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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威海职业学院经贸学院工商企业
管理专业致力于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显著增强实践教学环节在课程体系中的权重，
让理论知识的学习紧密贴合实际操作，实现

“理论指导实践，更好地为实践服务”的目标。
学院倡导和推动“生产性实训”和“实训性生
产”，在校内构建一系列高度仿真的工作环境与
岗位，力求模拟真实职场情境，使学生在校期
间能够沉浸式体验工作与学习相融合的过程，
努力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构建“四链联动”机制
实施校企协同育人

面向胶东经济圈，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积极
与山东半岛地区多家零售百强企业携手，共同
构建校企“双轨并行”育人机制，深度融合现
代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趋势与高端技能人才培养
需求，打造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工商企业
管理专业精准聚焦智慧零售领域的供应链、数
字链、销售链、服务链四大核心环节，设计以
门店高效运营能力为核心，辅以采购策略、市
场营销、客户服务及数据智能决策等全链条岗
位技能提升的课程体系，强化学生的专业基础
与实践能力，促进理论知识向实践技能的转
化。在此基础上，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进一步形
成了“四链联动”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有效整
合校企双方资源，实现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塑
造，再到创新创造的全链条人才培养路径，为
胶东经济圈乃至更广泛区域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输送了大批高素质、高技能且具备创新精神的
复合型人才。

创立“专企一体”公司
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为了增强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中学生对真
实岗位的体验感，提升学生的岗位适应与迁移
能力，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紧密围绕零售产业链
上的多元化岗位需求，采取“内外联动”策
略，外部依托强大的家家悦产业学院资源，内
部独立注册成立商业管理公司，帮助学生找准
职业定位，进一步体验实战管理情境。在此基
础上，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构建了“双层次四领
域”的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以实体经营公司
为蓝本，分为基础夯实层与技能拓展层，旨在
为学生提供从理论到实践、由浅入深的全方位
学习路径。通过四大核心教学领域——门店轮
岗实习、班级轮训制度、数字项目实战演练及
实训基地深度实习，学生在亲身体验门店数字
化运营新趋势的同时，还深入探索即时零售、
数字营销等前沿领域，并掌握零售数据分析与
应用的实战技能。

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数字+”赋能实践教学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紧跟零售产业数字化转
型，积极构建数字化人才培养路径。针对不同
年级学生的特点与需求，分层次开设数字素养
筑基课程、智慧零售数字化核心课程体系以及
数字化实战服务项目，旨在通过数字赋能的教
学实践，全方位提升学生的数字技能与创新能
力。具体而言，学生将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

“数字+”的多维度实践项目，包括：“数字+技
术应用”，强化其在技术工具与平台操作上的熟练度；“数字+创新创业”，激
发其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商业问题的创新思维；“数字+运营管理”，培养其基
于数据分析优化业务流程的能力；“数字+顾客服务”，增强其利用数字技术
提升顾客体验与满意度的服务意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针对新零售门店营运
管理、新零售门店信息管理、新零售商业数据分析等关键领域，对实训课程
体系进行全面重构。新体系深化理论知识的讲解，加强实践操作与案例分
析，确保学生能够学以致用，真正掌握新零售环境下数字化运营的核心技能
与策略。

对接新型零售模式
充分开发教学资源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深度对接新型零售模式，携手企业共同打造工学双域
深度融合的学训育人平台。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依托省级在
线精品课程“商超门店运营实务”的线上教学资源，结合校内国家级别生产
实训基地及智慧零售门店运营的实战环境，构建系统化的门店运营实训体
系。通过虚实结合、线上线下的多元化教学手段，精心设计了“一课一基地
工学双域”教学模式，确保每名学生都能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获得丰富的实
践机会。学生们在真实的门店工作环境中，参与完成一系列贴近市场需求的
工作任务，通过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增强工作感受与成就感，有效促进了劳动
教育的深度融入。此外，该教学模式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
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职场中的责任与挑战，进而激发其
内在的学习动力与职业追求。通过这种阶梯式的学习路径，学生们不仅能够
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还能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
定坚实的基础。 （赵珊 卢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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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学”是西安医学院获批的首门省级本
科精品课程，自 2010 年以来，西安医学院护理与康
复学院教学团队以健康中国战略为课程建设指导思
想，以“立德树人、思政铸魂、立足社区、促进健
康、注重创新、强化实践”为教学改革思路，结合学
校“面向基层，服务地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医药卫
生人才”的办学定位，围绕社区护士“促进健康、预
防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的角色能力要求，联
合附属医院和8家社区护理实践教学基地，逐步形成
了“健康引领、立向社区、三维联动”的课程创新育
人模式，努力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

构建社区护理团队
共育健康守护人成长

为积极响应健康中国战略，学院遴选出 8 家具
有代表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携手校本部与附属
医院，共同构建集“健康新理念、课程新交叉、实
践新阵地”于一体的“三新”融合育人团队。该团
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无缝衔接，强化学生对社区大
健康理念的理解与实践能力。

三大主体紧密合作，对“社区护理学”教学大
纲及实习方案进行全面修订，提升社区护理课程见
习、实践和实习比例，通过亲身体验深化学习成
效。学院积极推广 TBL （Team-Based Learning） 团
队合作学习模式，在社区护理教学任务、教研课
题、志愿服务及健康教育活动中形成合力，促进知
识共享与互补，激发师生团队的创新能力与责任
感，共同以健康需求为引领、健康护理为核心、健
康研究为驱动力，推动社区护理实践迈向新高度，
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健康守护人。

该模式有效整合了高校教育资源、医院专业优
势与社区实践平台，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协同合作、教研相长”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
实践探索与健康科研的紧密结合，实现教学相长、
服务反哺教学的良好局面，为高校、医院与社区带
来共赢发展新机遇。

开放社区综合实践平台
驱动护理教学深度融合

在陕西省“面向社区的 PDCA 循环综合性实验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及“结合社区护士岗位培训
强化社区护理课程建设”两大课题的支持下，学院
针对社区护理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性、全科性、
系统性、复杂性”特征，构建了“临床基础认知
层、人文综合应用层、社区实践创新层”三层次教
育理论框架。学院深度融合“社区护理与临床护理
知识、护理人文与社区应用、护理研究与社区创
新”三大领域，聚焦“儿童、妇女、老人、慢性病
患者、残疾人”五大社区重点人群开展小组探究合
作性实践项目。

通过融合 OBE （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 与
PDCA （P 代表计划，D 代表执行，C 代表检查，A 代
表处理） 循环理念，学院实施以学生实践成果为核
心导向的多层次、多角度、多主体参与的全方位形
成性评价体系改革，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申报、
竞赛参与、研究报告撰写、学术论文发表、项目立
项及获奖情况全面纳入考核范畴，构建自主激励与
持续改进并重的 PDCA 监控闭环，有效提升了学生
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针对社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需求的“开放性、
社会性、复杂性”，学院创建了社区基地开放实践平
台，作为护理教学与社区需求紧密结合的桥梁，实
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该平台依托“探究
合作、协同指导、自主开放、持续改进”的运作机

制，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鼓励他们深入社区进行
实地调研，开展志愿服务与创新创业科普活动，促
进学生专业知识交叉融合与综合应用能力的提升，
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确保理论、实践
与创新链条中各环节的无缝衔接与高效运转。

理论与实践融合
塑造有温度的课程思政体系

基于“混合设计”的核心理念，学院构建了知
识能力素质目标与思政教育主题的深度融合框架。
该框架以一条中心主线为核心，即精选并围绕“专
家、社区、家庭”三大典型实践情景案例库。同
时，通过线上课程自主学习，全面渗透德育与智
育，线下劳动与体育实践，形成互补，强化实践育
人。在此基础上，学院将框架进一步细化为三个层
次，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社会、国家
三个维度与爱国敬业、法治平等、文明和谐等教育
理念深度融合。通过构建“是何、为何、如何、若
何”的问题导向链，形成“四链联动”的教学模
式。同时强调“五点融合”策略，将技术技能培养
与课程重点难点相融合，将社会热点、学生兴趣
点、教学契合点与扎实的学术知识相融合，形成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三位一体”的课程
思政育人路径。

学院以医护人员服务基层群众的感人事迹为主
线，深入剖析并融合思政教育主题与教学内容，通过
富有感染力的课程思政，提升其价值引领力和吸引
力，增强学生的社区护理职业认同感，激发他们投身
基层护理工作的热情，将知识技能素质内化为学生的
自觉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实现知行合一，重塑学
生的职业价值观，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

（宋梅 李雪萍 张永爱 刘华 焦艳会）

西安医学院护理与康复学院

创新育人模式 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学校升本后，山东
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成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院，以课题
研究、学术报告等为平台，致力于提升本科教师的科
研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2022年开始，山东工程职业
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院与教师发展中心联合，
以“现场工程师培养”为主题，开展系列沙龙活动，
为教师科研能力提升打造了新的平台。

以“现场工程师培养”为活动主题

现场工程师培养不仅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专
业素养的重要途径，更是凝练职业本科办学特色的
关键。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围绕职业本科教育的
核心需求，以“现场工程师培养”为主题立项专项
课题 80 项，教师以专项课题研究成果为依托，在学
术沙龙中深入探讨课程建设、教学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以教师科研能力发展为活动价值中心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将“现场工程师培养”
学术沙龙打造成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学术沙龙以“教师科研能
力发展”为价值中心，旨在通过学术沙龙的形式，
组织、鼓励教师开展学术汇报、研究交流，加强教
师之间、教师与领域专家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交
流、互动、合作，提升参与者在基础知识、方法理
论、学术演讲等方面的水平。同时，通过点评专家
的现场指导和后期持续支持，教师汇报的特定选题
得以完善、深化，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进一

步凝练办学特色，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以多样化的学术群体为活动基础

学术沙龙由各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担任主持人。
邀请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省外职业本科大学以及
山东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济南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中
心等单位的科研人员、教学名师、行业企业人员担任
主讲人或主点评人。以学校与山东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院合作共建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为依托，邀请山东职业
技术教育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担任第二
点评人。“双点评人”（主点评人和第二点评人） 从研
究选题、专业知识、理论框架、方法指导、后期持续
支持等方面出发，为教师提供各有侧重的共同服务。
多样化的学术群体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合作，为教师提
供了一个拓宽视野、提升专业水平的平台，同时为学
校与山东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提供
了深入了解职业院校办学情况的窗口。

以多样的组织形式保证学术沙龙的灵活性

“现场工程师培养”学术沙龙有学术报告、研
讨、现场考察等多种形式，因主题与形式不同，每
次参加学术沙龙的人数不等，多则 200 余人，少则
6—7 人。学术沙龙原则上每周或双周举办一次，不
同的组织形式为教师提供了充分的研究时间，既保
证了参与者有足够的时间作准备，又能够维持学术
交流的持续性。这样的安排能够让参与者定期聚在
一起，分享新的研究成果，探讨学术前沿问题，从
而不断推动学术进步。

以较强的学术性提升活动的影响力

截至 2024 年 4 月份，“现场工程师培养”学术沙
龙已经成功举办 40 期。根据学术沙龙负责团队的深
入观察以及与周边教师、研究生的广泛访谈，沙龙
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首先，学术沙龙不仅成为
教师、专业研究人员、研究生拓宽知识视野、提升
学术能力的重要平台，更成为大家进行思想碰撞、
激发创新灵感的重要场所。参与者在学术沙龙的报
告、研讨和批评环节中，能够获得专家和同行的建
设性意见，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其次，“双点评人”制度为教师、学生提供了
多种交流学习的机会。主点评人和第二点评人分别
具备不同的专业知识与理论框架，他们能够从不同
的角度对参与者的学术汇报进行点评和指导。这种
制度不仅使参与者得到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指导，还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不同领域专家交流学习的机
会。最后，邀请各单位教学副院长作为学术沙龙主
持人，提升了学术沙龙在教育科学研究和改革方面
的影响力。

通过参与学术沙龙活动，学校教师加深了对现
场工程师培养的认识，探寻了突破重点、难点的方
法，催生了系列研究成果。在现场工程师培养课题
研究方面，学校获批山东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
划课题 1 项，获批教育部门职业院校中国特色学徒
制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课题 11 项，获批山东省现场
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项目 4 项。“以现场工程师培
养”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成为学校进一步凝练办学特
色、提升办学水平的有力抓手。

（吴梦军 刘欣）

砥砺学术思想 激发创新灵感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以“现场工程师培养”学术沙龙

赋能职业教师科研能力提升

新疆伊犁伊宁市第二十三中学作为一所享
有“红色摇篮学校”美誉的中学，历来重视思
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域优势，将英
雄精神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促进学生对英雄
事迹和英雄精神内涵的深入了解。教师在实践
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英雄、了解英雄、敬仰英
雄、崇拜英雄、学习英雄，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爱国情怀。

聆听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学校“听英雄”活动通过午间校园广播、
主题班会等形式，让学生聆听英雄事迹和人物
故事。学校邀请当地老红军、革命后代等讲述
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让学生更加深入
地了解英雄的成长历程和战斗经历。在听英雄
故事的过程中，学生被英雄精神所感动，他们
表示要以英雄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
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书写英雄事迹，铭记英雄精神

学校“写英雄”活动鼓励学生通过书法比
赛、征文大赛等形式，如“沉醉墨海，书写英
雄”书法比赛和“红色记忆·薪火赓续”征文
大赛，让学生将英雄事迹和自己的感悟付诸笔
端。学生用笔墨书写英雄事迹，用文字表达对
英雄的敬仰和怀念之情。在书法比赛中，他们
挥毫泼墨，书写着英雄的名字和事迹；在征文
大赛中，他们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写英雄”活动不仅展示了学生的才华和创意，
更传递了他们对英雄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讲述英雄事迹，传播红色文化

学校“讲英雄”活动鼓励学生通过演讲比
赛、主题班会等形式，讲述自己心中的英雄事
迹和感悟。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用生动的语言

和真挚的情感将英雄形象展现在听众面前。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锻炼了自己的口才和表达能
力，对英雄精神的内涵理解得更加透彻。更重
要的是，他们通过讲述英雄事迹，传播了红色
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英雄精神。

追寻英雄足迹，重温革命历史

学校“追寻英雄足迹”活动旨在通过实地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让学生追寻英雄的足迹，
重温革命历史。学校组织师生前往汉滨村红色
记忆展馆，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
迹，观看珍贵的历史文物和照片。在活动中，
师生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主动接受红色教
育，深切感受到英雄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
学生对英雄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认识，思想上
受到震撼，心灵上受到洗礼。他们表示，要认
真学习英雄精神，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
学习，将来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倾情歌唱英雄，激发爱国情怀

学校“唱英雄”活动通过爱国歌曲合唱比
赛，让学生用歌声表达对英雄的敬仰和怀念之
情。学校组织党员教师、共青团员学习 《祝福
你亲爱的祖国》《国家》，让他们在歌声中感受
英雄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在比赛现场，学
生演唱着 《我和我的祖国》，家长也被歌声所
感 染 ， 与 孩 子 “ 大 手 拉 小 手 ” 演 唱 《红 星
歌》。通过“唱英雄”活动，学生不仅学习演
唱红色歌曲，更在歌声中激发了爱国情怀和民
族自豪感。

创建班级文化，营造红色氛围

学校“创建英雄文化班级”活动旨在让
英雄的名字在校园熠熠发光。学校鼓励各班
级以英雄的名字命名，创建具有英雄特色的

班级文化墙和班级文化标识。学生积极参与
班级文化建设，他们通过设计班级标识、制
作文化墙等形式，将英雄精神融入班级文化
建设。在此过程中，学校支持师生开展以红
色文化为主题的社团活动，如京剧社团的节
目 《智取威虎山——我们都是工农子弟兵》，
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英雄精神的熏陶和感染。

锤炼意志品质，学习英雄精神

学校“学习英雄精神”活动将英雄精神融
入国防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
色血脉。学校通过开展军训、拓展训练等活
动，让学生在实践中锤炼意志品质、学习英雄
精神。在军训中，学生学习了基本的军事知识
和技能，他们通过严格的训练锻炼了意志和毅
力；在拓展训练中，学生通过团队合作、挑战
自我等形式，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和勇敢顽强
的品质，在实践中得到了成长和锻炼。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学校思政课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果，师生政治素养得到明显提
升，学校荣誉不断涌现。未来，学校将继续积
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发展的结合点，不
断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运用英雄精神教育学
生，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进一步推动学校教
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伊宁市第二十三中学党总支书记 高强）

新疆伊犁伊宁市第二十三中学

将英雄精神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