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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制定、一个专业实训室建设、一个实训基地建设， 主编或参编 1 门校

本教材。

5．参与培训指导。积极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和校内 1-2 名教师 签订

结对协议，承担对下一级教师提升的培训指导任务，通过集体备 课、技能

训练、案例分析、课程开发等形式，传授教育教学经验，帮 助年青教师提

高师德修养和业务水平。

6．提供教育资源。积极参加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创新教育内容， 培养

学生的职业能力。向学校教育资源库上传有课程素材、电子教案、 多媒体课

件、测试题库、考核方法、实训项目等内容的精品课程，主 动向全校、全区

中职教师交流分享课程开发的经验与成果。

二、培养内容

专业骨干教师的培养主要从知识与理论提升，实践与技能培养， 课题

与专题研究等三个方面着手，致力于提升培养对象的综合能力。

1．知识与理论提升。着眼于提高培养对象的理论文化素养，更新 知识

结构，提高教育教学理论水平，提升培养对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专业骨干

教师树立教书育人观念，既注重知识传授，更注重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2．实践与技能培养。着眼于提高培养对象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 提高

教学技能和实战水平；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一方面强化他们所任 教学科专业

知识的更新，另一方面强化相关学科知识的获取，不断拓 展、深化自己的知

识体系；使专业骨干教师在培养期内，不断提高掌 握运用计算机和多媒体教

学等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手段的能力；逐步 形成自 己的教学风格、教学模

式，在教学技能、方法、课堂教学组织 能力等诸方面得到提高。

3．课题与专题研究：着眼于提高培养对象的科研意识和研究能力， 不断

总结与反思教育教学实践，善于发现和总结教学规律，提高理论 运用与创

新能力，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开展教研教改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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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主要采取项目驱动、组织培养和个人研修相结合，通过 开展

理论学习、企业实践及科学研究等途径，以集中培训、观摩、交流、竞赛、

研讨等活动推进培养工程顺利实施，促进培养对象迅速成长。

（一）项目驱动

骨干教师的培养以项目为驱动、以任务为引领，贯穿整个培养过 程。

培养期间，各培养对象需将自身负责的课题研究当成培养过程的 特定项目；

未承担课题的培养对象，需将自己工作的特定内容转变成 一个项目。培养期

间的各种培训学习、研究交流都围绕这一项目开展。 培训结束时，应将整个

项目的内容备份整理上交。

1. 确立项目内容，确定项目指导老师。

2. 制定项目进度表。

3. 组织项目实施，监控项目进度。

4. 落实指导老师对项目过程的指导，保留指导实录。

5. 分阶段进行项目总结，发现问题或困难及时向指导老师或主管部门

反映，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6. 项目完成时，对项目绩效进行自评并将评估材料反馈给主管部门。

（二）组织培养

学校和专业部两级组织在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成长过程中承担着制度激励

、组织研讨和管理考核的职责，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教学研究、

教改实验、竞赛研讨、下企业锻炼等活动促进培养对象成长，有计划、有步

骤地为他们的专业发展成长创造条件。

1. 积极组织推荐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参加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育教学

改革等理论学习及专业技术能力培训。

2．帮助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与已具有相应称号的教师结成交流对 子，

开展拜师学习活动。

3．组织开展课题立项研究、课程开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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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开展业务竞赛、科研论文、课程设计、优秀教学课件评比和教学

观摩交流等活动。

5．优先组织安排培养对象外出学习、进修、调研，为其成长提供舞台。

（三）个人研修

1．培养对象对照相应评审条件，针对个人实际情况，结合项目内 容，

制订个人成长计划。

2．根据专业教学的特点和要求，加强基础理论、现代教育理论等 前沿

理论的学习，通过订阅、借阅或上网浏览等途径看教育理念书籍 或与所教

学科密切相关的知识。

3．积极主动参加各类竞赛研讨、教学观摩交流、教学技能比赛等活动。

4．积极参加教学科研，积极承担校、市级课题研究，善于思考， 勤于

动笔，及时总结。主动参加各级论文评选，积极向各级各类报刊 投稿。

5．积极主动拜已取得相应称号的骨干教师为师，主动请教，邀请 指导

老师听课、评课、提出指导性意见。

6．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入企锻炼活动，做中教，做中学，不断掌 握新

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7．对照评选条件和个人研修提升计划，拾遗补缺，并及时收集所 取得

的成果资料，以便随时展示。

四、组织和安排

（一）培养组织

专业骨干教师培养指导团队：王祥友（教学副校长）、李娇容（教 导主任

）、陈启浓（专业部主任、专业高级讲师）、涂浩（专业负责人）、 郑英（名班主

任）。

（二）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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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俊英、谢翠芬、洪慧雅、涂浩、黄为、苏秦。

（三）培养安排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养进度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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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20
23. 12

2024.1-20
24.12


	6.2.4.6.9  2021-2024 专业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一、培养目标
	（一）总体目标
	（二）具体目标

	二、培养内容
	三、培养方式
	（三）个人研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