已经成为
了一项日常教学的常态化工作。

一直以来，为了提升学校教学
水平，激发教师参加校内外各级各
类竞赛的积极性，落实“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
原则，学校不断建立健全校、市、国
家级三级竞赛机制，遴选优秀团
队、培育优秀作品参加竞赛，激发
教师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提高学院
整体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教学能力比赛是提升教师专
业能力和水平的有效性途径，有利
于检验教师的综合水平。为此，学
校专门成立了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领导小组，由分管教学院长任组
长，教务处处长任副组长，教务处
分管负责人、二级学院院长及分管
教学副院长为成员，为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组织、服务和保障工作，让
教师没有后顾之忧。”学校相关负
责人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备
赛期间，学校还组建教师教学能力
指导专家库，以1:1、1:N、集中和
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培训，聘请
国赛一等奖获奖选手、国赛评委对
教师进行指导。

这样的备赛经历要求教师必
须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操作技
能，同时还要全面掌握行业人才培
养需求，促使教师从中锤炼业务能
力，提升教学水平，并将参赛收获
运用于日常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

在三级竞赛机制的推动下，学
校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
新能力全面提升，涌现出一大批高
素质高技能教师在各项赛事中脱
颖而出，为“双师型”教师的构建营
造的良好的环境。

教师贺婷婷主持上百余项给
排水工程设计，多次获得教学类比
赛奖项，其中微课比赛市级二等奖
一项，市级三等奖一项；教学能力
比赛国家级一等奖一项、市级一等
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

雷伟丽，先后获得2020年重
庆市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2020年全国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

等奖、2021年重庆市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二等奖、全国水利职业院校教
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2022年全
国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成
绩……

“功在平时，贵在积淀。作为
教师，要将教学能力比赛作为提升
自身实力的‘跳板’，激发自身的潜
力，才能借助比赛活动获得教学的
收获与成长。”雷伟丽说。

如今，全校专任教师全员主动
参加校级竞赛，将比赛要求和比赛
内容巧妙融入对应课程中，进一步
明确教学目的，改革教学方法，引
入创新教学理念，更新教学设计，
更好地实施教学，培养出符合现代
企业要求的水利电力行业人才。

深化“三教改革”
激发职业教育新活力

在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的
水利工程测量课上，授课教师常允
艳正在结合视频动画讲述三等水
准测量的施测原理，并示范操作重
点讲解施测方法，在启发学生产生

“实干兴邦”的担当意识的同时，突
破教学难点，呈现出良好的教学效
果。

“《水利工程测量》课程是水利
水电建筑工程专业核心课程。要
依据水利和测绘行业企业规程规
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
学情分析拟定教学目标，并融入课
程思政元素。学生通过学习后，能
达到工程测量员的高级(国家职业
资格三级)的岗位需求和考核要
求。”常允艳说。

据了解，该课程已在专业群内
所有专业推广应用，惠及2600多
名学生，同时，总结出的教学模式、
教学设计、教学策略、课程思政等
案例已在全校进行推广应用，也与
多所同行院校进行了交流分享。
这也是重庆水电职院“三教改革”
成果的一个缩影。

教师、教材、教法都是事关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直接
关系到学生的职业知识掌握、职业
技能获取、职业素养提升、职业道
德养成。一定意义上说，抓住“三
教改革”就抓住了“双高计划”建设
的“牛鼻子”。

在职业教育改革浪潮之下，重
庆水电职院全面开展教师、教材、
教法“三教”改革工作。

“三教”改革的根本在于“教
师”，“谁来教”是育人根本问题。
学校通过校企联合共聘共用博士
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教师可在合作
企业熟悉了解生产业务流程，提高
专业实践能力；聚焦智慧企业和依
托同类合作企业，周期性开展专业
教师进企业轮训，提升理实一体化
的教育教学能力；依托名师工作
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校内外优质
资源，培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形
成技艺精湛、专兼结合的高素质

“双师型”教师队伍。
“三教”改革的载体在于“教

材”，“教什么”决定了学生“学什
么”。学校通过与企业深度合作，
共同编制反映企业生产实际，且融
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规范
的兼顾理论与实践的课程教学内
容，编出一批新型活页式、工作手
册式教材。每3年完成一次教材全

面修订任务，使教材内容充分反映
产业发展最新进展。

“三教”改革的核心在于“教
法”。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重庆水
电职院摸索出一套适合培养学生
的方法与路径，即采用知行合一教
学方法。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指
导学生根据一个典型岗位、讲清理
论、练会技能，再延伸到同一类企
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学生掌
握工作岗位需要的N个知识能力
点。同时，提高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实效，让学生从水利精神、工匠
精神、劳模精神中汲取滋养，感受
磅礴力量。

“双高计划”明确提出要求，在
教法改革中，要充分利用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改
造课堂教学过程。为此，学校借助
智慧教学平台，推进智慧教学，规
范在线教学管理，利用大数据实施

“成果导向”的过程性考核，全面提
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目前，学校已同企业合作开发
新形态教材20余本，建成《文明在
水之洲》等市级以上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20余门，其中《水工建筑物》为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国家级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成国家级教
学资源库2个、市级教学资源库3
个。

“三教”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培
养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如今，学生到课率稳定在99%
以上，课堂教学互动反馈率长期保
持在95%以上，教学目标达成度为
95%以上；近五年来，学生参加各
类职业技能大赛和创新创业大赛，
累计获国家级奖项288项次、省部
级奖项320项次。学生专业素质、
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日益提升，真
正为学生创造“人生出彩”机会，落
地落实高质量发展的“最后一公
里”。

重庆水电职院充分发挥教师
“第一资源”核心作用，遵循职业教
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深入
推进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打造出
一支师德高尚、技艺精湛、专兼结
合、充满活力的高水平“双师型”教
师队伍，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
障。

何霜 陈锐
图片由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吹响“强师”号角 稳固职教根基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国家兴衰系于教育，根本在教师。
作为全国水利高等职业教育示范院校、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一校一品”示范品牌学校的重庆水

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重庆水电职院”），顺时而变、乘势而上，打出一套“强师”组合拳，将教师队伍
发展作为学校党政“固本强基、提档升级”发展目标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定向发力、精准施策，着力打造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筑牢职业教育根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学院教师参加市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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