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案例 

能源动力与环境工程学院 

项目立项一年多来，我校高度重视，从制度、资金、人员等方面

予以支持，团队建设有序展开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建设进展 

（一） 按照边建设，边完善的原则不断优化建设方案 

结合团队建设实际情况，对建设方案中的建设任务进行了优化。

从加强团队教师能力建设、建立团队建设协作共同体、构建对接职业

标准的课程体系、形成协作模块化教学模式等四个方面队建设方案进

行全面优化，并对部分指标作了修订；因疫情导致团队境外学习培训

受影响，部分经费使用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使建设方案能更符合教

育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要求。 

（二） 健全制度建设，为创新团队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成立教学团队组织管理机构。在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直接领

导下，成立了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聘请中国工程院

刘吉臻院士及行业技术技能大师组建专家智库，为团队建设准确把

脉，从而架构了高效协调的教学团队组织管理机构。二是形成和完善

教学团队建设的制度体系。出台了《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创

新团队建设与管理规定》等系列文件。三是建立和在完善教学团队建

设的资源供给和保障机制。已建立国家、自治区、行业企业和学校多

元经费筹措机制，确保项目建设经费。 

（三）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全面推行课程思政。一是将专业教师、思政教师、辅导员、管

理人员凝聚成“全员育人共同体”，营造“三全育人”的良好氛围，



开展课程思政研讨交流会 6次。二是文化育人融入能源电力特色。党

员教师作为班级导师，深入班级联系学生，开展早读诵经典活动，及

时了解班风、关注学情、掌握动态。三是聘请共建单位如韦灿军等一

批 “广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学院劳模（工匠）工作室特聘大

师，定期到校开展劳模大师讲座，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四是开

展课程思政课题研究。团队以“电力类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育人机制的

研究与实践”等区级课题等研究为载体，为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课堂教

学夯实了学术基础，全面提升课程育人功能。 

2.构建基于 1+X 证书改革的课程体系。团队带领的专业群取得

“垃圾焚烧发电运行与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 1+X证书试点省级

牵头单位、“光伏电站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 1+X 证书试点省级

考点。构建基于 1+X证书课岗证融通的模块化、层级化、一体化的课

程体系。 

 

图 1 基于 1+X 证书课岗证融通的模块化、层级化、一体化的课程体系 

3.形成虚实结合内外镜像的教学模式。在完善的校内外实习实训

基地和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基础上，依托校内新能源产业学院、中电联



仿真培训中心等，与校外国投钦州发电公司等实训基地形成内外镜

像，虚拟仿真平台与实景实训基地虚实孪生的学习资源。按照“专业

技能提升+综合素质培养”双线并行、分层递进、实-虚-实融合交替

教学模式破解人才培养难题，提升电力行业复合型人才需求匹配度。 

 
图 2：双线并行、分层递进、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 

（四） 深度产教融合，打造结构化双师队伍 

依托“新能源产业学院”成立校企共同体，建立了 2个“技能大

师工作室”，聘请了 10位相关企业专家作为兼职导师，开展“企业专

家进课堂”。在企业建立“教师工作站”，促进学校、企业双向交流，

建设一支校企混编“双师型”高水平创新型双师队伍。 

（五） 搭建教科研平台，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在新能源产业学院内广泛开展新能源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智能

微网技术及“大数据+能源利用”的科研活动。目前正在合作开发工

业能耗诊断平台，成立科研服务团队指导能源清洁化、为企业能源改

造、能效管理改革提供技术支持，提升科研服务能力。 



二、阶段成果 

（一） 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1.获国家级、自治区级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建设立项各 1 项。

以创新团队成员为核心成员申报的电力技术虚拟仿真实训获得国家

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同时新能源与环保技

术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获得自治区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建设项目。 

2.全面推进 1+X证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相关研究课

题获教育部行指委立项。垃圾焚烧发电运行与维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中级）2020 年 112 人报考 11 人获证；2021 年 262 人考证，86 人

获证，获证率由 9.8%提升到 32.8%。光伏电站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初级）2020年报考 50人获证 13人；2021年报考 76人 36人获证，

获证率由 26%提升到的 47%，1+X 证书试点改革稳步推进，改革成效

逐步显现。 

在 2021 年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新型

碳中和能源管控技术及应用”竞赛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高职组一等

奖；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3项。 

同时开展 1+X证书制度改革研究，申报的《1+X课证融通教学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研究课题于 2021年 7月获得教育部行指委职业教

育改革创新课题立项。 

3.专业核心课程获自治区级精品在线课程 1门（2020年）、自治

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1 门（2021年）。 

4.获得自治区级教学资源库建设 2项。《电厂热能动力装置》《分

布式发电与智能微电网技术》教学资源库分别获得 2019、2021 年自



治区级资源库建设。 

 5.编写教材 3 本。团队成员作为副主编完成国家规划教材《垃

圾焚烧发电运行与维护》1+X证书配套教材编写出版，完成立体化教

材建设 2本。 

6. 获得系列教改科研竞赛成果。团队成员获得自治区级教改课

题立项 5项，申请专利 5项（其中软件著作权 2项，实用新型 3项），

区级教学比赛（课堂教学）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 

7.团队完成社会服务 6 项。依托新能源产业学院开展社会服务，

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等公司采取现代学徒制方式在垃圾发电领域开

展订单式培养。 

（二） 团队教师获得荣誉 

1.团队负责人获得 2021年“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团队所在支部能源动力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工党支部获得 2021

年“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团队成员获得校级十佳教师 1名，优秀教师 3名。 

3.团队成员攻读博士学位 1人，职称晋升 3人。 

三、团队建设特色 

（一）以服务双碳战略为目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我国能源电力正向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智能化转型，能源

电力是未来能源系统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主力军。

电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成为新常态，对电力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新的要求。 

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新形势下人才需求规格，将课程思

政、劳动教育、双创教育、社会培训、1+X证书等内容融入技术技能



训练课程架构建设，完善“五融合”的专业技能课程体系。构建内外

镜像、虚实孪生的泛在学习资源，化解时空界限，衔接产教两端。利

用 “看得见、进得去、摸得着、动得了、可再现” 泛在教学资源，

破解电力大工业人才培养培训难题。 

（二）以深化产教融合为牵引，打造结构化教学创新团队 

基于校企共建、开放共享的实训基地及产业学院建设理念，聚焦

“研-教-服”结构化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以“一有三强”为目标（即

有教育情怀和责任担当，教研科研能力强、教学能力强、社会服务能

力强），实施“四个一”教师能力素质提升工程。持续深入地开展校

企间多层级、多形式、多领域的合作，开发教科研互促平台，汇集校

企资源，实现校企双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机整合、校企岗位联通、

校企互利共赢。 

（三）以加强文化建设为基底，增强团队合力与创新能力 

将文化建设作为增加团队凝聚力和创新力的重要手段，形成合作

式的专业发展文化与模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文化研习，

团队教师不断提升自身修养，达成“立己达人”育人共识，在团队内

形成积极向上、宽容团结的文化氛围，以增强团队成员的凝聚力与共

生意识。以项目建设和模块化合作教学模式实践提升团队协作精神，

增强团队合力。在结构化双师团队内，促进专业教师与兼职教师交流

融合、积极开展技术技能创新，实现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同时将最

新研发成果融入教学，实现教研相长。 

 

 

 



附件 

 

附件 1：“新型碳中和能源管控技术及应用”竞赛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 

 

附件 2：团队负责人谌莉在第一批国家创新团队“新能源与环保”共同体 

作课程建设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