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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完成单位  集美工业学校 厦门德智双元教育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德中经济联合会  德国 IHK 吉森商会 

德国海外商会(AHK)上海代表处 

 

申报单位名称及盖章           集美工业学校           

 

申报时间        2022   年   5   月   10   日 

成果所属类别         中等职业教育        

 

福建省教育厅 制 



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1.09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 

《”定岗双元“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省级 

特等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3.12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 

《构建“四轮驱动”政产学研平台 探

索“五位一体”人才培养路径》 

省级 

一等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4.09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定岗双元”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 

国家级 

二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2014.09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双元本土的东风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级 

二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 

2018.09 2018亚太职业院校影响力 50强  
亚洲教育北京论坛组

委会 

2017.12 厦门市电工电子学科学科带头人 市级 厦门市教育局 

2019.08 名师工作室 市级 厦门市教育局 

2020.06 福建省职业教育教科研组组长 省级 
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 

2021.05 省级带教 省级 
福建教育学院职业教

育部 

2021.01 

2019年度福建省中职专业带头人领

军能力研修国家级培训 

优秀学员 

省级 
山东-巴伐利亚职教

师资培训中心 

2021.05 

厦门市职业院校教师教研科研能力

提升研究班 

优秀学员 

 重庆大学 

2018.08 
厦门市教育系统教育教学业绩突出

单项奖 
市级 厦门市教育局 

2021.09 厦门市先进教师 市级 
中共厦门市委 

厦门市人民政府 

2020.06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课赛结合导向的《先进制图与产品

重庆市市

级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数字化设计》模块化课程研究与实

践” 

2019.06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相结合的高职

《机械制造工艺与机床夹具》教学改

革与实践 

重庆市市

级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16.12 
中职电类专业课堂评价信息化的实

践与研究 

市级 

课题 

厦门市教育局中小学

教师继续教育办公室 

2020.9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课题 

新时代劳动教育背景下普职共建职

业启蒙课程的实证研究（进行） 

省级 

课题 

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11 
中职引入德国 AHK“学习领域”机电

课程中的三教改革实践研究（进行） 

省级 

课题 

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 

2021.08 

厦门市第二期中等职业学校学科带

头人 2021年度课题-集美工业学校

金工实训“新型活页式教材”开发

与实践效果研究（立项） 

市级 

课题 

厦门市教育局中小学

教师继续教育办公室 

2018 

《Dynamic Traffic Safety Grade 

Evaluation Model for Road 

Sections Based On Gray Fixed 

Weight Clustering》 

期刊 

Advances in 

Transportation 

Studies 

2018 

《Optimization of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期刊 ESAIC 

2018 

《Research  on  Genetic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期刊 ICVRIS, 

2009.03 从 3G望向 4G的到来 期刊 硅谷 

2014.05 
基于 ZigBee技术的新型教学实训中

心管理系统的设计 
论文 厦门大学 

2015.08 
基于 MOODLE课程的混合协作教学模

式探索 
期刊 福建轻纺 

2015.11 
一种 DMOS电流型升压芯片的部分设

计 
期刊 数字技术与应用 

2017.11 
中职理论课堂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

与研究 
论文 福建轻纺 



2021.01 
基于“创客式”教学模式的单片机

应用技术课程改革 

CN 

期刊 
数码设计 

2016.08 
基于 Every Circuit软件创新的电子

技术课程教学研究 

CN 

期刊 
无线互联科技 

2018.06 面包板在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职业教育

核心刊物 
职业 

2019.11 厦门市中等职业学校优秀论文 
市级 

一等奖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职教室 

2017.03 
论文《中职模具技能大赛对专业教学

的促进作用研究》 
论文 《福建轻纺》 

2016.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17.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国家级 

二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19.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18.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19.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 

国家级 

二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19.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19.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电梯维修保养 

国家级 

二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20.1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电气安装与维修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19.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电气安装与维修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织委员会 

2017.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数控综合应用 

国家级 

二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委会 

2018.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数控综合应用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委会 



2017.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模具制造技术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委会 

2018.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模具制造技术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委会 

2017.05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机械装配技术 

国家级 

二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组委会 

2021.06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机器人技术应用 

福建省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18.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19.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 

省级 

一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20.05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 

省级 

三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21.06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 

省级 

三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21.05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21.06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电梯维修保养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21.06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电气安装与维修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19.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优秀指导教师奖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19.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

护赛项优秀指导教师奖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17.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机械装配技术 

优秀指导教师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17.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机械装配技术 

省级 

一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20.05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现代模具制造技术-注塑模

具市赛 

省级 

三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17.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数控车加工 

福建省 

一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17.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数控车加工 

优秀指导教师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委会 

2020.09 中职技能竞赛信息系统 V1.0 软著 国家版权局 

2017.07 
基于安卓架构的物联网智慧交通边

坡预警系统 V1.0 
软著 国家版权局 

2017.07 
物联网智慧交通边坡预警分析软件 

V1.0 
软著 国家版权局 

2018.12 一种快速电路板焊点检测装置 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2021.08 一种小型无人船控制装置 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2017.1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交通边坡预

警系统 
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6年 5 月 

完成： 2022年 5 月 

实践 

检验 

时间 

起始： 2017年 8 月 

年限： 5年 

 



1.成果简介 

国家和福建省赋予厦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两大产业

战略性发展定位，产业需要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服务地

方经济，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集美工业学校从 2019 年 9 月份和

AHK 上海代表处合作，成立了 AHK 中德（厦门）职业培训中心。

通过系统引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先进理念、模式、标准和体系，

以三教改革为突破口，以德国职教标准引领，厚植德国双元制职业

教育学习领域课程的设计导向教学思想，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念，

以行动导向教学观，在边实践边研究过程中实证了基于 AHK 中德职

教合作项目构建“三转四融”学习领域课程教学体系相关内容。 

“三转四融”学习领域课程教学体系通过教师、教材和教法三个

维度的转型，实现传统学科系统化课程向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学习领

域课程教学体系转型。 

“一转”是教师向培训师的转型。将传统的讲授型的教师经过师

资培训、实践感悟、总结提升三个步骤转变教师角色，以“编剧”

身份开发学习情境作为备课手段，以“导演”身份导引课堂，打造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从讲授型向提供咨询服务的引导性启发性教学

为主的培训师转型；“二转”是将传统式的学科式章节性教材向活

页式工作页模式教材转型。将传统学科型课程知识体系解构，重构

基于工作任务、基于工作过程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和学习任务单；“三

转”是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法向以学生为

中心的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念的行动导向教学法转型。通过三个维



度的转型，实现知识本位课程向能力本位课程转型，构建复合能力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 

“四融”是在课程体系中“一融”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校企联盟

三方组成教学团队结合课程内容，深度挖掘规范意识、安全意识、

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内

容及企业文化、工匠精神等有机融入到教学各个环节，实现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二融”融入学业水平考试的教学内容。

重构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将高职招考学业要求有机融合在双元制

课程体系中，达到增量和提质的目标；“三融”融入德国双元制职

业教育教学的标准。依据德国 AHK 机电一体化师及工业机械师两个

德国教育（培训）职业教育（培训）条例，打造具有集工范式的“集

工标准”；“四融”融入职业素养提升的要素和内容，引入德国跨

企业培训中心和本地制造类企业的企业文化、安全、6S、职业意识、

责任担当等系列职业素养要素，为中职学生注入“职业之魂”。 

 



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构建体系性教育教学改革特区 

探索类型教育方式，进行体系性改革机制的改革和突破，在德

国标准的引领下建立本校“集工标准”。引入第三方考核质量监控，

开展 AHK 资格证书的两次毕业考试认证，解决传统的点状不成体

系的、微观的改革所带来效果得不到有效彰显，系统化、体系化、

国际化的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具体方法如下： 

①与 AHK 德国工商大会合作建设 AHK 中德（厦门）职业教育

培训中心，引入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标准； 

②开辟教学改革特区，成立 AHK 中德机械与 AHK 中德机电 2

类专业实验班，开发了 2 份中德合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③制订了 12 份针对实验班改革与运行的考核管理制度。 

通过国际标准引领、特区构建、建章立制为全面系统引入德国

职业教育理念、模式、标准和体系实现本土化创新突破了体制机制

障碍。

 

 



（2）推进教师、教材和教法转型，立足“三转”构建学习领

域课程本土化范式 

①组织 37 人次专业教师参加双元制系列师资培训，其中 21 名

教师通过认证获得 AHK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师资格（AEVO），

遴选其中 19 名骨干教师组建中德双元制本土化研究与实践的教育

教学创新团队。教师团队申报 2 项省市级教研教改课题并获立项。 

②通过教师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提升培训，教学团队厚植学习领

域课程的设计导向教学思想，基于工作过程、工作任务重新开发开

发 16 门学习领域课程，共计 72 个学习情境，编写了学习工单型、

工作页模式教材 8 本。 

③从教法上推动传统讲授型教师向实施行动导向教学的培训师

转型。 

在教师、教材和教法三个维度上立体推进传统学科系统化课程

向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课程转型，有效解决了传统三教中点状、

不成体系地改革带来的课程改革效果得不到有效彰显的痛点。这些

改变有效地解决了最大的职业教育师资痛点。 

融合创新教师团队在教法上也完成了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

灌输式教学法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念的行动导向

教学法转型。授课过程贯穿行动领域“六步法”原则。工作过程导

向，重点在行动领域、学习领域和学习情景中，实施获取信息、制

定计划、做出决定、实施计划、检查控制和评定反馈六步教学步骤，

并同步改变了传统学科体系架构。训练了学生资讯能力，培养了学



生工程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 

  

（3）构建“四融”学习领域课程质量规范 

①一融课程思政，将大国工匠、劳模精神等思政要素融入课程

教学设计；二融学业水平考试大纲，提质增效；三融德国双元制职

业教育教学标准；四融本地企业文化、5S、职业规范等职业素养。 

②将课程思政、学业水平考试大纲、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教学

标准及职业素养四类要素有机融入学习领域课程体系，开展四融教

学研讨会 12 次，制订了“四融”学习领域课程标准 16 份、教案 16

份、考核标准 16 份。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两化结合，扩外沿，提内涵，构建了“四融”

学习领域课程教学体系的质量保障。 

 



3.成果的创新点 

（1）突破了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边界 

创建人才培养特区及体系性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在本项目人才

培养特区中，在场地、师资、班级、人培方案、奖励机制、考核办

法六个方面开展了体系化的改革，做好顶层设计同时实证探索优化。

新建实训场地、配备认证培训师、招收特色实验班级、拟定不同策

略人培方案、政策积分奖励支撑、课证融通完成考核评价。 

（2）突破了驱动模式的边界 

建立教育行政部门驱动+AHK第三方质量监管+学校立项驱动+

教师团队成长需求驱动四方驱动机制。①经充分的调研论证，向教

育主管部门提出建设厦门 AHK 中德职业培训中心的请求，并得到

了同意批复，为本项目开展的先决条件；②加入 AHK 联盟并获得

苏州建雄职业学院的帮扶，协助项目顺利启动并在高水平层次实施。

由 AHK 上海进行毕业考核和质量监管确保了人才培养质量；③学

校高度重视教育教学改革，批复场地、资金和招生班级进行探索尝

试；④创新校企教师团队职教改革创新的内驱力成为本项目源源不

断的动力源泉。 

“四方驱动”的模式探索对类似项目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并

具有推广价值。 

（3）突破了教材形态边界 

发挥校、企、联盟三方“育人共同体”作用，实施“三对接四

共同”(教学场所与生产实际对接，教学内容与岗位实际工作内容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共同建设 DAT 能力训练系统、共

同建设教学内容，共同建设教学场地，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实现人

员互聘、设备资源互享、校园文化、国际标准和企业文化相互渗透

的“校行企互融共通”。 

在此基础上，开发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活页式教材和活页式

工作页。校企创新团队成员将分别属于机械、机电、电气、实训技

能的不同知识点变为知识元，在工作页的重构上打破学科边界，在

建构主义的指导下，将不同的知识元安排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既

保留了德国双元制课程的精髓，又融入了厦门职教特点和本校特色

项目，还增加了校企合作的技术改造方案演变为活页式工作页的内

容，这是教材创新的重要成果。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实践，我校两个 AHK 中职班 76 名学生

100%具备升入高职院校的资质，参与考取 AHK 国际认证的通过率

达到 96%，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在我校班级中名列前茅，综合素质

评价优秀率达到了 86%。 

 

（2）借助本项目的成功实施，我校先进制造产业系、智能控制产

业系、实训中心的液压气动课程、电气安修课程、PLC 编程课程、

焊接加工技术、数控机床实训等多门课程采用了本项目成果的方法

对传统课程进行了改造，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满意率提升 90%。 

（3）AHK 中德（厦门）职业培训中心召开了 4 次的线上线下国

际交流研讨会，分别邀请德中经济联合会副理事长、德国科隆工商

会常务外经委委员吴毅，吉森工商大会总干事长马蒂亚斯▪雷德博



士，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AHK 上海）总监白丽塔女士，德国

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AHK 上海）招聘、培训与职业教育部门总监

狄威海先生，德国马克斯▪艾特学校校长弗莱德海姆▪瓦尔特 

(Mr.Friedhelm Walther)、福格乐斯山学校校长霍尔格▪阿诺尔德 

(Mr.Holger Arnold)、马克斯▪艾特学校格特•赛伯特(Mr.Gert Seibert)，

AHK 总监狄威海举办了专题讲座《德国双轨教育的体系及其必要

性》、《德国“双元制”教育》、《AHK 在中国发展情况》、《双

元制本土化思路》。

 

（4）组织了对外师资培训活动，为淮南联合大学举办德国双元制

职业教育本土化师资培训，培训并获得 AHK 认证教师数达到 19 人。 

（5）多所省内外中高职院校到校考察，借鉴项目的开展机制和模

式。据统计实施两年来，共接待考察团队 40 余批次。其中包括福建

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重庆交通职院、淮南联合大学、厦门城市职业

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福建理工学校、厦门技师学院等。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孙跃岗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1. 7 
最后 

学历 
本科/ 工程硕士 

参加工作 

时间 
2003. 8 

院校 

教龄 
19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教务处主任 

工作单位 集美工业学校 办公电话 6 070392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学管理 电工电子 移动电话 1359951106 9 

电子信箱 
s u n y u e g a n

g @16 3. c o m  
邮政编码 36 1200 

详细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 22 号集美工业学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一等奖 

2021 年福建省技能大赛优秀工作者 



主 

 

要 

 

贡 

 

献 

1. 作为主要牵头人之一，完成了项目的调研、论证、请示、

申报、建设、管理、跟踪、反馈、提升等工作。 

2. 完成了三个学年课程资源本土化的引入工作。开展国际

交流合作，将德国双元制课程资源成体系化的引入本校。 

3. 完成招收实验班，并协调完成两个班级人培方案的修

订，为深入教学改革提供实验对象及实验路径。 

4.校内外宣传推广 AHK 职业教育改革模式，作为讲师完

成对外师资培训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二）完成人 

姓     名 
陈世鹏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05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94 ．08 

院校 

教龄 
28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一级实习指导教师 

现任党政 

职务 

先进制造产业系

主任/ 社会服务

与培训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 集美工业学校 办公电话 0592- 7790019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先进制造产业系主任/ 社会

服务与培训中心主任

/ A H K 中德（厦门）职业培

训中心主任，管理中心教学、

建设等，并承担双元制教学工

作，机械专长 

移动电话 139500876 21 

电子信箱 139500876 21@16 3.
c o m 

邮 政 

编 码 
36 1022 

详细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 22 号嘉庚大楼 6 13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1.负责筹建、建设并管理运营 AHK 中德（厦门）职业培

训中心；承担两工种的日常教学工作，并协助主要申报人完成

“三教改革”。 

2.负责“教师向培训师转型”的师资培训任务；负责“工

业机械工”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活页式教材的开发； 

3.负责机械类活页式教材及行动导向教学法推广及实施； 

4.负责组织及实施接待上级来访及外校调研任务。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三）完成人 

姓     名 
熊如意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8. 9 
最后 

学历 
硕士研究生 

参加工作 

时间 
2014 . 8 

院校 

教龄 
8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中德学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办公电话 19923737772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机电专业建设 

德国双元制本土化

项目实施与研究 

移动电话 19923737772 

电子信箱 6 916 076 84 @q
q . c o m  

邮 政 

编 码 
4 0226 0 

详细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祥福大道 555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1.深度参与厦门集美工业学校联合组建 AHK 项目“三转

四融”教育教学创新团队； 

2.深度参与厦门集美工业学校联合开发 AHK 项目课程资

源及完成第三方评价考核工作； 

3.深度参与厦门集美工业学校基于 AHK 项目联合申报相

关教研教改课题及成果。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四）完成人 

姓     名 
叶江玮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0.08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15.06 

院校 

教龄 
7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无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集美工业学校 办公电话 0592-7790019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A H K 中德（厦门）

职业培训中心教师，

承担双元制教学工

作，机械专长 

移动电话 15985847316 

电子信箱 
4 214 57794 @q

q . c o m  

邮 政 

编 码 
361022 

详细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 22 号嘉庚大楼 613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 

主 

 

要 

 

贡 

 

献 

1.负责 AHK 中德（厦门）职业培训中心日常运行管理工

作，承担部分 AHK 中德（厦门）职业培训中心建设任务； 

2.辅助拟定 AHK 中德（厦门）职业培训中心管理制度和

规范性文件； 

3.承担 AHK 中德（厦门）职业培训中心机械专业课程教

学任务；承担部分课程本土化转换、开发任务；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五）完成人 

姓     名 
陈紫晗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9.04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13.08 

院校 

教龄 
9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机电教研组组长 

工作单位 集美工业学校 办公电话 /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机电一体化教学与科

研 
移动电话 15396252158 

电子信箱 51297708@qq.com 
邮 政 

编 码 
361000 

详细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 22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设计二等奖 

2017 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实训教学一等奖 

2019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21 年福建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汇编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参与“基于 AHK 中德职教合作项目构建‘三转四融’学

习领域课程教学体系”教学改革项目的实践。主要负责机电一

体化工专业的课程建设及教学工作。按照项目的规划及要求，

制订学习领域课程标准，进行教学实践，并根据教学效果反馈，

对教学内容进行持续改进，同时注重将研究的成果推广到教学

应用中，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获得二等奖 1

次，三等奖 2 次。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六）完成人 

姓     名 
曹健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3.10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97.07 

院校 

教龄 
18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集美工业学校 办公电话 无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先进制造产业系教

师、A H K 中德（厦

门）职业培训中心培

训师 

移动电话 1379926 84 6 2 

电子信箱 
56 9134 314 @q

q . c o m  

邮 政 

编 码 
36 1022 

详细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 22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  

主 

 

要 

 

贡 

 

献 

1．全程参与 AHK班级课程教学和毕业考试。 

2．教学改革方面：依托工作页，以学生为中心，学科融

合、因材施教，学以致用，随学随用。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七）完成人 

姓     名 
彭福年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0.12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3.7 

院校 

教龄 
10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无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集美工业学校 办公电话 无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机械实训指导教师、

A H K 中德（厦门）

职业培训中心培训

师 

移动电话 
136 6 6 036 73

2 

电子信箱 
x mp f n @16 3

. c o m  

邮 政 

编 码 
36 1022 

详细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 22 号集美工业学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 年获得省级优秀指导教师 



主 

 

要 

 

贡 

 

献 

全程参与 AHK 班级机械大类课程教学和毕业考试。完成教

学改革方面的探索，重构工作页，以学生为中心，学科融合、

因材施教。探索性尝试评价方法和模式，探索对学生的增量性

评价方法，从五个维度掌握学生学习情况。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八）完成人 

姓     名 
景宏磊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3-10 
最后 

学历 
博士研究生 

参加工作 

时间 
2006-08 

院校 

教龄 
16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创新创业学院 

院长 

工作单位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 
办公电话 0592-6276721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软件开发与测试 移动电话 18750919919 

电子信箱 115297372@q q .
c o m  

邮 政 

编 码 
36 1024  

详细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孙坂南路 1199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6 年入选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计划 

2018 年入选福建省职业院校专业带头人培育计划 

主 

 

要 

 

贡 

 

献 

本人在本次教学成果奖申报过程中担任校企合作沟通、校

校主要撰写执笔人联系、国际化合作引入、课程资源建设等工

作，工作认真积极，在深度参与本项目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

本次申报的教学成果相关专业知识，对未来本成果的进一步推

广和迭代有了明确的方向。    

   本 人 签 名： 

2022 年 5 月 10 日 

 

mailto:115297372@qq.com
mailto:115297372@qq.com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集美工业学校 主管部门 厦门市教育局 

联 系 人 孙跃岗 联系电话 1359951106 9 

传    真 /  电子信箱 
s u n y u e g a n

g @16 3. c o m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 22号 邮政编码 36 1022 

主 

 

 

要 

 

 

贡 

 

 

献 

1.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政策，为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支

撑。 

2.开展国际化合作，积极与高水平学校、德中经济联合会

和 AHK 上海代表处沟通，引入德国双元制课程资源。 

3.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提供实验场地、实验班级，为具

体开展教学改革提供有力条件。 

4.探索“三转四融”模式探索，组建融合创新团队，积极

开展各项工作。 

5.大力宣传职业教育改革方向，以标准引领，规范先行的

理念，推动厦门市的职业教育的发展。 

 

单 位 盖 章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二）完 

成单位名称 

厦门德智双元教育有限

公司 
主管部门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联 系 人 曾知力 联系电话 13906 00576 8 

传    真 /  电子信箱 
13906 00576 8@q q

. c o m  

通讯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象屿路 97 号 

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D 栋 8 层 邮政编码 36 1006  

主 

 

 

要 

 

 

贡 

 

 

献 

厦门德智双元教育有限公司作为一家致力于引进德国双

元制优质教育资源、支持与服务国内职业院校改革与发展的

职业教育咨询机构，在本项目中参与共建培训中心、引入德

国 IHK 吉森商会、德国海外商会联盟 AHK 上海、德中经济

联合会 DCW、合作职业学校及各专业课程等教育教学资源与

专家顾问委员会资源，协助集美学校与德国两所职业学校签

订姊妹校合作协议，聘请德国职业教育及专业技术专家为学

校师资培养及教育教学等服务，对集美工业学校教育教学成

果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单 位 盖 章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三）完 

成单位名称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主管部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联 系 人 熊如意 联系电话 19923737772 

传    真 /  电子信箱 
6 916 076 84 @q

q . c o m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

祥福大道 555 号 
邮政编码 4 0226 0 

主 

 

 

要 

 

 

贡 

 

 

献 

1.与厦门集美工业学校联合组建 AHK 项目“三转四融”

教育教学创新团队； 

2.与厦门集美工业学校联合开发 AHK 项目课程资源并完

成第三方考核； 

3.与厦门集美工业学校基于 AHK 项目联合申报相关教研

教改课题及成果。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四）完 

成单位名称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主管部门 苏州市教育局 

联 系 人 岳向阳 联系电话 0512- 5394 06 05 

传    真 0512- 5394 0888 电子信箱 
y u e x y @c s i

t . e d u . c n  

通讯地址 
苏州太仓市科教新城健

雄路 1 号 
邮政编码 2154 11 

主 

 

 

要 

 

 

贡 

 

 

献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自 2007 年开始与 AHK 上海代表

处合作开展德国双元制实践以来，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探索，

形成了“定岗双元、三段互动、分站轮换”的职教模式与特

色品牌。2015 年联合 AHK 上海、国内大中专院校、部分德

资与民族企业合作成立了“AHK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联盟”，

同期作为联盟重要成员单位，开始与德智双元教育有限公司、

集美工业学校及重庆交通职业学院等开展合作，共同研究双

元制职教模式本土化的实践与创新。本课题研究中，健雄学

院主要提供了双元制本土化的实践参考案例、相关专业课程

体系资源及双元制教育教学实施指导等支持与服务，保障了

双元制实践的有效推进与实施落实。 

 

单 位 盖 章 

 

2022 年 5 月 10 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五）完 

成单位名称 德中经济联合会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吴毅 联系电话  +49 (0)221 / 95479 - 18  

传    真 +49 (0)221 / 95479 - 88 电子信箱 
y w u @l e a d . d

e  

通讯地址 
Widdersdorfer Str. Köln • 

Deutschland 邮政编码 209 • 50825 



主 

 

 

要 

 

 

贡 

 

 

献 

德中经济联合会（简称 DCW）成立于 1987 年，总部位

于德国科隆，是德国最大的致力于促进中德合作的协会组织，

主要工作职责包括为其会员企业提供服务，推动德中政府、

协会及企业间在贸易、投资、技术、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在本项目中 DCW 协助德智公司与集美工业学

校引入德国 IHK 吉森商会、MES、VBS 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

及专家资源，大力推动集美学校与德国两所职业学校签订姊

妹校合作协议，组织建设德国职业教育及专业技术专家顾问

委员会，为学校师资培养及教育教学提供服务，在本教育教

学成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22年 5月 10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六）完 

成单位名称 

I H K  

G i e ßen-Friedberg 
主管部门 

D I H K  

B e r l i n  

联 系 人 

D r .  

Ma t t h i a s  

L e d e r  

联系电话 (0641)7954-1000 

传    真 (0641)7954-1020 电子信箱 
L e d e r @giessen-fri

edberg.ihk.de 

通讯地址 
L o n y s t r a ße  

7| 35390 G i e ße n  邮政编码 11 12 20 |  35357 

主 

 

 

要 

 

 

贡 

 

 

献 

作为三百六十万德国企业的最高发言人，德国工商协会

（IHK）根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所有德国境内企业（除手工

业者、自由职业者及农业加工业外）均必须加入德国工商协

会。该会在德国国内承担着大量公益任务。在本项目中 IHK

吉森商会协助德智公司与集美工业学校引入德国职业学校与

企业培训项目及专家资源，落实组织集美工业学校与德国两

所职业学校签订姊妹校合作协议，为德国职业教育及专业技

术专家顾问委员会推荐人选，共建线上双元制培训平台，为

学校师资培养及教育教学提供服务，在本教育教学成果的形

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单 位 盖 章 

 



2022 年 5 月 10日 



四、申报、推荐意见 

申 

 

报 

 

意 

 

见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设区市教育局或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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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件 目 录 

 

1．反映成果的总结（不超过 6000 字） 

2．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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