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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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域协同、全向赋能”——中职校信息技术类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研究与

实践 

成果完成人 李忠、吴访升、景征骏、韩红章、顾全、陈高祥、祝燕琴、段标、陈辉定 

成果完成单位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江苏理工学院、盐

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京

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省丹阳中等专业学校 

申报学校名称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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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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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破解江苏省信息技术类职教师资专业发展与区域产业发
展不同步、专业能力发展不充分及省域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不平衡
等问题，团队成员经过 12年创新实践，形成“名师引领、项目
驱动、多维融合”的省域协同、全向赋能发展机制，取得如下成
果： 

1.实施了“三融合”策略，创新了专业发展“三驱动”机

制，打造了“三通道”路径，为全省信息技术类教师专业发展持
续注入强劲动力。 

2.开发了契合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国家工业标准、竞赛
规程及人才培养方案、研制课程标准，全面促进了教师专业能力
发展。 

3.自主研发了校级教师专业发展管理平台。对教师教书育
人、创新实践、社会服务等作分阶段多维度动态智能评估，为教

师发展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主

要

完

成

人

情

况 

1 

姓名 李忠 单位及职务 

常州刘国钧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科

研处处长助理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聘吴访升为工作室特聘教授。 

2.协助吴访升教授组织开发省域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研究。 

3.开发省网络技术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课标。 

4.编写《以”工匠精神”塑造学生职业技能》全国教学案例。 

2 

姓名 吴访升 单位及职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书记/常

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特聘教授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组织成立省域信息技术类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2.设计“333”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整体框架。 

3.构建了“三跨三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新机制。 

4.组织团队开发契合产业发展的标准 20 多项。 

5.组织团队开发多项课程资源。 

3 

姓名 景征骏 单位及职务 

江苏理工学院 

计算机学院 

副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协调中心组开展教科研活动，召集成员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 

2.参与信息技术类多个赛项规程的研制和资源成果转化。 

3.组织研发现代化实训管理平台、教师发展系统等多项课题，实现产学研

合作，推动成果辐射。 

4 

姓名 韩红章 单位及职务 

江苏理工学院 

计算机学院 

中心实验室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高级实

验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负责信息技术项目赛项标准的制定、组织和实施，专注大赛项目与产业

发展以及专业建设融合。 

2.主持省产学研课题，获多项专利，致力于教学资源的成果转化。 

3.作为核心成员参与构建职业能力培养的“三融合”体系。 

5 

姓名 顾全 单位及职务 

盐城机电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信息传媒系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开发省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 

2.作为核心成员积极打造专业能力提升“三通道”项目，带动全省教师共

同发展。 

3.积极带领系部教师参与实践“三驱动”机制，增进教师更新知识和技能

多维赋能。 



6 

姓名 陈高祥 单位及职务 

苏州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职业教育

研究所所长 

专业技术职称 
高级讲

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作为江苏省信息技术中心组成员，主持完成了江苏联院计算机网络基础

课程标准的制订工作。 

2.积极组织并参与信息中心组活动和专题培训，组织教师到强势赛项的学

校进行赛项集训，全面实现技能水平的互学互鉴。 

7 

姓名 祝燕琴 单位及职务 
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作为江苏省信息技术类大赛专家，负责相关赛项标准制定、组织和实施，

专注大赛项目与产业发展以及专业建设融合。 

2.主持多项课题，致力于教学资源的成果转化。 

3.作为核心成员参与构建职业能力培养的“三融合”体系。 

8 

姓名 段标 单位及职务 

南京市玄武中等

专业学校 

无 

专业技术职称 
正高级

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主持了中等职业学校三个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工作。 

2.作为核心成员积极打造专业能力提升“三通道”项目，带动全省教师共

同发展。 

3.组建江苏省网络技术名师工作室，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推动成果辐射。 

9 

姓名 陈辉定 单位及职务 

江苏省丹阳中等

专业学校 

系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高级讲

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1.积极参与中心组的教科研活动，负责学校省现代化专业群、省现代化实

训基地建设。 

2.参与省教科院组织中职学业水平测试指导委员会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

标准的研发以及计算机基础课程标准修订。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贡

献 

1 

1.聘吴访升为工作室特聘教授指导师资专业能力培养。 

2.学校组织团队参与构建专业发展“三驱动”机制，设计职业能力培养“三融合”

体系，打造专业能力提升“三通道”。 

3.学校遵循“三跨三化”教师专业发展机制，为信息技术类教师提供“菜单式、模

块化、开放型”培养培训项目。 

4.学校参与开发了人才培养方案、多门课程的课程标准、实训装置、教材、辅助教

学视频、微课等课程资源。 

2 

1.组建专家工作团队，投入专项资金，出台信息技术类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研究的相

关章程。 

2.构建“三跨三化”教师专业发展机制，促进省域内中职校信息技术类教师专业发

展水平全面提升。 

3.组织团队参与构建专业发展“三驱动”机制，设计职业能力培养“三融合”体系，

打造专业能力提升“三通道”。 

4.承担教育部等活动向来自全国同行介绍我校师资专业能力发展路径，开展探讨和

交流活动，与兄弟学校分享成果。 

3 

1.建立江苏省职教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实验区、江苏省重点建设产业学院、江苏省现

代职教体系贯通培养等省级平台 20余项。 

2.学校组织团队参与构建专业发展“三驱动”机制，设计职业能力培养“三融合”

体系，打造专业能力提升“三通道”。 

3、组织信息技术类博士、教授参与江苏省技能大赛、省职教行执委等教研共同体，

共研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将行业标准、技能竞赛贯穿于人才培养，重构课程体系，推

进教学内容改革，全省推广提升专业人才培养水平。 

4 

1.组织团队参与构建专业发展“三驱动”机制，设计职业能力培养“三融合”体系，

打造专业能力提升“三通道”项目，为该教学成果研究和推广提供必要的条件。 

2.组织学校教师参与教学研究，支持教师开展课题研究、论文发表、开发网络课程、

数字化教学资源，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各级种类教学比赛并取得较好成绩。 

3.支持教师利用各种平台开展交流学习，积极利用培训平台加强与全省其他兄弟学

校的沟通与交流。 

5 

1.教科院发挥教育科研优势，依托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的资源优势和师资力量，整合

全市的相关资源，积极推进“三融合”策略，构建信息技术类教师专业发展与产业发展

同步新机制。 

2.积极推进与中高职的合作新机制，由专家团队积极联系企业承接企业横向课题，

共同参与企业工程项目。通过坚持“项目驱动、多向协同、榜样示范、共同发展”，省

域内整体推进信息技术类教师专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