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２

２０２２年吉林省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名单（职业教育）
（按成果第一完成人姓氏笔画排序）

特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１
“一引领、两对接、五融合”中职现代制
造技术专业群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于立辉　毕亚峰　张立梅　马红军　彭敏　刘徽　李凯军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一汽铸造模具设备厂

２
“五维引领、四阶递进、三链融通”高职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王军　李国庆　朱国辉　姜福佳　刘洋　高文智　刘颖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３ 新时代红旗工匠培养体系创新实践 李春明　王翼飞　赵宇　王大伟　田野　张军　颜丹丹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４
职业教育博物馆文化资源与育人体系
建设的“吉林模式”探索实践 杨晓东　于志晶　刘海　李大伟　姜国权　刘娇　平和光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５
“科教产融合、育扶富并举”乡村振兴
实用人才培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会　左玉卓　张祺午　巫成彦　王志刚　李长田　贾文华

双辽市农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食药
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中粮家佳康（吉林）有限公司

６
高职院校专创融合“五位一体”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建设实践

张辛雨　张冀男　吕鹰飞　王新忠　徐杨　孙斌　赵旭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７
高寒高铁“六铁一全”特色人才育训融
合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曹炳志　曹辉　郝延春　王佳　于兆宇　曾庆军　李颖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辽宁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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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８
企业数智化转型背景下班组长型人才
“教练传评”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韩萍　徐晓月　李莹　高一强　杨荣煌　李亚杰　张家宝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１
快速响应、标准引领、五站递进、作业
驱动———高寒高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与实践

于伯良　张力鑫　吴荣波　刘士局　李景华　于咏梅　郑加清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

２
“双专三阶四维”计算机类高素质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于繁华　杨洪秀　孙艳　姚亦飞　常波　王丹　李晓宁 北华大学、长春师范大学

３
全人理念、六维系统、三元生态———女
性专业文化系统生态创新与实践

王福利　王祁　于洋　孙玉杰　顾娟　牛雪丹　张宁
吉林女子学校、吉林省职业教
育研究所、吉林市妇女联合会

４
文创引领、项目驱动、专业融合、校企
共育：中职艺术设计类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与实践

汤斌　李峦　曲彤　辛秀丽　王东　韩桂娟　刘丽 长春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５
高职化工技术专业群“化育匠行、虚实联
动、通达精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严世成　张喜春　高兴泉　许跃　刘立新　王蕾　梁雨峰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６
学前教育专业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
改革与实践

杨勇　崔国涛　李国庆　赵慧君　孙中华　王杨　张妮妮 长春师范大学

７
基于名师工作室“校企协同、育训并
举、学分置换”软件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的创新实践

张永华　孙佳帝　李季　陈义辉　李明革　孙惠生　郭彦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８
新时代中职教师培养培训融通模式创
新与实践

张存贵　苏顺亭　平和光　姚丽亚　王哲　毛锐　于飞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９
构建“思创融合、产赛教协同、课证融通”
新型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张炳辉　崔宏伟　刘淑媛　钱晔　施晓春　乔原杰　夏金龙
吉林工商学院、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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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１０
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金融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张晓晖　吕鹰飞　施晓春　耿传辉　柳明花　张文娟　高兵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

１１
“两精准、三升级、四维度”自动化专业
群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

张晓娟　刘爽　钱海月　梁玉文　梁亮　冯志鹏　刘超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市施耐利机器人系统有

限公司

１２ “五课堂联动”文化育人实践研究 明晓辉　程明　张硕　田野　于伟丽　刘通　苏崇刚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１３
“政行企校科”集成构建新时代创业型
工匠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

闻姝清　徐超时　陈显刚　张行　李泓妍　于智慧　范文婷
吉林省中工技师学院、
九台大学生创业园

１４
推“小样板”驱“大体系”：高铁发展背
景下教学四维升级的创新与实践

莫建国　宋春辉　马兴兴　陈婷婷　李万君　邢砾云　付又新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指引下
新时代“集安经验”创新发展的探索实践 崔明官　李玉静　宋继伟　张柏森　孟凡华　李正三　杨柳

集安市职业教育中心、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１６
专创融合、研创融合、思创融合———职教
师资创新创业能力培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董鹏中　韩强　左伟　刘贵富　刘克平　郭凤臣　张颖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１７ 中德先进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创新实践 焦传君　李明清　田丰福　孙乐春　杨金玉　郭其涛　李文博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１８
思政引领　多元协同：“中高本”经管
类专业数智人才贯通培养模式的改革
实践

睢忠林　甄国红　张天蔚　杨宁　李孝更　王鹤　战祥德　徐
文富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德惠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１
南北联动、多元多导，打造新时代交通
工匠的创新与实践

马凯　沈艳东　孔春花　韩清林　管秀君　赵晟琪　王秀繁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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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２ “船行文化”的探索与实践 王一涵　马辉　王贺伟　徐淑香　徐敬慧　李灿锋 吉林经济贸易学校

３
职业教育适应性视域下“双贯通、四协
同、五联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立与实
践

王立君　陈延伟　殷柯欣　孙志　姜大伟　王璐　宋涛 长春工业大学

４
寒区“四融·四境·四段”道路与桥梁
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王连威　陈立春　张立华　李月姝　魏斌　李瑞涛　张洪军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５
“两山理念”指引下的吉林特色河湖长
培训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彧杲　王伦　张英峰　杨卫辉　王修坤　周健　陈秀杰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吉林省河务局、吉林水利
水电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６
基于“四个融合”的高职课程思政育人
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王琦　刘春娟　盛立军　张笔觅　李昕　刘建成　宋晖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７
快速响应、双向对接、结构化认知———
桥式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尹凤伟　马卫强　王学明　姜彬峰　王颜明　张宗延　赵东方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中国
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机务段、吉林师范大学

８
赛训一体、三教融通———汽车高技能
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

白洁　戚文革　李赫　卢玲　范真维　吕国成　李庆峰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９
跨境协同、标准引领、双化融合———职
业教育“走出去”国际合作范式 刘宝庆　朱国辉　邵艳杰　刘金华　王欲晓　周佩秋　贾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１０
技工院校以大赛为引领“岗课赛证”融
通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晓辉　刘洋　李新刚　管清涛　张井柱　邹影　王艳霞
吉林职业技师学院、
长春科技学院

１１
三匠融合·四链贯通·五级递进———
高职城乡智慧建造技术专业群实践教
学体系研究

齐亚丽　剧秀梅　马文姝　王英丽　姜少红　何雪　刘辰雪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１２
高铁综合维修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与实践

闫纲　吴改燕　闫晶　方小飞　李宽　张国名　王刚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高铁基础设施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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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１３
课程变革奠基终身乐业———乐业教育
下“三乐”综合素养课程构建与实施 孙承平　李明锐　吴群　毛晓萍　张晓春　刘岩　李晓琳 吉林经济贸易学校

１４
健康中国背景下面向基层复合型药师
“一主四辅”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孙莹　林大专　刘志红　王丹丹　王月珍　高玲　宋燕青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打造第二课堂“育德成绩单”，构建职
业院校学生评价新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孙维忠　王淑文　李宏亮　李羽楠　仲锐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１６
高职数智财务专业群“岗课赛证”育人
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玉英　刘洪亮　王丹　生洪宇　冯桂玉　武晓君　李咏桐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１７
“重素养、强实践”听障人冰雪艺术人
才培养的“１４４１”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志瑶　孙丰　张洪杰　杨帆　王建光　聂璐璐　张代治
长春大学、长春世界雕塑园、

长春市南湖公园

１８
“三协同、六贯通”中高职一体化育人
体系构建与实践

李起振　杨柳　董世钢　任玲　李博　丛明慧　曲妍睿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长春市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指
导中心、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１９
内地西藏中职班“三融三构四强”人才
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肖振东　左俊平　王福胜　皮艳秋　姜丽艳　朱淑芳　薛宏光 长春市城建工程学校

２０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继续医学教育
“四合”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辛程远　李冰　王春晓　任浚萁　丛壮　佟钰　余可锋 吉林医药学院

２１
高职院校“素能并重、四位一体、三联
三通、多方协同”实践育人模式研究与
实践

宋立军　宋志轩　刘立新　郑晓青　李金平　李华　张海彬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２
项目实战导师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迟恩宇　苏东梅　姜惠民　李明革　张永华　刘杰　郑蕊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２３
“四方协同、四维融通”高职直播电商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纯荣　王昆　崔菁菁　尹春丽　马朝阳　郭大维　黄蕊

长春光华学院、通化师范学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万维
（吉林）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电子商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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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２４
基于“生命周期”和“护理工作过程”的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的创新实践

张昌宇　曹勋　乔宏　王竹　李志海　冯丹丹　王迎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吉林合厚传媒有限公司、
氧乐互动（天津）科技有限
公司、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２５
新发展格局下长春社区教育改革与实
践

张岩　李波　吴晓辉　张浩然　金靓　郭天梁　王丹彤 长春开放大学

２６
校企共育、四岗递进———县级职教中心
汽修专业实施现代学徒制的实践研究

张柏森　崔明官　任家林　赵德利　邓延彬　李刚　聂义风 集安市职业教育中心

２７
“四元协同、三课融合、德技并修”基层
医药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张虹　赵欣　刘力为　林琳　王宁　王萍　刘丹丹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长春市经开区东方广场街道
大连路社区、长春大学生

蓝天救援队

２８
基于职业启蒙与体验的“一体三模”普
职融通ＳＴＥＭ教育探索与实践

张胜利　王淑琴　黄娟　屈宝峰　赵春辉　王世君　翁阳阳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

２９
“一主两翼、三维协同”新时代高职院
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创新与实践

陈宝财　桑小洲　赵晓峰　云飞　陈巍　姜莹莹　隋继斌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市心理卫生协会、
吉林市第六人民医院

３０
基于类型特征的中职思想政治课改革
探索与实践

金花子　马婕姝　潘若龙　郑晓哲　朱桂萍　隋欣
吉林省教育学院、
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３１
“政行企校”协同培育汽车产业工匠之
师的研究与实践

金晶　张勇忠　张爽　张可然　王立超　李明月　齐嵩宇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红旗工厂

３２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

赵有生　周士玲　韩冬梅　李威　金鹏　马岩　李丹 长春教育学院

３３
中职学校“五位联动、三维建基、四阶
递进”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方案的创新
实践

胡云英　柴贺　陈柳　胡颖　乔宏　史为华　刘忻怡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心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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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３４
中职“三阶递进式”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体系探索与实践

胡静波　胡经纬　于洋　张岭　李孟　王立平　刘洋
长春国际经济贸易职业中专、
长春市育才女子中等职业学校、
吉林省华翰通航高级技工学校

３５
集团驱动、双元协同、四岗联训的高职
养老护理人才培养创新实践

袁兆新　何凤云　殷艳玲　王芳华　宋宇　李宗花　成芳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３６
新时代中职学校“适性教育”育人体系
构建的创新与实践

曹勋　陈柳　张昌宇　周香春　胡颖　胡云英　屈绯莉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３７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融合四变革”农业
职业类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常桂英　赵悦　田瑞雪　杨波　王奔　柏文静　叶飞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３８
“双模式互补　四平台协创”高职智能
制造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建设研究与
实践

隋秀梅　王姗珊　方振龙　张鑫　韩玉辉　杜贵明　宋云艳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３９
助力乡村振兴，政校研企协同培养“三
农”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董妍　朱国辉　高文智　李晓婧　王婧博　吴琼　孙海燕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４０
“思政融入、多元协同、立体融通、分类聚
向”涉农专业群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韩金玉　王英丽　潘雁　田巍　王纪宏　邱宁宏　何雪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三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１
“校会企校共育、学历技能双融”农民
工继续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于红梅　姜孝军　武德峰　苏顺亭　王海文　王鹤　董国微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长春和成职业培训学校

２
现代学徒制框架下构建“课堂　岗位”
直通车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于春梅　于梅　仲锐　马清丽　程显娟　李雪　曹庆泽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３
多维协同、阶梯递进的农村电商人才
培养的实践与创新

于洋　田巍　胡静波　李孟　边玉婷　何春雨 长春国际经济贸易职业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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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４
“政校院企协同、产学服训融通”医学
院校服务区域新范式的研究与实践

于艳华　徐建玲　张伟　张丽卓　孙伟　杨亚洲　史伟　崔维
娜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

长春国信亲亲养老院

５
“一核双主四驱”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
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王世君　袁一平　王东　田锐　谷立峰　孔祥华　刘晖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

长春市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
指导中心

６
教培一体、滴灌实施：引领中职学校教
师成长的研究与实践

王东　杨柳　郑晓哲　田锐　高飞　周香春　林广宇
长春市职业与成人教育

研究指导中心

７
“政校企社家”五位一体托育领域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王志敏　白丽萍　李冬萍　吕博　杨惠涵　林青 长春早期教育职业学院

８
吉林市中等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实践
研究

王春峰　刘岩　唐丽华　习红英　张丹丹　何英 吉林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９
转型发展背景下应用教育立交桥工程
实践研究

王洪丹　李豪杰　焦永亮　刘洋　王晓一　曹坤 吉林体育学院

１０
“大思政课”背景下课程思政化育人模
式改革与实践

王莹　王世萍　杨洋　王月彤　尚昊　闫影 长春市同盟中等职业学校

１１
地方应用型高校法律职业人才“三对
接一协同”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王海霞　王如鹏　李慧铭　李健　崔双平　韩松航　王国斌 通化师范学院

１２
高职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专业“双线
并行、三层递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
实践

王景芝　刘文宏　刘南　王娟　王升升　李海铭　王博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１３
制度筑基、课程引领、三元联动，成人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改革与实践

王鹤　付国华　于红梅　王哲　董衍美　王旭　王莹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１４
以赛为点、以学为线、以教为面，点线
面递进耦合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探
索与实践

王璐　姜大伟　宋涛　王亮　王维　李阳　张强 长春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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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岗课对接、育训结合、产教一体　赛
创并举”高职汽车类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

孔春花　马凯　马骊歌　娄万军　蔚佳彤　曲英凯　李旭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１６
基于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的中职情境教
学模式构建与实践

孔祥华　潘若龙　李媛媛　何颖　袁一平　孔祥玲　王书祺
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吉林省教育学院

１７
文化旅游专业群“岗课赛证”四位一体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付建玲　张艳平　杨毅　张晓冬　邱延鹏　高冰　赵子菲 吉林女子学校

１８
完善职成教体系　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国家农村职业与成人教育示范县
创建与实践

付洪波　狄英茹　张琳琳　姜明玉　宁长花　王杨　肖长河 敦化市职业教育中心

１９
“大思政”观　构建“多元联动　内外
统筹”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的实
践探索

包秀敏　唐丽丽　赵为　许丽丽　鞠野飞　王光雪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
基于工业互联网产业链的新工科专业
群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邢敏　闫洁　戚爽　邢翀　陈佳音　罗术通　蒋泽艳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２１
“融合式订单”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研究

毕丽娜　张喜峰　刘臣　许丽丽　赵国良　王吉伟
双辽市农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国电集团双辽电厂电力检修

安装有限公司

２２
智能制造专业群“名师引领、平台共享、
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实践与创新 朱立达　张李铁　鲁海龙　孙静　张开　付亮　宿华龙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３
瞄准大水利、构建大课堂———多元协
同共育水利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任东升　杨卫辉　李金涛　程研博　周小军　佟迪　王晓彤 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２４ “双导双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刘英彦　温占洋　张艳平　王大海　　徐鹏飞　郑晶晶　于潇
双辽市农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双辽市春晖幼儿园

２５
实景体验运营式课堂模式推动创新创
业教育系统导入的研究与实践

刘艳清　祁莹　陈爱东　邹伟　　王磊　赵旭　周莉 吉林省城市建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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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新时期职教改革背景下的中职焊接专
业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许莹 吉林机械工业学校

２７
医学职业院校“四维”实践育人探索与
实践

孙玉霞　高勇　白岩　郝金平　冯琳　符丽馥　刘丽倩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２８
基于现代学徒制“六融、七化、四阶”医
学美容技术专业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
施

孙晶　柳国洪　张海　刘嘉琪　宗飞　邓丽阳　叶秋玲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香港雅姬乐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优度生物工程公司

２９
政校企“三元”互动协同育人高职顶岗
实习管理模式构建与实践

苏伟　王立国　张国光　卢玲　徐忠江　姜再彬　张卓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吉林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吉林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３０
企校融合、双链对接：职业院校电商直
播“双师型”教师培训模式的创新与实
践

苏顺亭　杨晓冰　姜孝军　于红梅　胡丽敏　张会　葛丹丹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汪清县第一职业技术高中、
辽市职业中专、中铁十三局
技师学院、长春桀骜传媒
有限公司、万维（吉林）科技

有限公司

３１
“项目驱动学做一体赛创融合”技能型
艺术类人才培养组群式教学方法探索
实践

李文成　张爽　张楠楠　常丹　吉喆　李昔　来阳 长春科技学院

３２
搭建教研支架：推动中职教学改革提
质增效的探索与实践

李玉明　谢峰　郑艳红　杨友文　李仙花　杨桂凤　高建芳 延边州教育学院

３３
五位一体、共创共融、社校协同———近
视防控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李妍　谢英辉　马波　张秋雁　韩帅　肖圣盈　范长木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长春市易安视近视防控
中心、长春一诺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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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基于“岗课赛证”融通模式培养“五术”
合一的卓越幼儿教师实践探索

李玮　宁迪　朱薇娜　许丹彤　赵美静　雷钺　杨轶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３５
吉林省民办高职医学技术专业“院校
政企”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路径及实
践

李明成　李春辉　吴翠翠　王国庆　成凯　王华凤　王景云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北华大学、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

临床医院

３６
党建领航、平台构建、多元协同、三全
育人，高职院校大思政教育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李欣　李原福　马建华　金宇　孙巍　蔡丽梅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３７
区域红色文化视域下“一体两翼三结
合”思政课实践育人模式研究 李春香　张玉娟　陈荣杰　李慧　马玉波　张宏　李金阳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３８
基于预备役制教育管理模式的高职院
校特色育人研究与实践

李贵河　柳森　刘晓辉　仲秋雯　郭岩　岳习新　由德喜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３９
基于“产教融合体”的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李洪刚　魏宏财　刘沛佳　杨冬喆　陈平平　王洪敏　孟广友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辽源现
代职业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吉
林省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格致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４０
“校际协同、共建共享、服务地方”高职
院校优质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实践

李娌　郎富平　张卫　李幻宇　李南　王春艳　刘子玉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吉林
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４１
“三课融合”实体化教学课程改革与实
践

杨妙　王惠卿　李丽　李媛华　孙峰　李光志　袁瑞仙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４２
“多元共治”模式下职业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杨柳　于立辉　陈立春　黄生龙　付瑶　吉璐　张端民
长春市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
指导中心、长春市机械工业
学校、长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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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数字造价赋能中职《计量与计价》实训
课创新改革

杨韬　姜丽艳　宋艳萍　毛丽　董立平　金宇辉　李岩 长春市城建工程学校

４４
终身学习背景下“互联网＋老年教育”
的研究与实践

吴限　曹莉　孙立　林洋　邱德君　白凤秋　戴丽彤 吉林开放大学

４５
协作共同体推动高职院校家政服务领
域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

吴莹　张黎　张慧一　姜晶书　胡贺文　董慧博　王伟 吉林农业大学

４６
助力乡村振兴———“育训赛创”融通的
直播电商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冷德伟　刘洪亮　张冠凤　于清江　曲莉莉　丛日杰　李秋月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４７
培根铸魂、立德树人，构建基于新时代
“三全育人”一体化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沈艳东　马凯　赵晟琪　王秀繁　倪炳巍　王茉莉　付俊博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４８
构建“三融”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三
农”实践探索 宋旭秋　林春花　韩波　刘文杰　王馨馨　李娜 柳河县职业教育中心

４９
“三模块一特色”课程体系引领下中职
综合素养课的探索与实践

张宇　张伟卓　张健　徐力　金昌花 吉林工业经济学校

５０
“产出导向、德技并修、多元发展”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志正　张邦成　鲍杰　毛应爽　王洪臣　耿晓中　王海东 长春工程学院

５１
基于ＡＩ赋能“五化六维”的高职院校
“三教”改革创新应用实践 张丽哲　薛松　李婷婷　孙国富　刘春侠　李亮　张冬冬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５２
“引领服务　创新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教研信息化工作实践研究

张英　王凤莲　洪伟　裴海燕 四平市教育学院

５３
“双通结合”的中高职一体化课程体系
研究

张洋　杨冬旭　张浩然　李曼　刘富凯　肖冰　白桦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长春职业技术学校、
长春师范大学

５４
“三双”联动的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

张艳平　金花子　花立明　申延子　吉春　陈金
吉林省教育学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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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创新“三同三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探索

张振华　徐楠楠　王华凤　毕成国　张寒露　杨方明　闻爽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吉林省教育学院

５６
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１３５”创新
创业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陈玉民　崔月娟　周炜靖　张永安　许丽丽　刘影　于维晶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５７
高职院校会计人才“五合四发展”创新
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林冬梅　盛立军　宣胜瑾　张立伟　赵金燕　王宏　刘骅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５８
技能竞赛引领下高职医药类专业“一
主、两翼、多维”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 郝炬　谢芳　孙伟健　牟彩瑕　于会　贾玲玉　杨方明 长春东方职业学院

５９
“一提两创两注重”大思政视域下高职思
政课教学实效性提升模式研究与实践

胡晓双　崔国涛　刘敏捷　修晓煜　胡艳华　刘舰　王萍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６０
“校企融合、三段三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的实践与研究

姜丽艳　孙靖　杨韬　邢燕　金宇辉　董立平　徐丰 长春市城建工程学校

６１
“三教融通　多域善职”特殊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姜国权　冯晓华　王岩　胡威　张雯雯　黄晶　孙瑶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６２
基于“三教”改革的“四二三”口腔医学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胥晓丽　蒋大鹏　高志玲　倪娜　崔珊珊　隋长德　王垠宇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东莞定远陶齿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康泰健牙科技术有限公司

６３
旅游专业“双线”育人模式下“三教”联
动改革探索与实践

夏美玲　韩哲石　杨琪　邵洪铭　胡治波　崔庆花　于庆 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

６４
面向汽车产业紧缺型人才需求，职前
职后贯通式学徒制培养研究与实践

夏晓峰　梁法辉　张勇忠　刘治满　刘富凯　李光志　张洋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
校企一体、产教融合，高端铁路专门人
才“预录　提升”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
践

徐光华　彭宏山　李善锋　孟静　李秀春　张雨　李鹏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职工培训基地

６６
基于“五个一”工程计算机类高职专业
教学改革实践与研究

唐永林　刘富　张志勇　武兴睿　胡黄水　刘玮　张志刚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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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成果完成单位

６７
地方高职院校“一目标引领、两链条融
合、四机制保障”专业群模式探索与实践 唐敬仙　刘利　裴怀全　柳森　周卫华　杨东吉　佟威

吉林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科技学院

６８
推进“三教”改革视阈下项目化课程改
革，构建职业教育新生态 崔月娟　陈玉民　倪亚利　李凤武　刘大喜　徐俊鹏　高丽芝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６９
“浸润·兼修·培塑”高职－本科计算
机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逯洋　英昌盛　侯锟　罗海龙　董延华　王大东　周明 吉林师范大学、四平职业大学

７０
抓住“大课堂”，打造“准工匠”———新
时代中职数控专业课程开发的探索与
实践

彭敏　于立辉　马红军　张利梅　康健　李凯军　武志辉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长春德尔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７１
健康中国背景下高职高专护理“１１４１”
实践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韩廷廷　姜海威　温希锦　芦琦　赵紫玉　刘淑文　孙立波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

７２

“行知合一、赛教耦合”，厚植职业教育
教学创新文化———以松原职业技术学
院１０届“行知杯”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为例

韩明辉　陈玉民　吕清华　王晓秋　许珂　杨玉东　潘志忠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７３
两合·三段·四化———“准职业人”培
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靳国庆　王忠诚　齐方伟　封金祥　常鹤　乔振华　杨艳超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市康嘉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７４
医药强省背景下行业主导型社会药房
技能人才培养探索实践

裴纪可　张治坤　段立新　申玉华　单莉莉　耿蕾蕾　田刚

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
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
通监管处、吉林省药品检验研
究院、吉林省执业药师协会、
国大益和大药房吉林有限公司、
吉林省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７５
“四对接四共建”冰雪旅游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廖安勇　李娌　李俊　金花　刘莉　蔡亚男　苑海龙　唐晓磊
吉林外国语大学、
长春市旅游协会、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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