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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单位基本情况

广州铁路职院是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国家示范（骨干）高等职业院

校、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省示范性高职院校、省一流高职院校，是广东

省唯一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华南地区轨道交通行业企业员工培训的重要基地。

学校自 2012年开始举办中高职师资项目，先后获评广东省优质省级职教师

资培养培训基地、“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以及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培训基地（2023－2025年）。2021-2023年，我校共获国培、省培项目 59项，培

训 2662人，项目完成率、经费支付率及培训率均实现 100%，学员满意度平均达

96%以上。2023年 5月，受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我校成功承办全国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实施推进会。

二、培训目标及成果产出

1.定性目标：适应智慧城轨产业升级，对标新时代职业院校教师素养及能力

要求，发挥学校专业优势，依托高水平培训团队、实训基地以及数字化资源，设

计个性化、模块化培训内容，创新沉浸式培训方法，实施项目化培训，培养一批

具有教育家精神、技艺精湛、充满活力的轨道交通领军教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定量目标：计划组织 50 名全国职业院校轨道交通类专业的专业带头人、

教研室主任、骨干教师进行培训，采取线下集中面授、分组研修及案例研修等方

式，培训时间为 10 天。

3.成果产出：通过培训，提升学员的职业院校教师续航发展、教育教学改革

与评价、教学环境与条件建设、科技创新与职教标准输出四大能力，促进轨道交

通专业教育教学改革。

三、培训需求分析

截至 2024 年 5 月全国开办轨道交通类专业的高职院校超 3百所，专业教师

超 4千。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国高铁“走出去”等对人

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急需一大批能与产业同频共振、具备数字化素养和国际视

野的工匠之师，以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数字创新应用、推动产教同行，促进轨道

交通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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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安排

阶段 模块 时间 课程 学时 内容要点 培训地点 授课教师 单位 职称/职务

阶段一：

集 中 研

修

模块一：

职业院校

教师续航

发展能力

（16 学时）

8 月 14 日

上午

研修 T：常修

为师之德，常

怀律己之心

4

深入学习新时代高校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师

德师风要求，规范教育教学

行为，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

范，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

广州铁职院 张竹筠
广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教授/党委书记

8 月 14 日

下午

研修 T：新时

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

4

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内涵及政策解读，加强高质

量教育体系建设，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实现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

广州铁职院 霍丽娟

北京教育科学

研究院职业教

育研究所

教授/教育部职业

院校教育类教学

指导委员会秘书

长

8 月 15 日

上午

体验 E：高水

平大学重点

建设学科群

建设经验

2

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学科群

——“面向国家教育现代化

重大需求的教育学科群”建

设经验

广州铁职院 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
二级教授/博导/

长江学者

8 月 15 日

上午

体验 E：新时

代高质量“双

高校”建设的

思考

2

追求高质量发展引领职业教

育改革创新——新时代高质

量“双高校”建设的思考

广州铁职院 邢 晖
国家教育行政

学院

教授/职业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

8 月 15 日

下午

研讨 D：职业

院校教师能

力测评

2

解读量表，引导教师职业能

力测评，分析教师 5大能力，

形成教师自我发展画像。

广州铁职院 郑山水
广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教授/广东省“特

支”计划名师

8 月 15 日

下午

输出 O：阶段

成果输出
2

职业院校教师续航发展——

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广州铁职院 姬秀春

广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副教授/教学名师
/国家级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一等奖
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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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训

课

程

计

划

助学导师
陈木明：广东省高层次兼职教师/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四中心车服八部经理/高级工程师

谢法浩：博士/运输物流学院副院长/全国课程思政战役课堂三等奖获得者

模块二：

教育教学

改革与评

价能力

（24 学时）

8 月 16 日

上午

体验 E：广州

地铁博物馆

现场教学

4

轨道交通行业发展历程、地

铁运营智能安全技术体验、

广州地铁六大科技创新成就

万胜围

广州地铁集团
郭靖凡

广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运营事业总部副

总经理

8 月 16 日

下午

体验 E：地铁

工匠创新人

才工作室研

学

4

对标行业“四新”要求，创

新协同育人新路径探索，职

业技能竞赛驱动的人才培养

新模式

邓村车辆段

广州地铁
林展雄

广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交通技术能

手

8 月 17 日

上午

研修 T：超算

赋能土木交

通学科创新

发展

4

超级计算技术在土木工程领

域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超算赋能土木交叉学科创新

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方法；搭

建产学研用交流平台，促进

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与合

作

广州铁职院 董勤喜 海南大学
日本工程院外籍

院士

8 月 17 日

下午

研修 T：AIGC

技术赋能职

业教育教学

模式创新性

变革的新路

径

4

依托人工智能前沿科技，

AIGC 技术赋能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改革的新路径和新一轮

职业教育专数字化教学资源

建设

广州铁职院 侯小菊

中国教育技术

协会/广东轻工

职业技术大学

副秘书长/产教融

合大数据研究所

所长

8 月 18 日

上午

研修 T：智慧

技术赋能的

轨道交通领

域教材建设

2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新兴产

业、服务民生领域选题，将

新质生产力、四新技术融入

教材的“金教材”建设实践

广州铁职院 刘莉娜

全国交通运输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北
京交通运输职

业学院

副教授/交通运输

部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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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

上午

研修 T：产教

融合共同体

模式下精品

课程建设经

验分享

2
数智赋能，职业教育金师和

“金课”建设的创新实践
广州铁职院 何发武

广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副教授/教育部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

教学名师/双语教

学

8 月 18 日

下午

研讨 D：城市

轨道交通人

才培养与岗

位需求分析

2
城市轨道交通人才培养与人

力资源分析
广州铁职院 周 吉

广州市轨道交

通产业联盟

高级工程师/副秘

书长

8 月 18 日

下午

输出 O：阶段

成果输出
2

基于岗位能力分析的专业课

程设置表
广州铁职院 吴 静

广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副教授/专业带头

人/全国首届优秀

教材二等奖获得

者、省技术能手

助学导师
杨恒：省级产业导师/省级高层次兼职教师/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四中心副经理/高级工程师

许爱军：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广东省“特支”计划名师

第 二 阶

段：异地

研训

模块三：

教学环境

与条件建

设能力

（16 学时）

8 月 19 日

上午

体验 E：广州

东部公铁联

运枢纽研学

4

大湾区国际班列集结中心，

现代物流和外贸综合服务于

一体的广州东部国际物流

港、连接“一带一路”的生

产服务型国际化物流枢纽。

增城西站
张华/

贺建志

广铁集团广州

车务段/广州交

通集团东部枢

纽项目部

党委书记/总经理

8 月 19 日

下午

体验 E：广铁

集团广州职

工职业技能

培训基地现

场教学

4
国铁集团金牌培训课程示范

教学
广州南站 刘立俭

广铁集团广州

职工职业技能

培训基地

高级工程师/广州

职工培训基地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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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

上午

研修 T：“四

网融合”模式

下轨道交通

运营组织模

式创新

4

“四网融合”背景下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在轨道交通

运营组织中的运用

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

李 弘

北京全路通通

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经理

8 月 20 日

下午

输出 O：阶段

性成果
4

“四网融合”背景下“岗课

赛证”融通人才培养实施方

案

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

黎志涛
广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副教授/高级工程

师/国家级教师教

学能力比赛一等

奖获得者

助学导师
陈良志：省级产业导师/中交四航院工程勘察设计院科技研发中心主任/教授级高工

朱琳：副教授/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模块四：

科技创新

与职教标

准输出能

力

（16 学时）

8 月 21 日

上午

体验 E：科技

创新、职教出

海

4

人工智能赋能轨道交通交叉

学科创新发展：高铁核心部

件智能制造项目示范线、全

球最先进的 8英寸 IGBT 半导

体期间生产线跟岗体验

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

梁志伟

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

中车核心技术专

家，高级工程师/

中车时代培训发

展中心金牌讲师

8 月 21 日

下午

研修 T：国际

化人才培养

与交流合作

4
中国-独联体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经验分享

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

萨莫

杜·尤里

郭凤志

广东-独联体国

际科技合作联

盟、白俄罗斯国

立交通大学

教授/

第一副校长

8 月 22 日

上午

研讨 D：轨道

交通科研技

术输出典型

案例分享

4

精其所专 贡献为本——轨

道交通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培

育的思与行

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

陈 瑶

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

中国企业人才发

展库“高级研究

员”/IPC 亚太区

教育理事会理事、



6

中车管理专家、中

南大学特聘教授
8 月 22 日

下午

输出 O：阶段

成果输出
4

轨道交通类专业国际化培训

课程标准

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

助学导师

李文平：省级产业导师/企业兼职专业带头人/高级工程师/中国铁路深圳站副站长/国铁集团“百千万人才”

工程专业带头人

周广兵：高级工程师/广东省科技技术专家库成员/广东省首批科技特派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机器人

青年委员会委员

注：“培训方式”是指采取哪种方式、形式，如灵活采取专家授课、名师引领、交流研讨、考察观摩、项目实践、案例分享等多种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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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训人数、拟定时间

1.培训人数：50 人；

2.拟定时间：2024 年 8 月 13-22 日。

六、培训师资情况

序号 教师名称 职称 专题名称 单位

1 张竹筠 研究员
常修为师之德，常怀

律己之心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 霍丽娟 教授
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

育研究所

3 卢晓中 教授
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

学科群建设经验
华南师范大学

4 邢 晖 教授
新时代高质量“双高

校”建设的思考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5 郑山水 教授
职业院校教师能力测

评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6 郭靖凡 运营事业总部副总经理
广州地铁博物馆现场

教学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7 李 弘 高级工程师

“四网融合”模式下

轨道交通运营组织模

式创新

北京全路通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8 林展雄
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交通

技术能手

地铁工匠创新人才工

作室研学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9 侯小菊
副秘书长/产教融合大数据

研究所所长

AIGC 技术赋能职业教

育教学模式创新性变

革的新路径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广东轻工

职业技术大学

10 刘莉娜 副教授
智慧技术赋能的轨道

交通领域教材建设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11 何发武 副教授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

下精品课程建设经验

分享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2 周 吉 高级工程师
城市轨道交通人才培

养与岗位需求分析
广州市轨道交通产业联盟



8

序号 教师名称 职称 专题名称 单位

13 张 华 党委书记
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

纽研学
广铁集团广州车务段

14 贺建志 总经理
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

纽研学

广州交通集团东部枢纽项目

部

15 刘立俭 高级工程师

广铁集团广州职工职

业技能培训基地韶关

培训所现场教学

广铁集团广州职工职业技能

培训基地

16 董勤喜 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
超算赋能土木交通学

科创新发展
海南大学

17 梁志伟 高级工程师 科技创新、职教出海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

18 郭凤志 教授
国际化人才培养与交

流合作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

盟

19
萨莫杜·尤

里
第一副校长

国际化人才培养与交

流合作
白俄罗斯国立交通大学

20 陈 瑶
中国企业人才发展库“高级

研究员”

轨道交通科研技术输

出典型案例分享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

21 吴 静
副教授、全国首届优秀教材

二等奖获得者、省技术能手
阶段性成果输出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2 姬秀春
副教授、国家级教师教学能

力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阶段性成果输出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23 黎志涛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国家

级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

奖获得者

阶段性成果输出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七、考核评价方式

1.本次培训拟采用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

结合的方式，对参训学员达到培训目标的程度进行综合考核。

考核部分 考核内容 占比 分数

常规性考核 考勤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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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性考核 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15% 15

过程性考核 课程设置表 15% 15

过程性考核 人才培养实施方案 15% 15

过程性考核 课程标准 15% 15

成果性考核 培训总结（1500 字） 20% 20

2. 成绩总分为 100 分，总评成绩分为优秀 (90 分以上)、良好(75 分-90

分)合格 (60 分-75 分)、不及格 (60 分以下)四个等次。

3.考核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获得继续教育学时。

八、培训支持服务体系（管理制度、后续跟踪指导及后勤保

障条件等）

1.培训过程管理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师资培训基地领导小组，先后出台《广州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培训管理规定》《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经费支出管理

办法》《关于加强师资培训班疫情反馈管理的要求》《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院校师资培训项目管理办法》等多个文件，形成以继续教育学院协调统

筹、各二级学院负责培训实施、项目负责人负责具体落实的三级管理模式。

领导小组负责培训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培训计划安排教学任务，确保培训

内容按计划执行。继续教育学院主要负责统筹项目管理，明确培训班的工作

要求，监督并指导培训实施。

对每个培训班配备指导班主任，及时指导各项目实施。继续教育学院联

合各二级学院共同针对项目特点进行招生宣传，确保项目的参训率。财务处

指导项目负责人对项目资金进行规范性使用。二级学院选派知名专家教授以

及实践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担任培训教学任务，落实实

施细节，确保培训效果。各项目负责人遴选班主任，成立班委及学习小组，

主要负责培训班的各项管理，了解学员的动态，及时反馈有关信息，改进教

学。

2.教学督导与评估管理

继续教育学院组建教学督导组和教学检查组，负责培训工作的监督与检



10

查，制定《师资培训督导本》《师资培训巡查记录表》，不定时抽查培训教学

工作，并根据项目特点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制度，对教师授课和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监督和评价。并指导二级学院以及项目负责人根据教学检查结果与建

议进行改进。

3.校内教学条件与设施

学校已建成 120 多门国家、省市或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能满足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需求。现有培训大楼 2栋，专用培训教室 31 间，可同时满足

接待 500 人的培训需求。有 5个校外合作培训基地，确保授课、研讨、实验

实训和设计制作等培训环节有效开展，保证学校相关课室和专业实验室在正

常教学时对培训学员开放。拥有校外企业和中高职院校等优质实践考察基

地，可组织学员参观考察和经验交流。异地教学活动依托中车株洲所、国铁

广州局等龙头企业的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等龙头企业培训基地，具有优良

的培训及配套设施条件。可为学员提供文娱、体育等活动场所和条件，丰富

学员的业余生活，为学员业余交流提供保障。

4.后勤保障服务

学校建有校内招待所，另有 4 家培训合作协议酒店，合计约有 1200 张

床位。可为学员提供双人标准间或三人标准间，房间内配有电话、电视、空

调、卫生间，不限时的上机、上网条件方便学员完成学习任务；学校共有 3

个食堂，为培训学员提供可口健康的食物，并可开设专区供学员用餐。继续

教育学院为学员提供笔、本子、文件袋、口罩、消毒液等物资，保障学员正

常学习。

以上这些资源为本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九、培训特色、创新及成果转化

1.培训特色与创新

（1）培训方案有创新：聚焦职教领军教师亟待提升的四类能力，基于 OBE

教育理念，创设“ETDO”项目化培训模式；

（2）培训资源有特色：发挥“轨道上大湾区”产业优势，形成虚实结合“轨

道+职教”培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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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师资有亮点：聚焦轨道交通领军教师能力提升，打造职教名师引

领、企业家加盟、全国技术能手赋能培训团队。

2.成果转化

（1）隐性成果

知识：更新教师队伍的教研理念，帮助教师了轨道交通教学、研究领域的发

展态势。完善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提升教育教学改革综合能力。

（2）显性成果

个人发展规划、课程设置表、人才培养实施方案、课程标准各 1套；轨交特

色资源包 1套，视频占比 35%；活动其他作品。

十、资金使用预算

培训对象人数（人）：

50

经费预算标准（元/人）：

550

经费预算总额（万元）：

27.5

具体经费支出名目 预算经费支出额（万元） 经费支出说明

1 住宿费 90000 180 元/人天

2 伙食费 50000 100 元/人天

3 调研跟岗交通费 10000 20 元/人天

4 培训场地费 10000 1000 元/天

5 培训资料费 5000 100 元/人

6 师资劳务费 80000

按照专家劳务费定额标准，

正高级技术职称或同等专

业水平的人员 1000 元/学

时；副高级技术职称或同等

专业水平的人员 500 元/学

时。

7 保险与其他费用 5000 100 元/人

8 资源制作费 25000 开发数字化培训包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