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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

业，加强职业教育，统筹配置城乡师资，建好建强乡

村教师队伍[1]。2018 年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提出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

事业，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2]。农村中等职

业教育在国家职业教育中占领着重要的位置，但是

农村中职教育仍有其局限性，如消息相对闭塞，硬

件相对落后，师资素质偏低等问题。为贯彻落实职

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H 省于 2017 年申报特

色项目———“贫困县市（区）和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

精准培训”项目。根据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职业院

校实际情况，以学校为单位单独组班，遴选骨干教

师组成专家团队“送培到校”。在全省本科和高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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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遴选骨干培训专家团队到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

中职院校开展点对点培训，该项目已进行两年，为

偏远地区的农村中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提

升起到了有效的帮扶作用。

1 部分农村中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存

在的问题
1.1 职业倦怠较为常见

中等职业教育是属于职业教育范畴的一个层

次，其主要为了培养一线生产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区别于高等职业教育，其属于高中阶段的分流[3]。中

等职业教育的教师任务繁重，除教学外还要兼任班

主任等其他任务，本身教学任务和校内事务较多，

无法潜心学习研究职业教育理念。部分专业教师为

年轻教师，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到学校教学，并没有

从企业或者生产一线过渡，实操能力有限，导致“双

师型”教师匮乏，在进行专业教学过程中心有余而

力不足。中职学生大部分文化基础较为薄弱，自我

学习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学习热情不足，导

致中职教师备课、授课难度大。由于农村中职的环

境受限，相较城区的学校，教师较难获得外出继续

深造或者去企业进行跟岗、顶岗学习的机会，个人

提升受阻，发展空间受限，给教师带来较大的压力，

种种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导致中职教师容易产生

职业倦怠[4]。

1.2 课堂教学模式仍旧传统

农村中职教师课堂建设的意识薄弱，课程教学

理念和研究能力匮乏。部分教师对于教育基本理念

和教学方法的认知和重视性不足，将教书育人看成

一个铁饭碗，只注重眼前的任务完成，而对于长远

发展欠缺考虑。部分教师只是将书本上的知识填鸭

式地灌输给学生，较少思考如何用更好的教学方法

进行知识传递，依旧采用老师讲课、学生背书、考试

做题的传统教学方式，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对之前

老旧的模式进行更改。部分教师对于前沿的职业教

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研究也较少，教研教

改论文的撰写仅仅只是因为职称的需要而不是出

于对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5]。

1.3 信息化辅助教学较少普及

大部分农村中职院校互联网已普及，在中职教

师中，部分教师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资料，但

是因为信息加工处理能力弱，无法将信息进行提

炼。比如网上有合适的视频、图片等多媒体资料，但

不少教师因信息加工能力受限无法对其进行合理

的筛选、处理和整合，导致教学资源库资料匮乏。其

次，部分教师没有把信息技术应用到日常教学中的

习惯，仍使用传统的 PPT。或者部分老师因为畏难

的情绪，不愿进行改变，在平时上课中较少或者完

全不用新的信息化技术，从而缺乏实践经验，限制

了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和发展。此外，由于农村

学校硬件跟不上，如网络不稳定、设备陈旧等因素

也打击了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探索的积极性[6]。

2 精准扶贫培训项目实施
2018 年，H 学院与本省 X 职业中专签订精准

扶贫协议，正式确定其为精准扶贫院校，开展“送培

到校，精准扶贫”系列工作。

2.1 深入中职调研，精准定位

在进行培训之前，为了充分了解 X 职业中专

的具体情况，以便及时调整培训方案，培训项目组

对该校进行前期深度调研。在调研统计中发现，此

次培训班正式学员 30 人，女性居多，占 76.67%，初

级职称偏多，占 40%，25 岁 -30 岁占 83.33%，基础

课老师占 40%，专业课老师占 60%。

2.1.1 信息化教学软件使用情况统计

在信息化教学软件的使用过程中，基础性的如

QQ、微信等网络通讯工具使用较为广泛，70.59%的

学员能够使用其进行教学，64.71%的学员能够熟

练使用百度、谷歌等检索工具，58.82%的学员能够

熟练下载文件、视频，但对于较为复杂的蓝墨云等

网络教学平台、PS 等图象或动画处理软件、虚拟仿

真软件、交互式电子白板等多媒体教室设备熟练使

用较少。

2.1.2 阻碍教师课题教学发展的三大因素统计

在教师自身认为的阻碍教师课堂教学发展的

因素中，缺乏现有资源和课堂教学融合的知识与能

力、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及设备限制以及工作忙或教

学压力大没有精力和时间占据前三位。

2.1.3 学员期望学习方式统计

在学员期望的学习方式调研中，最受欢迎的是

基于案例的互动式培训，其次是教师研讨交流，同

时线上学习、校际观摩学习和专家讲座也颇为关

注。在最后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建议中，技能培训、

专家指导占了意见的大多数。

根据调研结果，精准分析该校教师教学问题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为年轻教师，专业建设

和课程教学设计方面较为生疏；二是教学偏理论轻

实践，教学活动组织与实施的有效性方面欠缺；三

是信息化教学工具的使用相对欠缺。对于本次扶贫

培训，他们期望灵活多变的学习方式，并且具有较

为浓厚的学习兴趣，对此次培训也颇为期待。

2.2 制定授课内容，精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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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期调研的基本情况，团队成员合理修订

培训方案，精准确定培训内容实施以有效解决问题

为目标，制定课程改革、课堂教学、信息化教学三个

核心模块，其中涉及到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堂教

学单元设计、PPT 制作、Camtasia 等微课制作软件

的授课内容，以帮助中职院校教师实现专业课程教

学能力全面提升，具体内容详见图 1。

图 1 “送培到校，精准扶贫”培训内容结构图

培训的过程中，教师培训和学员的学习方式多

样，非传统灌输式培训模式。将主题精讲与分组讨

论穿插进行，实战演练与案例分析合理安排，传统

的课堂教学与蓝墨云班课等线上平台结合，分层培

训与自主探究充分融合。培训教师两人一组，一主

讲一辅助，学员协作学习，共同提高。

通过培训，使学员了解了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与

政策要求，学会课程改革思路，会对一门课程进行

整体设计，会对一堂课进行教学设计与实施，会对

课程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施。因此，根据教师

培训情况，依据教学内容确定参培学员最终需提交

的物化成果，做到及时考核，及时批改，及时反馈，

及时调整。如图 2 所示。

图 2 “送培到校，精准扶贫”参培学员所需提交物化成果图

2.3 及时跟踪回访，精准帮扶

短期的到校培训结束并非“精准扶贫”的结束，

在培训结束完成，培训师定期通过 QQ 群、微信群

等互联网远程手段继续辅助学员的学习和答疑。在

培训结束后的两个月，X 职业中专特意到 H 学院

进行回访交流，安排了其要求的班主任管理、招生

就业等内容的专题讲座，同时根据其专业特色，分

管理类、工科类等专业及人事等行政管理部门进行

点对点的小型交流，在回访过程中，共商中高职衔

接、省级项目培训等后续合作事宜。

因此次培训院校重视、组织得当，在培训结束

后，许多老师表示有丰富的收获，没有用过信息化

教学手段的老师学会了使用问卷星进行调研、用蓝

墨云进行授课；部分老师对课标进行修改制定，并

完成了第一堂微课的制作；部分老师成功立项了市

级课题。然而，短期培训结束后“帮扶”工作仍然没

有结束，培训讲师通过 QQ 和微信等通讯手段对学

员的知识应用情况进行及时了解并对应用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答疑。

3 精准扶贫培训提升农村中职教师教学能

力途径
3.1 因地制宜，1+X 多元化培训

精准扶贫提升农村中职教师教学能力需要精

准对接。中职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要考虑三个方

面：一是农村中职学校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在师

德、知识、技能这方面有特殊性质的基础性要求；二

是农村教师的自我发展空间及空间扩大的可能性，

其决定于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教学水平和学习理

念；三是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最终目的是更好的教

书育人，教师培养要与学校和社会对教师的职业要

求合理对接[7]。出于农村中职教师提升教学能力的

角度，对其进行培训的时候，可以采用 3+X 的模

式，即 3 个固定模块 +X 的特色模块。本次培训过

程中，发现老师除了对培训的三个内容比较认同之

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例如，如何更好更快

地申报课题，如何进行自我心理调整，如何有效地

进行班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保留课程改革、课堂

教学、信息化教学这个三个基础性的模块，根据扶

贫对象的需求一校一方案，全方位、针对性的因地

制宜地进行特色化培训，如师德师风建设研讨、教

师心理素质培养与提升、课题申报、技能大赛辅导

等内容。

3.2 对症下药，实施差异性培训

对于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科和不同需求的教

师可以分批次实施差异性培训。如对于一些理工科

的专业教师，可以重点在于虚拟仿真软件应用、技

能提升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一些基础性的数学、英

语学科因线上资源丰富，可以培训网络信息处理等

方面的内容，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改善相对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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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8]。根据教师的层次，可以适当开设适合刚入职

年轻教师的基础课程如教学法、教学设计等，对于

具有一定基础的老教师，可以开设课程建设、课题

申报等方面的内容。使教师能够充分将学科知识、

教学方法和信息化教学手段充分融合，并不断提升

进步。

3.3 有限培训，无限帮扶

精准扶贫的培训受到时间限制，在短期内可以

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扶贫”定是无限的帮扶。在

短期培训结束后，可以以互联网开展远程跟踪服务

和定期回访交流活动，援助受培教师的后期学习和

发展。可以适当安排送培中职到培训院校进行学习

交流，根据受培院校的专业设置情况，让培训院校

优秀的教师与送培中职对应专业的教师形成“师徒

结对”，纳入到“传、帮、带”体系之中。同时可以继续

对送培中职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指导和科研指导，共

建技能培训基地，培训院校对送培中职的老师和参

加技能大赛的学生进行技能指导，对于送培中职学

校的省级项目、技能竞赛和教学竞赛给予一定的助

力。采用多样化的精准帮扶手段，助力农村中职教

师教学能力全方位提升，以远程跟踪服务为基础，

援助受培学员的终身学习和发展。

4 结语
H 省贫困县市（区）和偏远地区学校精准培训

项目从 2017 年立项开始已推行两年，2017 年、

2018 年的培训都已圆满结束，并且效果显著，许多

中职院校教师参训后立项课题或者参加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取得优异的成绩。2019 年的培训正在继

续，如何更加精准组织培训模式，如何进一步提高

培训效果，减少老师之间的差异性，信息化教学手

段在中职学校日常教学中是否能有效实施是下一

步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Z].2018-

01-02.

[2]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Z].

2018-09-26.

[3]谭素.职业教育现代转型背景下中职教师教学理念的创

新[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7.

[4]杲超.中职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研究[D].淮北：淮北师范大

学，2018.

[5]韩志雄.中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方式探索[J].教育

现代化，2018(47):357-358.

[6]于飞,苑晓博,张冰洁.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化发

展[J].职教通讯，2016（4）:66-71.

[7]谭怀芝.乡村中职学校卓越教师养成研究[D].长沙：湖南农

业大学，2017.

[8]赵悦,龙菲.成人教育中网络学习资源共享模式研究[J].湖

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8）:32-34.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中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