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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与基础 

1.1  实施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指出：严格教师资质，提

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也指出，当前我国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队伍结构不尽合理；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要以“双师型”教师为重

点，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体系。 

显然，师德师风是教师的灵魂和立身之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高职教师的三大职

责。拥有一支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科研与技术服务能力强的卓越教师是高职卓越育人的关

键。 

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

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掀起了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产业转型

升级。产业转型升级对高职卓越人才培养提出了新需求，卓越人才培养急需师德高尚、教学水

平高、科研与技术服务能力强的高职卓越教师。 

1.2  问题提出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要实现卓越育

人，首先要解决高职教师的素质问题，要实现教师卓越。但目前高职教师在如下几个方面与卓

越育人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不足，课程思政教学表面化、硬融入、两张皮。 

二是教师教学设计实施能力不足，育人质量未达到产业高端岗位能力需求。 

三是教师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科研、社会服务与教学脱节现象严重。 

1.3  实施基础 

2008年，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入选国家示范校建设，迎来了学校的大发展机遇。在国家

示范校建设项目的支持下，精细化工专业大力开展了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科

研发展等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科研和育人成果。打下了一流专业建设基础：成为了广东省

的重点建设专业，同时也于2013年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设岗专业，建设

了2门国家精品课程。 

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的优秀专兼职教师团队，专业教师屡获殊荣：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广

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广东省教学名师、

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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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思想与支撑项目 

2.1  指导思想 

以党中央、国务院精神为指引，以教育部相关文件为要求，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

号）等文件落到实处，培养一批师德高尚、教学业务能力强、科研创新能力强和产业发展服务

能力强的卓越专业教师，为我国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建设树立典范。 

2.2  支撑项目 

2008-2014 年，依托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国家级教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国家精品课

程建设项目和各级各类教学教研项目进行成果研制。 

2014 年及以后，依托国家级教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广东省重点专业建设项目、广东

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设岗专业建设项目、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项目和广东省教改和教

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等系列教改教研项目，进行成果推广应用。 

三、 培育目标与标准 

3.1 培育目标 

基于前期团队建设基础，按照国家级教学团队要求，以国家示范院校建设中形成的专业成

果为基础，以广东省重点专业、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设岗专业立项建设、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

名师项目和省教改项目及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研究为契机，与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广东省

精细化工行业企业结合，着力于团队的成长与发展，以提高教学质量、推进教学改革、树立品牌

课程、打造知名专业为己任，以带头人、骨干教师培育为重点，形成“双带头人”、“双骨干教

师”的专兼结合梯队。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培育一批既有较高教学水平，又能承担重点科研项目、

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及参与产品研发的卓越职业精神传承者、教育教学实施者、关键技术攻关者、

产业经济发展服务者，全面提升教师队伍教学、科研和技术服务水平。经过5年建设，将精细化工

技术教学团队建成把握高职发展前沿，老中青相结合，结构优化，教学水平领先，科研和社会服务

成果丰硕，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师德强、教学强、科研强、服务强”和卓越的“课程思政资源

应用能力、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科技创新攻关能力、产业发展服务能力”的“四强四能”国

家级教学团队。 

3.2 培育标准 

经过示范校建设，精细化工专业教师团队已经建成了我校教学科研最强的团队，专业教师

初步具备了“师德强、教学强、科研强、服务强”（简称“四强”）的卓越专业教师素养。为

此，团队进行了自我诊断和总结，并着手研制 “四强”卓越专业教师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为专业教师发展指明奋斗方向。并以“标准”为引领进行卓越专业教师培育，成为全

国卓越高职教师培育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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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卓越高职教师培育目标体系 

四、培育规划 

4.1 专业带头人 

建设目标：制订和实施专业群带头人梯队培育制度，带头人紧密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

动态，准确把握专业群建设与教学改革方向，引领全国同类专业建设发展；加强国际间专业建

设、教学、学术和技术交流，成为国际知名的行业权威。 

建设和发展要点：①主持工学结合专业人才培育方案的制修订，合理构建基于工作任务、

工作过程导向的专业课程体系； ②把握职业教育改革大潮方向， 构建具有高职特色的寓教于

研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培育模式，获得省级以上教改项目 2 项以上；③依托目前良好的科研基

础，获得 1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和 2-3项省级科研项目；④坚持校企协同创新，力争 3 年内获

得 2-3 项协同创新项目和成果，获得 2-3 项科技进步奖；⑤争取在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做更大

贡献，争取新增 1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1-2 本；⑥坚持学习，进一步

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争取到国外访学 1 年；⑦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团队建设，特别是青年

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指导，争取在 5 年时间内培育 3-4名教师获得省级科研项目或教改项

目，培育一批卓越教师；⑧科技成果转化给企业10项以上，助力企业获得10亿元以上经济效益

增长，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⑨指导学生获技能竞赛或创新大赛国家级奖励2项以上。 

4.2 专业骨干教师 

建设目标：通过产教融合进一步提升专业综合素质，形成团队的核心力量，提高行业专业

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卓越的职业精神传承者、教育教学实施者、关键技术攻关者、产业经济

发展服务者。 

建设要点：①参与工学结合专业人才培育方案的制订和基于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导向的专

业课程体系的构建；②引进 1-2 名高水平教师，并至少选派 1 名教师进行国外访学；③每人

负责 1 门专业核心课程或骨干课程的建设与主讲，主持1 本专业核心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开

发；④至少参加 1 次国内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学习考察；⑤ 每人培育 1-2 名青年教师；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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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少获得 1 项以上省级科技攻关科研或教改课题；⑦每人开展社会服务3-5项，助力企业经

济发展；⑧每人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技能竞赛和创新竞赛获省级以上奖励1-2次，或教

师教学能力竞赛获省级以上奖励1-2次。 

4.3 青年教师 

建设目标：到企业锻炼提升专业技能和教学、科研水平，经过5年培育成为优秀的职业精

神传承者、教育教学实施者、关键技术攻关者、产业经济发展服务者。 

建设要点：①参与工学结合专业人才培育方案的制订和基于工作任务、工作 过程导向的

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②引进 2-3名青年教师，至少选派 2-3 名教师进 行国内外访学；③辅

助课程负责人进行专业核心课程或骨干课程的建设，参与专 业核心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开发；

④至少参加 1 次国内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学习考察；⑤ 参与骨干教师的科研和教改项目研究；

⑥积极到企业锻炼，参与企业生产或产品开发，5年内累计要有2年的企业工作经历，提升青年

教师专业技能和社会服务水平；⑦每人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技能竞赛和创新竞赛获省级或行

业奖励1次，或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获省级或行业奖励1次。 

4.4 行业企业兼职教师 

建设目标：专兼职教师比例达到 1：1以上，兼职教师更多地参与人才培育模式、人才培

育方案制订和日常教学工作，特事实践教学的指导。 

建设要点：①具有高水平的专业业务操作技能，对校内专任教师开展业务指导；②每位兼

职教师至少承担 1 门专业课程教学（主要是实践教学）任务；③参与工学结合特色教材和教

学资源的开发；④参与工学结合人才培育方案的制订和基于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导向的专业课

程体系的构建；⑤与校内教师共同完成校企合作项目。 

五、培育思路 

以师德师风建设为引领，以绩效考核为抓手，以落实我校《卓越团队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为契机，以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和技术服务能力为目标，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和以业绩贡献和能力水平为导向、以目标管理和目标考核为重点的绩效考

核机制，全面启动高水平科研服务团队、高水平教学团队、高水平创新创业导师团队建设行

动，落实学校师德促进计划、青蓝计划、培训行动计划、高层次创新人才建设计划、“双师”

培育计划、教学名师与教学团队培育计划、创新创业工作室计划，在团队建设过程中不断探

索、完善和应用“四强四能”卓越教师培育模式，赋能卓越人才培育。 

六、培育方案 

6.1 搭建卓越教师培育平台，支撑教师发展 

为培育教师“四能”，校企共建了“一基地、二中心、三工作室”的产教科融合培育平台

（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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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教科融合平台 

在平台中，校企混编团队开展科技创新、技术服务、转化科研成果、教研教改、课程思

政、开发教学资源等研究活动，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不断提升“四强四能”。经过平台建设和平

台项目研究，培育出一支高水平的产教科融合型教师队伍，建成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首批

全国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6.2 设计卓越教师成长培育路径 

依托产教科融合平台，构筑了卓越专业教师进阶培育路径（如图3）。 

 

图3  卓越教师进阶培育路径 

以“标准”为指导，实施以名师学者能手引领的“师徒制”帮带行动和三大精准培训计

划，针对大部分专业教师为非师范毕业生，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不佳的问题，开展精准培训，

不断提升教师进阶能力。 

6.3 构建卓越专业教师培育模式，实现教师“四强四能” 

以“标准”为导向，以产教融合为抓手，通过实践“四强四能”卓越教师培育培育方案

（如图4所示），提升教师师德、教学水平和科研、技术服务能力，培育一批“师德强、教学

强、科研强、服务强”和卓越的“课程思政资源应用能力、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科技创新攻



8  

关能力、产业发展服务能力”的“四强四能”卓越教师，赋能卓越学生培育。 

 

图4 卓越专业教师培育措施 

 

1、依托产业“强师德”，创新教师职业标准：植根一个产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产业优

秀文化铸魂师德教育，赋能课程思政育人能力，成为培育卓越职业精神传承者，赋能思政卓越

育人 

依托广东环亚美容化妆品博物馆和企业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师德教育，将师德教育

落到实处，并赋能课程思政育人。在博物馆让老师和学生们深刻熏陶我国灿烂的美容化妆品历

史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在企业馆领悟企业“勤、诚、恒”文化、艰苦创业历程

和社会责任感，引导老师和学生们树立敬业爱岗、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品德，养成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和追求卓越的优秀品质，将教师培育成深受学生尊重爱戴的模范教师，将学生培育成深

受企业欢迎的优秀学生。 

依托广东环亚美容化妆品博物馆和企业馆开发传承职业文化和职业精神的广东省精品视频

公开课《化妆品与生活》教学资源，用于课程思政教育和企业文化培训，构建校企命运共同

体。 

2、产教融合“强教学”，创新教学实训内容：将产业先进元素深度融入课程教学资源，

结合产业实际创新教法，赋能课程教学设计能力，培育卓越教育教学实施者，培育产业英才 

（1）坚守一线教学潜心教法改革 

时刻牢记“教授就该为学生上课”，时刻牢记高职教师第一任务就是教学。不仅主动承担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0CuTRFb64h_i8XightIC8ROPOtpxi51gnBjkEB8skWVRSczCy9Xi1k-BQm-lGjibw9MCT4KhketJnUhxF2fUK&wd=&eqid=b921e5d3000f8eb000000005605ee33c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0CuTRFb64h_i8XightIC8ROPOtpxi51gnBjkEB8skWVRSczCy9Xi1k-BQm-lGjibw9MCT4KhketJnUhxF2fUK&wd=&eqid=b921e5d3000f8eb000000005605ee3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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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而且要进行教法创新，致力教学质量提升，成为令学生尊敬、同行认可的教学名

师。实施“名师+”工程，进行教法改革。 

①创新教学方法，实现由“满堂灌”传授模式到“问题导向”学习模式转变。基于产品生

产过程，紧密围绕产品生产过程的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的主线，实施以学生为中心

的“问题导向”教学法（见下图5），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提升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综合素

质。 

 

图5  以学生为中心的“问题导向”教学法 

②创新综合实训教法，实践以学生为中心的真实项目试错迭代实训法。基于产品研发过

程，依托科技项目和创新创业项目，开展以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为中心、不断试错迭代的综合实

训教学（见图6）。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自主完成查资料、设计方案、改进方案、实施方

案、实训总结，着重培育自主决策、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图6  真实项目试错迭代实训法 

（2）建好一门产教融合优质课程 

基于产教融合进行课程建设，与环亚公司、天芝丽公司等龙头企业工程师同研制课程标

准、开发教材、研制教学资源，将产业先进元素转化为教材、案例、视频、图片等课程教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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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将所授课程打造成富有特色的国家级资源共享课程、在线开放课程，成为课程建设的名

家。并将校企共研的教学资源反哺企业用于员工培训，实现共研共享的校企命运共同体。 

骨干教师负责建设的课程如下： 

姓 名 学历 职称 负责建设的课程 

龚盛昭 博士研究生 教授 日用化学品生产技术 

徐梦漪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精细化学品检验技术 

石 磊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表面活性剂技术 

揭雪飞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精细有机合成技术 

周 亮 博士研究生 教授 涂料与油墨生产技术 

朱永闯 博士研究生 高工 胶体与界面化学 

李华 硕士研究生 教授 化工原理 

曾文良 博士研究生 教授 精细化工工艺技术 

杨铭 硕士研究生 高工 化妆品法规 

黄笑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化妆技巧 

梁君 硕士研究生 实验师 化妆品营销 

 

（3）培育一支以研育创学生团队 

组建一支由高中低年级组成的学生创新团队，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形成良性循环

的学生创新团队，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围绕产业技术问题开展创新项目研究，在研究中提升创新

能力和专业技能，产出丰硕学生创新成果，成为指导创新创业的知名导师。 

学生在校企双导师指导下进行双课堂创新“七大计划”（见图7），有效提升创新能力，

塑造创新人格。 

 

图 7  双课堂创新“七大计划” 

3、围绕产业“强科研”，创新科研成果转化：做深一个产业技术研究方向，培育卓越关

键技术攻关者，赋能科研反哺教学能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教学资源，培育创新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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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围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以应用研究为主的科研攻关，注重科技成果转化，科研

为人才培育服务”的高职科研理念。 

鼓励教师聚焦一个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方向（分工见下表所示），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提升科研水平，产出同行认可和行业尊重的科技成果，成为这个研究方向的

行业领军人才（珠江学者）或知名行业专家。 

姓 名 学历 职称 研究方向 

龚盛昭 博士研究生 教授 日化产品绿色配方与工艺研究 

李荣 硕士研究生 教授 防伪油墨研究 

徐梦漪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绿色日化工艺研究与功能材料开发 

石 磊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日化产品绿色配方与工艺研究 

揭雪飞 硕士研究生 讲师 日化产品绿色配方与工艺研究 

周 亮 博士研究生 教授 涂料绿色配方与工艺研究 

朱永闯 博士研究生 高工 涂料绿色配方与工艺研究 

杨 铭 硕士研究生 高工 涂料绿色配方与工艺研究 

李 华 硕士研究生 教授 化工生产自动化技术研究 

曾文良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化工生产自动化技术研究 

黄笑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化妆品营销与使用技术研究 

梁君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化妆品营销与使用技术研究 

并以科研为抓手，实施“学者+”工程，开展了“以研促教，以研育创”培育创新型人才

教学改革（见图8所示）。 

 

图 8 “以研促教、以研育创”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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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育创：将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项目，即围绕完成一个科研项目（如一个产品研发）的

整个流程来组织教学，由校企双导师组成教学团队全程指导学生，依据项目流程和规范开展教

学和研究。学生通过参与一个完整的科研项目，学习工艺开发、配方研发、测试评价、污染控

制、生产管理等专业知识，在解决技术问题中实现创新能力、专业技能、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创

新人格的塑造。 

以研促教：最终的科研项目成果通过两个途径实现转化：一是转化给产业形成产品，助力

产业发展；二是转化成融入教学案例、教材、微课、实训方案等教学资源反哺教学，提升教学

质量，助力创新型人才培育。 

4、瞄准产业“强服务”，创新社会服务平台：依托产业技术服务团队，积累产业服务经

验，赋能锤炼行业技术技能，培育卓越产业经济发展服务者，培育学生卓越技能 

（1）组建一个产业服务创新平台 

组建协同创新中心或工程中心，并依托平台开展产业技术服务和转化科技成果，促进产业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依托平台，在技术服务中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和专业技能，积累服务

经验，获得产业信任和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服务机会，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成为技术过

硬的行业名匠。 

（2）服务一个行业龙头创新企业 

鼓励教师重点服务好一个创新能力强的行业龙头企业（分工见下表所示），到企业中担任

工程师等技术职务，借助龙头企业丰富资源转化科技成果、拓展视野，并在真刀真枪的企业工

作中锤炼技术技能，与企业共同成长，发展成为技艺精湛的技术能手，提升实践教学指导能

力。 

 

姓 名 学历 职称 对接企业 

龚盛昭 博士研究生 教授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李荣 硕士研究生 教授 广东天龙油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梦漪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广州天芝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 磊 博士研究生 讲师 佛山安安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揭雪飞 硕士研究生 讲师 佛山爱齐美日化有限公司 

周 亮 博士研究生 教授 广东蓝洋科技有限公司 

朱永闯 博士研究生 高工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 铭 硕士研究生 高工 深圳市长润发涂料有限公司 

李 华 硕士研究生 教授 新琪安集团公司 

曾文良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佛山市高明同德化工有限公司 

尹美娟 硕士研究生 高工 广州市祺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黄 笑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广东伊丽汇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梁 君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广东容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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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验交流和推广措施 

卓越高职教师培育经验和做法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广应用，扩大影响力，为卓越高职

教师培育做出贡献。 

1、团队主要成员在校内做主题报告，全面介绍本团队卓越高职教师培育的经验和做法；

首先在轻化工技术学院全面应用进行专业团队建设；然后依托学校人事处将本团队卓越高职教

师培育经验内涵写进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文件，全校推广卓越高职教师培育经验和做法，为学

校卓越教师培育提供精化模式，贡献精化智慧。 

2、用好国家教学名师和珠江学者的头衔，团队成员在行业会议和教指委会议做主题报

告，全面介绍本团队卓越高职教师培育经验和做法，为兄弟院校卓越教师培育提供广轻精化模

式。 

3、团队成员应邀到到兄弟院校开设讲座、研讨和交流的机会，推广本团队卓越高职教师

培育经验和做法。 

4、用好兄弟院校相关专业教师与我校互访交流的机会，主动向兄弟院校交流介绍本团队

卓越高职教师培育经验和做法，为我国高职卓越教师培育提供广轻精化方案。 

5、重点在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等院校试点应用和全面推广。 

6、依托我校牵头的“一带一路”国际高职教育联盟，充分利用国际交流合作机遇，加强

本团队卓越高职教师培育经验的国际交流。 

7、用好主流媒体报道卓越教师培育经验的和做法，扩大影响力。 

八、保障措施 

8.1 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了卓越专业教师团队培育专项工作组，负责卓越专业教师团队培育顶层设计，二

级学院学院层面成立卓越教师团队培育专项工作小组等执行机构，为卓越教师保驾护航；成果

团队成立由专业带头人、国家名师龚盛昭教授为组长，轻化工技术学院院长、学校人事处处长

和团队教师参与的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卓越高职教师培育模式探索与实践推进领导小组，建立

“制度、办法、标准、责任”四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共同推进实施卓越高职教师培育方

案。 

8.2 制度保障 

学校有完善的教师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通过系列专项管理制度支持卓越教师培育项目的

顺利推进。 

8.3 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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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轻精化专业立项的国家教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广东省重点专业、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

设岗专业建设、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项目和省教改项目及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研究，这些

项目中都有充足的卓越教师培育专项经费，可确保卓越教师培育方案的顺利推进。 

 

精细化工教研室 

制订日期：2014年9月29日 

修订日期：201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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