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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文件 
川教研〔2024〕60 号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公布第四届西部 

职教论坛交流论文及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改革 

典型案例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征集第四届“西部职教论坛”交流论文和职业教

育质量评价改革典型案例的通知》要求，论坛组委会组织专家对

征集论文（案例）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了评审，

四川省共有 100篇论文获奖，其中，一等奖 17 篇，二等奖 33篇，

三等奖 50篇。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第四届西部职业教育论坛论文及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四

川省获奖名单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4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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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西部职业教育论坛论文及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四川省获奖名单 

序号 题目 作者 作者单位 获奖 

1 现代职业教育新格局下聚焦“双新”的中职教师培养路径的探索 何吉永、阚能昌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一等奖 

2 中职学生品德素养自主提升的实践研究 刘杰、秦睿、翟猛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3 四维一体：中职名师名校长专业成长新视野探索与实践 罗海、潘光全、王薇 四川省叙永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一等奖 

4 “五维合一”培育职业教育“良匠之师” 汪芳、唐军 四川省绵阳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5 产业升级背景下的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重构 
马友惠、赵晓鸿、李文路、谭

宏鹰 
四川省旅游学校 一等奖 

6 
优课程 革课堂 智评价——中职高品质课堂助推高品质学校建

设的实践探索 
何晓明、熊燕、王艳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7 
新时代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四川中职教育

为例 
李文峰 四川省剑阁职业高级中学校 一等奖 

8 如何将现代教育媒体资源运到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语文课堂 夏明春 四川省犍为职业高级中学 一等奖 

9 高校托管促进中职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审思与行动路向 张兴华、赵斌刚 
四川省东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四

川轻化工大学 
一等奖 

10 基于内涵分析的中职学生学习力提升策略初探 张涛、林菊、张源媛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 一等奖 

11 重构课堂提高质量 徐华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12 党建引领下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 崔勇 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 一等奖 

13 
企业真实项目助力“育训结合”高效课堂实践探索——以计算机

平面设计专业教学为例 
白鱼江、周莉莎、杨灿 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 一等奖 

14 “三全育人”视域下中职思政教育实施与优化 付红梅、王建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一等奖 

15 党建引领名校长工作室高质量发展 李颖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一等奖 

16 新时代中职课堂教学改革的层次逻辑与推进框架 张文龙、李华倩 《教育科学论坛》编辑部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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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职高品质课堂教学情况的调查研究——基于教师与学生问卷

结果的分析 
谢颖 《教育科学论坛》编辑部 一等奖 

18 国控专业设置管理背景下中职幼儿保育学生专业认知研究 徐敏、刘蓉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19 高职院校智慧图书馆建设创新与实践 姚波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0 从教与学变革视角谈谈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改革 邬利萍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二等奖 

21 构建雁阵格局、助力众雁齐飞 傅洪成 四川省资中县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22 新课程标准背景下中职整本书阅读教学实施策略分析 李静、唐德贵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23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与多元评价制度研究 朱红宇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24 
中职学校文化的特性挖掘和建设策略——以四川省威州民族师

范学校为例 
崔仁益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 二等奖 

25 浅谈成果导向的中职专业教学诊改策略 李梁雅 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26 浅析课程思政在中职语文专题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杨露、蒲瑶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二等奖 

27 
因地制宜 打造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中职学校劳动教育模式研

究 

唐军、罗发义、吴越强、陈阳、

陈朝兵 
四川省旅游学校 二等奖 

28 中职英语课堂教学从有效走向高效 邓华、周艳君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29 在中职礼仪教学中融入美育教育的实践探究 杨峥嵘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30 学校建筑专业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赵晓珊、杨宝玲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31 中职课程有机融入“课程思政”的困境与出路 李培蓉、王行、张庆远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二等奖 

32 “4HPMA”模式的区域顶尖教师建设及实践 张兴林、李勇生、李思勇 四川省剑阁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33 
中职语文高品质课堂的本色、底色和特色——以《念奴娇·赤壁

怀古》同课异构为例 
蒋光明 四川省德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二等奖 

34 
探究计算机思维的培养与项目教学法在中职办公软件课程教学

中的应用 
沈括 四川省档案学校 二等奖 

35 
民间传统工艺专业“双元五共”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践研

究——以石雕传承人培养为例 
王三刚 四川省档案学校 二等奖 

36 高品质学校文化建设“四部曲” 王成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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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职学校党史学习教育“三模块、三层次”实施路径的探究 但家明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 二等奖 

38 一例手机网络游戏成瘾中职生的心理咨询分析报告 宋科友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二等奖 

39 
高品质职业院校“三师型”教师全周期培养策略——以计算机应

用专业为例 
何仕海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二等奖 

40 元宇宙背景下的虚拟职业技术赋能职业教育思考 兰松柏、银健 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 二等奖 

41 以“案”促学模式下中职语数外教学质量的实践研究 吴文杰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二等奖 

42 中职高品质课堂的时代要求、价值判断与实施路径 彭远斌、游晓英 
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泸州市纳

溪区江南职业中学 
二等奖 

43 中职“双师型”教师“五阶五维”培养体系实践研究 彭升齐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44 中职教研活动对标“三教”改革实效性的策略 孙海燕、李金洲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5 构建产教融合升级的专业与产业联动机制 邓方成 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6 
1+X制度下中职护生老年照护职业意愿调查及培育对策——基于

四川省 2344名中职护生数据分析 
朱琳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二等奖 

47 积极心理学在化解中职课堂冲突中的应用 夏燕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8 基于三教改革的中职课堂教学改革——以学历案为例 付瑜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二等奖 

49 中职学校学历案“三六三化”设计策略实践探究 刘婷、李德生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二等奖 

50 信息技术赋能产教融合的实践探索 陈林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二等奖 

51 
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探索——以自贡职业技

术学校为例 
钟淦彬、易晓洁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52 
“一核四步三阶梯“职业精神培养模式融入中职思政课程的探索

及实践——以《哲学与人生》课程为例 
刘瑶、陈雅维、唐建辉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53 家校社企“三段四融”协同育人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王芬 万源市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54 三教改革背景下职业学校汽修专业教学评价模式探究 魏来 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55 基于任务驱动法的中高职《仓储与配送》教学策略探究 张静 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56 “生动语文”实践探索 熊忠有 四川省资中县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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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五育并举下中职学校专业技能考核评价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以宜宾市 Z中职学校为例 
荣凤萍、温小琼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58 
深化产教融合内涵 切实提升学生职业适应能力调查研究———

—宜宾 A职校现代服务系到智能终端 X企业工学交替调查研究 
杨宇燕、黄兵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59 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探究 崔宇翔 四川省盐业学校 三等奖 

60 新形势下中职电工电子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考 李渊明 四川省盐业学校 三等奖 

61 中职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芸绮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三等奖 

62 中职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与对策的调查研究 王小燕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三等奖 

63 基于互联网+形式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黄梅、王璐瑶、潘志阳、刘敏、

张建军、张宇 
四川省武胜万善职业中学校 三等奖 

64 教师对中职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影响 冉珍珍、李龙鹏 四川省武胜万善职业中学校 三等奖 

65 
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新时代卫生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方法研究 
王婵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三等奖 

66 文化回应性教学在中职学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谢琳 四川省旅游学校 三等奖 

67 提升农村中职学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思考 王良生、徐春玲、陈俊洋 四川省邻水县职业中学 三等奖 

68 
高品质中职学校“3+2+1”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践——以乐山一

职中会计事务专业为例 
马强、孔凤、徐嘉蔚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69 
打造星光班级、培育五星学子——幼儿保育专业“星光班”班级

建设方案 
李芳旭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三等奖 

70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心理健康课程实施策略 李烨、许科 四川省犍为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71 中职民歌艺术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教学探析 喻洪 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三等奖 

72 职普融通背景下职业体验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汪莹、罗良刚 四川省东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73 中职学校党建引领落实立德树人的实践探究 李华麟、张映倩 四川省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74 新时代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劳动教育现状初探 陈昌慧、郑兴国 四川省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7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王素群、李晓娟、何思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 三等奖 

76 中职数学教学中思政因素的挖掘性研究 周洁蓉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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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乡土文化融入中职班级建设的路径研究——以四川省苍溪县职

业高级中学为例 
熊布庭、肖琼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78 
融入计算思维的计算机问题驱动教学模式探索——以 photoshop

教学为例 
刘晓艳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三等奖 

79 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学校智慧平台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路径探索 林静、王海利 四川古蔺职业高级中学校 三等奖 

80 基于教育信息化 2.0战略的中职语文课程思政路径探究 张娟 四川古蔺职业高级中学校 三等奖 

81 共同体理念下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与实践策略研究 张炳武、李成军、陈金平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三等奖 

82 2.0信息技术在中职语文线上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何艳 沐川县中等职业学校 三等奖 

83 
“校企合作”项目合页式中职校本课程开发研究——以《电工技

术基础与技能》校本课程的开发为例 
曾明平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84 大思政视角下中职思政课程融入劳动教育的路径探索 罗学勤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85 课程思政背景下中职体育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陈吉云、钱曦晨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三等奖 

86 
深挖思政元素  创新教学模式  培养优秀人才——语文课程思

政实践研究 
王军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87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建筑材料》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与实践 刘瑞雯、袁菲 成都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88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中职学校建筑材料与检测课程实训教学

的优化对策 
王飘、彭梦姝 成都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89 
中职医学检验专业血细胞形态课例研究——以认识外周血正常

白细胞为例 
陈晨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三等奖 

90 
中职药剂专业的药理学课堂实践革命案例——以抗炎平喘药为

例 
曾礼蓉、于素玲、周婷婷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三等奖 

91 高技能人才现状、问题及培养路径研究——基于中职教育视角 袁雯 成都市新津区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92 
非遗进校园在中职学校的实践及意义——以成都市新津区职业

高级中学为例 
曾凤娇 成都市新津区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93 构建高品质中职学校、探究“劳育”现状以及改进策略 向辉 成都市新津区职业高级中学 三等奖 

94 
以学校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为抓手 推动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成都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陈一嘉、杜晋芳、舒勤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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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在中职《咖啡制作与服务》课程中构建“五育融合”实践路径育

人模式的探索 
冯丽娟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96 基于“立德树人”信念下中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分析 周毅姗、徐畅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97 
关于市域汽车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探究——以成都经济技术开发

区汽车产教联合体为例 
李焊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98 立德树人要求下的高品质学校育人方式改革 周运超、臧日华、刘肖卫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三等奖 

99 
行动导向教学法在中职学校旅游专业餐饮技能课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曾真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三等奖 

100 中职语文课程如何融入课程思政 陈世勇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