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申报公示信息表 

 

成果名称 智慧学习构建、校企双元共育：高职粮食人才培养实践与创新 

成果完成人 王琳、许方浩、白桂彩、丁新杰、杜小翠、屠祥、南宁 

成果完成单位 

江苏省连云港 
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新海粮食储备 

直属库有限公司 

申报学校名称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第一完成人是否为现任学校领导（如不是请填

“否”，如是请填写具体职务） 
是  副校长 

是否曾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未获得请填

“否”，曾获得请填写获奖时间、授奖部门及奖级） 
否 

成果简介 

（300 字内） 

校企合作推进“智慧学习构建、校企双元共育：高职粮食人才培养实践与

创新”，自 2014年至今，成为校企合作新模式。 

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融合成为校企双元育人，通过智慧学习环境构建，促

进人才培养全过程创新。与江苏省新海国家粮食储备库合作，共同确定岗位能

力需求，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实施教学过程、共同研发专业课程、共

同改革考核评价、共同实施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全面创新。 

将物理环境、学习资源和管理平台统合成为智慧学习环境，推动个性化与

合作学习开展，形成人才培养新范式。 

拓展“双元”育人功能，凝炼了思政教育突出、粮食元素丰富、校企联合

紧密的粮食特色文化。 

主

要

完

成

人

情

况 

1 

姓名 王琳 单位及职务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副校长 
专业技术职称 正高级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2014 年以来，负责粮食专业校企合作工作，推进智慧学习与产教
融合协同发展，社会效益显著。坚持名师引领带动教师团队提升业务
素质，进行教材改革，引导教师应用智慧学习环境提升教学效果，粮
食专业人才培养成果丰硕。 

2 

姓名 许方浩 单位及职务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粮油食品系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多次承担全国粮食行业的业务工作，具体负责校企双元模式中的
专业调研与设计工作，推进校企协同实施专业改革，促进“智慧学习
构建、校企双元共育：高职粮食人才培养实践与创新”成为粮食专业

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促进成果在全国粮食院校推广应用。 

3 

姓名 白桂彩 单位及职务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处长 
专业技术职称 正高级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按照“智慧学习构建、校企双元共育：高职粮食人才培养实践与
创新”范式，负责学习资源管理系统总体功能设计。充分发挥本人省
333 高层次人才和省名师的带动作用，带领团队展开项目建设工作，
指导教师提升教学能力，促进开展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推广。 



4 

姓名 丁新杰 单位及职务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专业技术职称 助理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在企业工作时，即深度参与智慧学习环境建设，负责编写粮油检

验岗位仿真项目脚本。入校后担任校企合作联络人，定期组织开会，

推进双方共同按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教学。 

5 

姓名 杜小翠 单位及职务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入校以来，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在智慧环境建设的二次开发中承

担了 30 个粮食储藏仿真项目脚本的优化，重构了部分操作流程，使

学习资源与岗位实际更加融合。 

6 

姓名 屠祥 单位及职务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教师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7 

姓名 南宁 单位及职务 

江苏省新海粮食
储备直属库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专业技术职称 高级经济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作为企业代表参与校企合作委员会工作，负责虚拟仿真资源开发

的现场拍摄工作，承担脚本的技术总审核。2016 年起在本企业推广“智

慧学习构建、校企双元共育：高职粮食人才培养实践与创新”新范式，

定期向委员会报告相关情况。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贡

献 

1 

2014 年起，在粮食工程等专业全面推广“智慧学

习构建、校企双元共育：高职粮食人才培养实践与创新”的培养实践。在合作深

度、培养融合度、自主学习构建、创新能力培 形成了全方位应用成果

。依托国家、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支持，成果在国内

涉粮院校和企业进行了广泛推广，取得良好应用效果。 

2 

2012 年起与学校实施校企合作，全面参与粮食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围绕粮

库工作岗位要求，参与共同修订高职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并承担虚拟仿真粮

食学习资源的部分开发任务。4 名企业骨干与学校教师共同围绕岗位需求，采用

智慧学习环境，进行校企双元育人实践。期间，企业参与修订校企合作制度，参

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负责粮食专业学生企业现场教学。新范式用于员工提升培

训，提高了员工培训效率，促进了校企合作深入开展。 

申报学校承诺 

 

 

以上信息与该成果的申报表、总结报告及其他申报材料完全一致。 

 

申报学校（盖章）： 

2021 年 9 月 6 日 

Administra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