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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职业教育省级名师工作室建设为背景,围绕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教师教学

团队、优质课程资源、就业创业意识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探索,以期为工作室建设提

供优化路径及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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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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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职业教育现代化,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让职业教育“香起来”“热起来”是当前国家发展职业

教育的重要政策与举措。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简
称工作室)是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由校企名师、青
年教师及优秀学生共同构建的学习实践平台,以研

究为主体,通过名师引领、资源共享,促进专业发展

和教学质量的快速提升。甘肃省在2018年开展第

一批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遴选工作,旨在培育一批

有绝活、善育人的“双师型”教学名师,并在教学团队

建设及科研水平的提升中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将工

作室建设纳入技能甘肃内涵项目,推进全省职业教

育发展。本文结合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畜牧

兽医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以甘肃省职业教育李

和国名师工作室为依托,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双
师型”教学团队建设、优质课程资源开发及学生就业

创业意识培养等方面阐述工作室在畜牧兽医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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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发挥的引领示范效应,对职业

院校名师工作室建设提出一些参考和借鉴的思路。

1 工作室建设目的

高职院校名师工作室是一类以青年教师成长成

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教学平台,能够将教育、教学、
科研、技能及社会服务等教学因子聚集起来,以团队

教师专业方向和个人特长作为根基,充分发挥其在

专业领域方面的指导作用和服务效能。工作室搭建

以后,团队教师能够破除专业结构知识的瓶颈,感受

到研修学习的浓厚氛围,激发学习成长的内驱力,以
专业引领和示范辐射为主要职能,推广先进的教育

理念及方法,实现团队教师共进的发展目标,成为高

职院校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和骨干教师成长成才的

基地。

2 工作室建设问题

2.1 目标定位问题

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是职业院校青年教师成长

的“孵化器”,是提高“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创新

举措。工作室建设过程中要找准工作室在专业发展

中功能与作用,深入思考如何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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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及专业建设发展,在课题申报、教学改革及服务产

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权衡,让团队成为专业发展的指

导者、教学改革的引导者及产教融合的践行者,共同

促进团队成员的成长成才,而不是把工作室建成仅

供参观的展品,失去工作室建设的初衷。

2.2 专业发展问题

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由师德素养高、职业能力

强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领衔组成,团队成员多是学

科带头人,比较关注产出效益,偏重于论文发表、课
题申请及竞赛获奖等,要把专业发展和行业职业发

展紧密结合存在较大难度。因此,要思考如何发挥

工作室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框架、校企合作平

台等方面的指导作用,为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发展

出谋划策,真正成为产学研相结合的共同体。

2.3 教师培养问题

教师专业技能及教学水平的提升是教师在成长

过程中的沉淀。职业院校青年教师在教学上缺乏经

验和锻炼,尤其是专业实践能力薄弱,工作室如何制

定科学的教师培养计划,以产、学、研、培等活动为载

体,实施传、帮、带于一体的培养体系,推动教师教学

改革的创新能力、社会培训服务能力及对学生创新

项目的指导能力等方面做到均衡发展,提升教师专

业能力发展,培养成为新时代“职业工匠”。

3 工作室建设成效

3.1 专业建设及师资队伍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以工

作室为依托,按照校企协同、课岗融通、精准教学、无
缝就业的专业建设思路,基于“现代学徒制”和“企业

新型学徒制”教学模式,对接职业资格标准,创新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将课程内容与企业生产流程标准相对

接,融入思政、创新及创业元素,不断提升专业育人效

果。经过4年的建设,畜牧兽医专业在省级特色专业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措施、细化内容,评为国家级职业

教育骨干专业、省级职业教育骨干专业、“课程思政”
示范专业、创新创业试点改革专业及甘肃省“双高计

划”高水平专业群;同时以省级特色专业建设所形成

的成果《职业院校“工学一体化”育人模式改革创新—
以畜牧兽医省级特色专业建设为例》评为甘肃省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更加凸显了在工作室引领下,
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改革成效显著。

教师是专业人才模式培养改革的践行者,为了提

升工作室教师专业技能操作水平及“双师型”教师比

例,通过企业实践锻炼、职业素质提升培训、职业技能

竞赛及专业技术培训服务4项措施,努力培养教育教

学能力与专业技术技能集于一身的讲师、技师、名师

和大师4类工匠之师,以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和技艺

技能传承创新工作室2类工作室为主,形成了促进教

师发展的“442”教学团队模式。经过工作室团队教师

的坚持与努力,以工作室主持人领衔的畜牧兽医教学

团队获批为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以工

作室成员主持的中兽药开发与应用技艺技能传承创

新工作室、宠物美容与护理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工作室

获批为省级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工作室,发挥了工作室

在培养教师成长成才的引领示范。

3.2 优质课程及教材建设

建设优质课程和教材资源是促进专业发展,提升

教师业务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课程建设上,工作

室协同组织专业骨干教师及企业专家,高水平建设了

现代养猪技术等6门畜牧兽医专业类平台课程,其中

《宠物美容与护理》课程评为省级职业教育在线精品

课及创新创业教育慕课,《现代养羊技术》《动物诊疗

技术》课程评为省级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基于工作

室的专业教学改革中,整合并拓展了宠物养护与驯

导、畜牧兽医等专业部分课程内容,开发了宠物美容

与护理、宠物饲养等一系列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的新

型态融媒体教材;同时对接岗位操作,紧盯畜牧产业

升级新需求,以畜牧兽医专业(养猪方向)为试点,校
企合作共同研讨制定符合职业工作岗位的课程体系,
编写了猪的生产工艺与设计,猪的生物安全与保健,
猪的设施设备与使用等8本校本教材。

 

3.3 学生素养及创新意识

工作室紧密对接畜牧兽医行业企业对毕业生的

需求及标准,重视专业技能教学与实践,强化学生专

业技能训练,结合专业特色及区域产业发展,以“陇
牧”科技支农宣讲团为载体,紧紧围绕“科技支农”主
题开展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专业能

力及才干技能,传承工匠精神,让学农、爱农、崇农的

情怀扎根于心底,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推进畜

牧产业兴旺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以学生为主体

开展的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项目先后获得中国大学

生在线、团中央学校部等表彰奖励12项,5支团队

被评为省级社会实践优秀团队,走出了一条卓有成

效的实践育人之路。
就业创业意识培养是促进畜牧兽医类学生投身

于乡村振兴及自主创业的关键措施之一,工作室依

托“挑战杯”系列竞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大赛及

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等各类大赛,积极构建校赛、
省赛、国赛“三位一体”的技能竞赛机制,大力培育学

生就业创业意识,着力培养技术技能过硬的优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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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和优秀教师,促进学生技术技能水平整体提升。
近年来,工作室培养的学生自主选择参与就业创业

竞赛的比例达到85%
 

以上,获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奖

项30余项,在技能竞赛过程中,让学生的专业认同

感、学科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3.4 社会服务及产业指导

积极对接甘肃省六大特色产业和武威市八大生

态产业发展项目,工作室通过科技研发、技术推广、
人才培训、产业指导4项措施,促使政、校、企、行4
方联动,提升专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形成了

“244”社会服务体系模式。在社会服务及产业指导

方面,工作室面向生产、教学及服务一线,发挥团队

成员协同优势,一是通过现代养猪、现代养鸡、现代

养牛、现代养羊4个科技服务团队,围绕畜禽生态高

效健康养殖及疾病防治技术等方面,编写新型活页

式和工作手册式教材培训教材,在古浪县、永登县及

精准扶贫对接点环县等地区开展职业培训和技术指

导40余场次,助推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二是

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开展科技咨询和技术

服务,与武威普康养殖有限公司、武威远大饲料有限

公司等企业联姻进行产品研发、产业指导,发挥职业

教育名师工作室的“智力库”“人才库”作用。

4 小结

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以推动专业建设发展为统

筹,以提高教师专业素养为导向,将人才培养放在重

心工作之上,通过教学效能提高、科研水平提升等活

动,不仅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渠道,带动人才培养

质量,也确保工作室与教师成员能协同发展,加速区

域产业的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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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9页)
要想芦丁鸡产蛋量高,必须保证充分的钙和蛋白质

摄入。面包虫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是芦丁鸡非常

喜爱的食物。可网购1~2
 

cm长的小面包虫直接投

喂,每只鸡每日投喂10条左右,不能饲喂过多,否则

易引起消化道疾病。

5.3 卫生、保健及注意事项

室内养殖芦丁鸡,由于保温灯的作用,芦丁鸡的

需水量较高,每日饮水量较大。水质保持清洁非常

必要,一般清洁的自来水即可。在使用自动饮水器

时,做到1~2
 

d清洗一次饮水器,并每日更换一次

清水。
养殖过程中做到定期消毒,最好在更换发酵床

垫料时,对养殖箱、产蛋窝、造景物品、取暖灯等进行

彻底的消毒。可选购戊二醛癸甲溴铵溶液,配制成

0.5%的浓度进行喷洒和擦拭,达到杀灭病原微生物

和除臭的目的。
家庭养殖成年芦丁鸡由于和外界接触少,一般

不需要进行免疫接种。在网购35~50日龄的芦丁

鸡时,最好查看商家的父母代芦丁鸡的疫苗接种

凭证。
此外,芦丁鸡可以短距离飞行,在饲养和消毒过

程中,尽量减少对芦丁鸡的惊吓,否则芦丁鸡极易受

惊吓飞走;抓取时尽量柔和,减少抓取时造成的脱毛

和外伤。

6 结语

饲养迷你、可爱的芦丁鸡除了需要了解饲养管

理的方法和要点外,还需要畜主的耐心和关爱。不

能因为工作、学习等原因,而忽视养殖环节。饲养芦

丁鸡不仅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的欢乐,还可以收获鸡

蛋;后期还可以体验受精蛋的孵化、育雏等乐趣。相

信随着芦丁鸡在城市家庭养殖普及率的不断上升,
商家的销售量也会不断上升,芦丁鸡养殖的产业链

也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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