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引领 多措并举  

打造种业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群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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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类别：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一、实施背景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建设方案》等文件相继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突出“双师型”教师个体成长和“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相结合，

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优化专兼职教师队伍结构，大

力提升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根据学校双高建设方案，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群根据以往团队建设存在的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

深度教学能力不强、差异化培养与评定不够、师德教育不具体等问题，

以标准建设为引领，在教学能力和协同能力等领域采用多项举措，打造

种业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 

二、主要做法 

（一）标准引领，实行目标管理考核评价 

制订团队教师能力提升方案，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

力。支持团队教师下企业实践，提升教师实习实训指导能力和技术技能

水平，积累创新能力。制订模块化课程教学能力标准、能力测评方案，

根据团队成员能力水平分工协作。制订目标管理考核评价制度，确保团

队先进性。 



 

（二）六维齐抓，提升课程设计教学能力 

按照“高水平、结构化、国内一流、对标国际”的目标定位，以教

师模块化教学设计实施能力、课程标准开发能力、教学能力、教学评价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六维”为抓手，聘请国内

外高水平职教专家，每学期开展专业教学法、课程开发技术、信息技术

应用培训、教学标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等专项培训（图 1）。由国内

外行业一流专家指导，每学期不定期组织团队教师到教师技能实训中心

学习专业领域先进技术，促进关键技能改进与创新。每年假期，组织团

队教师出国出境，学习交流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职教理念和农业机械化、

自动化、规模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升教师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水平。 

 

图 1  国培项目-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技能考核标准开发专题研修 

（三）梯次培养，实行各层级差异化评定 

以隆平产业学院为依托，校企共建专业教师技能实训中心，设立教

师工作站，开设种子生产、检验、加工新技术及新媒体营销等训练项目



 

（图 2），以研讨会、培训班、研发小组等组织形式，通过团队、校际、

校企人员交流、研究合作、资源共享、备课磨课等方式，逐步提升教师

模块化教学设计实施、课程标准开发、教学评价、团队协作、信息技术

应用、实习实训指导和技术创新等能力，由新教师逐步发展成为合格教

师、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按模块化课程教学内容，分别

制订各级别教师教学能力和技术技能创新能力标准，分年度对经过培训

和达到企业实践标准的教师进行等级评定。 

 
图 2  湖南锦绣江南农林科技有限发展公司教师工作站 

（四）分工协作，培养协同合作能力素养 

分工协作，按照专业群、专业、课程、科技、创新创业、农民培训，

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教师教学团队。团队负责人：统筹推进校际协作

共同体、校企命运共同体发展；负责制订、落实团队建设实施方案。专

业带头人：负责产业学院运营、团队建设年度计划实施，协助校企合作

实训基地的软硬件条件建设。骨干教师：负责“三教”改革、“1+X”项

目开发、专业教学资源建设标准制订与实施和专业课程思政资源开发整

合；全方位指导并督促开展网络资源建设。一般教师：负责“1+X”项目



 

开发和培训、模块化课程标准制定。新进教师：负责本人课程改革与教

材内容重构、教法革新，参加新形态教材建设。 

（五）做“大先生”，勤学笃行传承“隆平精神” 

培养教师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

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

弘道追求。进一步优化课程教学设计，将“粮食安全”“隆平精神”“十

八洞村经验”等思政素材融入技术技能教学与训练过程中，培养学生“大

国三农”精神，使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向同行，做具有家国

情怀的“大先生”。 

三、主要成效 

（一）大师领衔，建结构化创新团队 

聘请育种专家、高级工程师等 9 名大师为团队成员。2023 年种子生

产与经营专业教学团队省级验收，并立项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二）专兼结合，技术研发成果丰硕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合作共建、共享人才、共用资源，形成

校企共同体，企业深度参与教师能力建设和资源配置，建立了优秀教师

与产业导师相结合的“双师”结构团队。团队立项省级课题研究 22 项、

国培计划 5 项，制定国家教学标准 5个。 

（三）动态优化，重大奖项屡创新高 

制定了教师考核系列标准、文件，注重过程培育，实行动态管理，

强化考核评价。团队教师中获省级以上农业职教名师称号者有 7位。指



 

导学生参加技能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2 项；

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1 项、铜奖 3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