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仰望星空谋发展  脚踏实地育人才 

——记全国高校光伏专业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2022 年 1 月，教

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天津轻工职业技

术学院光伏工程技术专业教师团队凭借在新能源领域教学与科研的

累累硕果，成为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之一。这是该

专业在 2019 年获批全国首批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基础上，

又获得的一个沉甸甸的殊荣。 

光伏工程技术专业成立于 2010 年，是对接天津市八大支柱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小而新的专业，是京津冀地区首个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服务的专业，是中央财政支持的紧缺人才专业、是天津市高

水平建设项目优质专业、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重点建设专业群

项目。随着专业 10 多年的发展，团队成员也不断壮大，目前团队共

15 人，“双师素质”教师比例 100%，拥有企业一线工作经历教师 7人，

海外培训经历教师 12 人。团队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

指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

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时刻以黄

大年同志为榜样，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聚焦新能源领域，以创新发展为内生动力，完善创新机制，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点带面，将个人成长与团队整体建设相结

合，从“双师、双能、双创、双语”四个维度，淬炼了一支德技双馨、

锐意进取、国际视野、凝聚力强的高素质创新团队，全方位推进了教



育教学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 

一、明德砺志扬帆进 

团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做出的重要指示：

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

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

首要任务，按照“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大先生”等要求，

秉承“修德育能、日见其功”的校训，注重价值引领和理想信念教育，

崇尚科学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形成严谨治学的教风。团队敢于担当、

攻坚克难，在双高专业建设、国际化改革和技术技能积累等方面中取

得了骄人成绩，为国家培养了 2000 余名品学兼优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团队成员中获中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 2人，全国黄炎培

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 2 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工作者 2 人，

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 2 人、最美女教师 2 人、师德先进个人 2 人、高

校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和教学名师 2组等。 

二、立德树人甘奉献 

团队遵循职业教育教学及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构建“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技能训练-素质养成-创新实践”的人才培养体系，五育并

举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3 门专业课被评为天津市课

程思政精品课程、示范课。 

聚焦产业发展，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构建“岗课赛证”融通

的课程体系，推进“三教”改革，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2部、中英文教

材 3 部及其他高水平教材 20 余部，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

主持并首创国家级新能源类专业教学资源库，主持国家“双高计划”

重点专业群建设，开发并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风光互补赛项，



开发 3 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一、

二等奖 4人、教师微课大赛获奖 8人，指导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获一、二等奖 33 人。 

三、科研创新重实效 

落实“碳中和、碳达峰”重大战略，立足京津冀，服务新能源产

业，团队牵头组建京津冀职教集团，校企共建新能源协同创新中心，

主动承担重大项目研发，省部级及以上 18项，与行业企业合作 12项。

与企业合作开发的“碳中和新能源领域教学科研系统”参展第五届世

界智能大会，解决了新能源就地消纳问题，研制的新能源多能互补装

备得到广泛应用，产生经济效益 400余万元。研发的光伏电动车、集

新能源与智能控制技术于一体的无人驾驶车已在 5 个海外“鲁班工坊”

应用。主持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项目 2 项，牵头组

织新能源与环保技术专业领域 8 个院校的课题研究工作，完成全国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1 项。获批发明专利 8 件、实

用新型专利 25 件、软件著作权 5 件，发表高水平论文 60余篇。 

四、产教融合谋发展 

发挥行业企业办学的突出优势，探索形成了产业、行业、企业、

职业、专业“五业联动”的发展新模式。对接新能源龙头企业，与中

天未来、中环半导体等企业深度合作，探索 1+N 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

学生双证书取证率达到 100%。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选手李瑞以年薪

18 万被中职学校录用，一等奖选手谷永伟以 8000元被中交一航局录

用。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优化课程并创新实践活动，

学生参加市级及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20 余项，其中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铜奖各 1 项。参与的《高职院校“融



入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获 2014 年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 

五、服务社会履责任 

立足产业、扎根行业、服务企业转型升级，团队 15 人均为天津

市企业科技特派员，通过技术转让，成果转化，技术服务为企业创造

经济效益 1200 余万元。国家级新能源类专业教学资源库学习用户达

3 万余人，建设模式被 30 余所高职院校采用。建有全国新能源技术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全国新能源专业培训基地、全国新能源协同创新

中心、光伏 1+X 证书师资培训基地等，累计培训 5000 余人次；依托

学院建设的印度鲁班工坊、埃及鲁班工坊，输出新能源技术标准、装

备、资源等，培训外国教师 30余人、境外企业员工和学生 1000 余人

次。对口帮扶新疆职业大学、通辽职业技术学院筹建新能源专业，助

力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师资能力提升，惠及师生 1400 余人。为天津市

耀华中学、岳阳道小学等学校开展劳动教育，进行新能源技术讲座和

实践，受益学生达 2000 余人。 

六、团队协同方致远 

团队成员注重学习、培训和提升，通过国外定制、国内定制、下

企业培训、线上线下混合培训等多元化开展师资能力养成训练，形成

互促共融、共建共享的团队文化。团队负责人李云梅教授，是中国轻

工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天

津市新能源产教对接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完成鲁班工坊建设体验馆等

多个重大项目，多次参与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大赛制度研制等工作。

团队通过名师、大师、科技能手三个维度进行传帮带，最大限度地挖

掘每个人的潜能，坚持带一批高徒、出一批成果、引一个专业的原则，



培养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10 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牵头

成立全国新能源创新团队校企共同体联盟，制定共同体章程、组建机

构、明确职责，建立运行机制，搭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在全国创新团

队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光伏专业品牌凸显，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团队成员双师型

能力不断加强，教育教学成果丰硕，带动效应显著，学生就业率达到

95%以上，毕业生受到就业单位的青睐。2021 年，团队负责人作为全

国三所院校之一向孙尧副部长汇报团队建设工作与成效，先后两次在

全国第二批国家级创新团队建设会上做专题报告，在天津市师德巡讲

大会上做经验分享，团成员先后 20 余次到职业院校进行团队建设经

验分享并指导建设，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团队成果先后在人民日报、

新华网、天津教育报、长江日报、网易新闻、新浪新闻、未来网高校

等媒体 10 余次专题报道。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面向未来，团队将依托国家级新能源

类专业教学资源库，面向西部院校、企业、农村、社区、中小学进行

教学成果的推广，促进新能源资源共建共享；依托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专业领域创新团队共同体，实现校校、校企强强联合提升专业贡献度，

助推经济发展；依托鲁班工坊建设，深化产能合作，助力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打造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