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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学前教育产教联盟的成立，搭建了职业院校与幼儿园产教融合的平

台，必将有力地提升沧州市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幼儿园教育教学水平，

促进沧州市学前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输送优质人才，服务社会发展

学院积极为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2018 年毕业生 1307 人，在本地

就业比例为 85.38%，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优质人才。与此同时，学院

积极相应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开展援疆工作。目前已有 5名毕业生前往新疆轮台

县开展援疆建设服务工作。

援疆支教 青春无悔

自 2017 年，学院学前教育系二部派出杨儒晨、刘稳、杨玉蓉、陈峰辉、张

增普等五名毕业生，前往轮台县幼儿园进行支教，为援疆持续助力，为轮台学前

教育事业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案例分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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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儒晨老师，现任轮台县第三幼儿园大四班主班老师，是一个活泼外向、

幽默风趣、干劲儿十足、非常果敢小姑娘，做事很有计划和谋略，老师们都喜欢

叫她“导演”。

大家好，我叫杨儒晨，转眼间来到新疆轮台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回想那时，

我还是懵懂无知的孩子；回想那时，我还在学院里当一名学生；回想那时，我还

在家乡那片土地上默默奋斗着。可是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已经来到千里之外的另

一片土地上——“大美新疆”。在这里，有着这样一群勤劳朴实的人们；在这里，

有着一张张纯真无邪的笑脸。

在这里工作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自在，尽管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培训。但是

带给我的却是全新的体验，还记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教育专家黄教授的那

一次培训。可以说在河北都没有见到过这么生动、有意思的课堂。在玩中学，在

玩中学习音乐，在快乐中成长，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天性，释放天性。

有爱才会有教育，做一个有爱的人，做一名有爱心的教师，就是我们的初衷。

既然选择了学前教育，既然来到了这里，就是付出一切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与

目标，去朝着自己的方向而奋斗。

幼儿园的娃娃们是一群不会飞翔的小鸟，而我们幼儿教师要做的就是成功的

帮他们起飞，让他们赢在起跑线上，一根根小小的幼苗在我们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着。我们是天使，是教育的天使，更是孩子们的天使，让孩子们和家长们看到我

们幼儿教师的魅力与激情就是最大的成功，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于教师全身心的

爱就是成功，而我们最大的成功就是选择了幼教，选择了这里！ 一份耕耘一分

收获，更多的耕耘就会有更多的收获，我坚信有付出就会有回报，我也坚信我是

汇成人，我能闯出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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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稳老师，阳霞镇中心幼儿园大二班主班老师，是一个非常温柔贤淑、端

庄文静的女孩子，用最纯粹的爱心和感恩之心关心和爱护着这一帮可爱的小天使

们。

大家好，我是泊头职业学院 13-4 的王艳老师的毕业生刘稳，我是在 2017 年

4 月份离开的学校，在离校实习期间，8月份我得知了新疆的这次机会，我像所

有人一样抱着好奇心，离开了家，乘坐飞机 4个小时，到了那个令人无限神往的

新疆。在这边一年半的时间也验证了身边人对新疆的不了解、猜测、听说等等对

新疆的误解。

从去年八月至今，我以北京汇成教育幼儿教师的身份在巴州轮台县支教已经

有一年半时间了。一年半的边疆支教生活，给了我莫大的教益。在现实的工作与

生活中，可以说颇受锻炼。在和当地领导、同事以及孩子的交往中，学到了很多

在内地学所未有的东西，尤其是在和本地人的接触中，对轮台各族人民的现实状

况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的学校领导、老师都很重视我们这边的情况。在

这期间我校李宗彦李书记，招生就业处赵主任，还有我们的系主任李津老师，专

门来看望我们，我们很感动。但更多的是紧张，怕在这边表现不好，老师们这么

远来看我们，感觉给他们和学校丢人。这边的情况老师们也是有目共睹的，去年

李主任到了我们幼儿园，也看到了可爱的孩子们，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毕业了。但

是我教过的毕业的孩子们每天放学还是会来看我，前几天一个孩子高兴的拿着试

卷来找我，考了 100 分。那种高兴和骄傲，是比以前自己教的内地孩子拿了好成

绩更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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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时间，虽短犹长，使我对自己工作，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更像一份

爱心事业，更加认识到当代大学生积极向西部行进是多么必要。现在支教时间已

悄然过去了一半，期待着下一半的支教活动更加圆满。很感谢在新疆这个地方与

四面八方的人在这里相聚，互相学习，把更好的教学给这些可爱的维族娃娃，也

让我遇到了热情的家长和童言无忌的孩子，这是一辈子美好的体验。

第六部分 挑战与应对

一、生源复杂变化背景下的教学育人改革面临挑战

（一）面临挑战

随着高职教育的迅猛发展，学院招生规模和生源结构也随着发展剧烈变化。

为适应职业教育面向社会、面向产业、面向市场、面向人人的发展趋势，学院生

源结构日益多元，这也为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挑战。目前，学院生源结构和质量

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学生文化基础薄弱、学习动力不足、学习习

惯不好等方面。同时，学院教育教学改革进程相对滞后，一方面不能很好的适应

生源素质和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没有很好的适应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新

要求。

如何在针对目前的实际现状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教学改革，构建出适合各学

习层次学生的课程及课程体系，构建适应现代职业教育要求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带领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中掌握技能，提升素质，使每个毕业生都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当面急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国家在“互联网+教育”方面的深入推进，学院信息化教学水平急需从

多媒体时代转入互联网时代，积极探索“互联网+”下的教学改革、课程改革、

教学管理改革。

（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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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转变育人理念

2018 年，学院继续通过“职教大讲堂”系列活动，邀请校内外、行业企业

一线专家开展讲座、组织教师进行集体学习、研讨等形式。教师进一步明确普通

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办学方向、人才培养模式、育人机制、教学形式等方面的区别

和联系；进一步明确了学院的办学方向是就业导向，办学模式是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是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是行为导向，课程模式是典型任务和

工作过程导向。

2. 深入了解行业企业一线岗位需求

2018 年，学院继续推进教师入企业一线实践工作，本学年 45 名在职教师深

入企业、幼儿园开展顶岗实践活动。通过这类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教师实践能力的

提升，促进了双师素质的发展。教师逐渐探索以岗位对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为导向，

融合行业企业技术标准，重新开发适合岗位与学生的课程，重构课程体系，不断

创新教学组织模式，深入推动课堂教学改革。

3.探索差异化教学改革

目前，学院生源结构主要以中职生和高中毕业生为主，其中中职生占 89%，

高中毕业生占 10%。根据生源素质的不同，学院制定了差异教学改革方案，广泛

开展中高职衔接研究。2018 年，学前教育专业根据出台的《泊头职业学院中高

职衔接人才培养方案》，积极调整教学育人方式。在学生入学时，根据不同的生

源类型和个人素质（基础知识素养和基本技能素养）分类编班，分类培养，实行

差异教学；然后，根据不同生源素质的学生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

让每个学生都能有所提高，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

4.积极进行“互联网+教育”探索

目前，学院出台《泊头职业学院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本学

年申报立项精品课 9门，完成《幼师口语》、《学前心理学》两门课程的录制工

作，预计明年即可上线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学院积极鼓励教师使用蓝墨云班课、

智慧职教等在线课程平台，探索混合式（线上、线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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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整体就业质量提高面临挑战

（一）面临挑战

随着，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制造 2025”制造强国发展

战略及河北省、沧州市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的不断调整和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

对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学院急需全面提高毕业生

的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

（二）应对措施

1.贴近产业需求，优化、调整专业设置

2018 年，学院通过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对接区域发展，增设电子商务（淘

宝运营方向）、高速铁路客运乘务、物联网运营管理等专业方向，并充分发挥学

院师范教育的基础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优势，继续办好小学教育专业，积极申报

美术教育专业，为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继续推进实训基地建设，实现与职业工作环境的“零距离”对接

以《河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学前教育骨干

专业建设为契机，学院继续加大学前教育专业实训设备、教学条件的更新升级，

新建校内实训楼尚技楼，新装电子琴 150 架，为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提供有力保

障。同时依托与企业合作办学，由企业出资配备 200 万元工业机器人实训仿真系

统一套。

3.继续加大教学改革力度，努力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

继续深入推进艺术设计专业“双导师”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校内、

校外双导师，真实业务和工作场景，构建理实互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学前教育专

业依托知名幼教专家，在学院挂牌成立 5个名师工作室，定期开展授课、培训等

业务交流活动；同时，按照“课证融合、课岗融通”的课程改革原则，不断提高

教师的授课质量，积极促进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展；经济管理系会计专业依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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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学创财务公司”，通过真实业务开展学习、实训活动，不断促进学生技

能发展。

4.积极组织参与职业技能大赛

学院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职业技能竞赛，通过竞赛促进学生专业技能、

能力的提升。2018 年，学前教育系一部 6名学生参加“河北省第二届学前教育

专业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荣获团体三等奖，个人一等奖 2名；机械设计系

12 名学生参加“河北省第九届高校制图与构型能力大赛”获得一等奖 2名，三

等奖 5名，优秀奖 5名；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河北省总决赛）中荣

获得团体三等奖的优异成绩；学前教育系二部学生参加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举办的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师生礼仪大赛”，荣获团体项目三等奖的成绩，

2名同学获得个人项目三等奖。2018 年 11 月，沧州市第八届学前教育专业职业

技能大赛在泊头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学院学前教育系二部师生再创佳绩，再次取

得大赛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顺利实现了“八连冠”。本次比赛八名学生全部

荣获个人全能一等奖。五名教师参赛，3名荣获一等奖，2名教师荣获二等奖。

学院也再次荣获“优秀承办单位”奖。

5.加强创业指导和就业服务，促进学生就业创业工作

学院通过开展创业指导、就业服务的全程化教育，开展校园招聘周活动，提

高毕业生接受就业服务的比例。2018 年，由学院招生就业处联合学前教育系共

同举办了“学前教育专场校园人才双选会”。本次双选会共吸引来自北京、天津、

廊坊等地的共 190 家单位参加，并提供 2995 个就业岗位。据统计，泊头职业学

院共有近 1000 名毕业生参加了此次双选会，毕业生纷纷到自己心仪的企业了解

咨询，就业意向签约率达到 100%。

三、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提高面临挑战

（一）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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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招生形式的好转和各专业间招生不平衡的日益严重，学院现有教师队伍

在数量和结构上都出现了一定问题。2018 年，学院通过引进青年教师 36 名，外

聘请校外兼职教师 67 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力量紧张的现状，但师资队

伍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专业师资不足，结构不尽合理，青年教师比

重较大，占到 57.9%；同时专业带头人和“双师型”教师学术水平层次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个别专业骨干教师缺口较大，职称结构偏低。因此，要进一步培养或

引进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专业带头人；进一步加强校企之间的密切合作，外聘企业

能工巧匠和技术专家参与教学；进一步通过专业带头人带动骨干教师进而带动整

体教学团队；进一步建立专业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和开展技术服务的良性运行机

制，打造一支“教学能力强、研发水平高、服务范围广”的专业教学团队，提升

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以适应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教学需求。

（二）应对措施

1.2018 学年，学院积极开展教师招聘工作，引进青年教师 36 名。同时聘请

大中型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作兼职教师 67 名，确保兼职教师承担的

专业课学时比例不低于 20%。

2.继续大力引进学科带头人和行业企业专家，根据专业需求，培养、聘请具

有行业影响力的专家担任学院客座教授或专业带头人;继续健全完善师资引进机

制，使新开专业师资实力得以增强，积极建设“双师型”教学团队。

3.继续实施“教学名师工程”，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专业名师和名师团队。

依托学院已搭建起的发展平台，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推选省级“教学名师”、

“优秀双师型教师”，通过教学名师带动教学团队整体实力提升，发挥其在新教

师培养和技术创新、技术服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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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附件

附件 1：泊头职业学院“计分卡”指标

院校

代码

院

校

名

称

指标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4259

泊

头

职

业

学

院

1 就业率 % 94.13 80.88 80.45 66.64

2 月收入 元 1623.89 1894.03 1924.63 1907.45

3 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度 % 94.50 85.73 86.20 87.09

4 母校满意度 % 91.00 97.80 94.36 92.14

5 自主创业比例 % 12.00 0.16 0.51 1.48

6 雇主满意度 % 100 93.05 100.00 96.23

7 毕业三年职位晋升比例 元
—

—
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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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泊头职业学院学生反馈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一年级 二年级

1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人 2172 1491

2

教书育人满意度 －

（1）课堂育人
调研人次 人次 1560 1213

满意度 % 89.56 90.23

（2）课外育人
调研人次 人次 1125 1026

满意度 % 92.36 93.12

3

课程教学满意度 －

（1）思想政治课
调研课次 课次 3 3

满意度 % 95.36 94.12

（2）公共基础课（不含思想

政治课）

调研课次 课次 3 3

满意度 % 91.45 92.35

（3）专业课教学
调研课次 课次 3 3

满意度 % 92.46 91.56

4

管理和服务工作满意度 －

（1）学生工作
调研人次 人次 1109 982

满意度 % 90.12 89.26

（2）教学管理
调研人次 人次 1704 1246

满意度 % 92.35 91.46

（3）后勤服务
调研人次 人次 1269 1168

满意度 % 82.36 79.68

5 学生参与 志愿者活动时间 人日 1126 998

6

学生社团参与度 －

（1）学生社团数 个 30 30

（2）参与 各社团的学生人数 人 400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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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泊头职业学院“资源表”指标表格

院校代

码

院校名

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1 生师比 — 15.67 16.19

2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 29.59 30.77

3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元/生 6266.38 6415.83

4
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

房面积
m2/生 16.81 15.13

5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个/生 1.19 1.12

6 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 Mbps 1000.00 1000.00

7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 门 511 778

其中：线上开设课程数 门 63 63

学校类别（单选）：综合、师范、民族院校（√）

工科、农、林院校（）

医学院校（）

语文、财经、政法院校（ ）

体育院校（）

艺术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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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泊头职业学院“国际影响”指标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14259
泊头职业

学院

1

全日制国（境）外

留学生人数（一年

以上）

人 0 0

2
非全日制国（境）

外人员培训量
人日 0 0

3

在校生服务“走出

去”企业国（境）

外实习时间

人日 0 0

4

专任教师赴国

（境）外指导和

开展培训时间

人日 0 0

5

在国（境）外组

织担任职务的

专任教师人数

人 0 0

6

开发并被国

（境）外采用的

专业教学标准

数

个 0 0

开发并被国

（境）外采用的

课程标准数国

个 0 0

7
国（境）外技能

大赛获奖数量
项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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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泊头职业学院“服务贡献表”指标

院 校

代码

院 校

名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1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人 4599 5110

毕业生人数 人 1703 1322

其中：就业人数 人 1370 881

毕业生就业去向： — — —

A类:留在当地就业人

数
人

1169 684

B类:到西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就业人数
人 — 156

C类:到中小微企业等

基层服务人数
人

1140 652

D类:到 500强企业就

业人数
人

227 0

2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万元 0.10 0.7

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经

济效益
万元

0 0 提供产生

经济效益

的企业出

具 的 证

明，并盖

财务章。

3 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万元 16.17 5.22

4 技术交易到款额 万元 0 0

5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万元 0 0

6 公益性培训服务 人日 56 0

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单选）：省级（） 地市级（√）

行业或企业（）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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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泊头职业学院“落实政策表”指标

院校

代码

院校

名称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1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元 11894.41 15340

其中：年生均财政专项经费 元 8002.00 12000

2

教职员工额定编制数 人 193 193

在岗教职员工总数 人 328 423

其中：专任教师总数 人 267 247

3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万元 0 0

4
生均企业实习经费补贴 元 50 0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0 0

5
生均企业实习责任保险补贴 元 8 8

其中：生均财政专项补贴 元 0 0

6

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 课时 1764 1466

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元 644000 1172800

其中：财政专项补贴 元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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