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教师司副司长宋磊：在中国职教学会贯彻落实

《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部署会上的讲话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  宋磊

（2022 年 3 月 21 日  北京）

尊敬的鲁昕会长、各位副会长、同志们：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以贯彻落实《教

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为主题的会议，体现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紧紧围绕

中心、扎实服务大局，紧跟科技进步，积极服务教育部党组、服务职教战线、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主动作为。2022 年 2 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22

年工作要点》，坚持系统观念，将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抓牢教师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建设，打造高质量教师发展

体系，推进教师管理综合改革，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

围等方面，以高质量教师队伍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下面，我从五个方

面介绍一下教师工作司 2022 年在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拟采取的举措，希望学

会积极参与，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队伍质量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健全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体系 

（一）实施“职教国培”示范项目。为发挥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培训的高端引

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利用中央部门预算资金，新设立“职教国培”示范培训项目，

开展培训团队研修、校长培训和教师培训。目前，这项工作已与财务司进行了沟

通，相关经费已列入教师工作专项预算。拟于 3 月中旬组织实施。后续将根据

实施情况不断调整完善。 

（二）设立国家级职业院校校长培训中心。统筹考虑职业教育层次、地区经

济产业和地域特点、职业教育发展情况，遴选建设全国性的职业院校校长培训中

心，区分校长任职资格培训、骨干校长培训、卓越校长培训、名校长工作室等不

同阶段培训，对全国职业院校校长（书记）进行梯次培育、迭代升级。 



（三）打造高水平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基地。围绕中职“三科”在内的公共基础

课，中职、高职（含职教本科）新专业目录，以及国家战略重点、行业产业升级

和地方不便组织的小专业，对现有国家级基地进行调整补充，形成“十四五”期间

国家级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基地名单，建立基地管理机制，定期动态调整，让 19 

个专业大类中各自最好的学校承担更多同类专业教师的培训任务，实现教师培训

从“大超市”向“专卖店”转型。 

二、提高职教教师培养质量 

（一）逐步提高教师学历层次。在教育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权

点评估中，争取对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特别是长期从事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院校

给予倾斜支持。争取在具有教育硕士（博士）培养资格的高水平院校实施“职业

技术师范教育本科（包括普通高校相关专业本科）+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硕士（博

士）”一体设计、贯通培养、分段考核、定向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培养内

容的衔接性、课程设计的完整性、能力素质的综合性。 

（二）单列招生计划，定向就业。面向职业院校在职的专业课教师，争取单

列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招生计划，或相关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硕士、博士招生

计划，毕业后回原校履约任教。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探索采取 1.5 年的脱产学

习、1 年在岗学习，把在岗实践与在校学习挂钩，学中用、用中学。严格准出标

准，毕业考核，确保质量。 

（三）联合培养。支持综合院校、理工科类院校、师范类院校和行业企业整

合特色资源，鼓励高水平学校具有深厚产教融合基础的专业二级学院（比如：智

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与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学院协

同育人。同时，跟踪上海市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建设进展，积极探索经验做法，

创新培养模式，实现资源互补。 

三、抓好职教创新团队和名师名校长培育建设 

（一）持续推进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一是抓国家级团队建

设，包括首批 122 个团队建设成果、经验做法的总结梳理、宣传推广，年底的评

估验收，第二批 242 个团队的询导调研、规范建设，打造职教创新团队品牌。二

是通过国家示范引领，推动各省（区、市）和全国职业院校因地制宜展开省级、

校级职教创新团队整体规划和建设布局，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网状创新团队体



系，带动整体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另外，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适时恢复创新

团队骨干教师分批次、成建制赴德研修访学。 

（二）实施职业教育名师名校长培育计划。结合校长培训中心建设，启动全

国职业院校名校长（书记）为期 3 年的培养培育。启动建设一批国家级“双师型”

名师（名匠）工作室和国家级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由职业院校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教学名师或具有绝招绝技的技能大师（专兼职）组建，进行为期 3 年

的分阶段研修。建立国家杰出职业教育专家库及其联系机制。 

四、推动教师企业实践和兼职教师库建设 

（一）加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建设。对现有国家级基地进行评估和调整补充，

联合多部门召开推进会，加强规范管理，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积极性，承担更多培

训义务，切实形成政府、企业、学校培训合力。推动省级优质企业实践基地与国

家级基地共同组成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网络，优化校企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同

时，利用好教师培训管理平台和资源平台，发布项目信息，记录教师实践情况，

抓好每年至少 1 个月的企业实践制度落实。 

（二）展开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建设。在设立专项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组织职教专家和企业人员研究论证，形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充分发挥央企、

国企、大型民企以及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在企业设置覆盖主要专业

领域的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组织教师顶岗实践、参与研发项目、兼职任职，打

通教师和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三）启动兼职教师特聘岗位计划。支持企业技术骨干到学校从教，推进固

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一是在十四五素提计

划中，专设产业导师特聘项目，支持职业院校设立一批产业导师特聘岗，聘请企

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管理人员、能工巧匠等到学校工作。二是联合行

业组织，遴选、建设兼职教师资源库。根据行业企业和专业领域，在职教信息平

台定期公布、更新，为学校兼职教师聘用搭建平台。 

五、营造全社会关注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良好氛围 

充分利用央媒、教育报、新媒体等多种平台，教育要情、 教育部简报、中

央教工领导小组教育情况通报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加大职教教师队伍建设的内宣

外宣力度。在协调教育报设置专栏刊登专家系列文章基础上，制定职业教育教师



队伍建设年度宣传方案，展开系列宣传。对部分地方、优质职业院校和优秀教师

团队进行系列宣传报道，广泛发声，大力营造全社会关注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良

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