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1）高质量党建引领大思政格局，建立“五一体”机制，解决校

内各 岗位思政育人职责不清，动力不足，联而不动有堵点的问题 

 

学校坚持党建引领，建立中职第一所青马学校。系部设立党支部

，明确立德树人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党政工团一

体化部署，制定“三全育人”实施方案和岗位责任书，梳理各岗位

育人元素。激励约束并举，将育人职责落实情况纳入教师“一岗双

责”，评选育人标兵等。将思政教育贯穿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各环节，

融入课内课外全过程，融汇线上线下全时空，打通校内循环堵点，

建强育人链。 



 

（2）构建“五协同”机制，解决育人生态链上校企家社政主体

作用发挥不充分、不平衡，循而不环有断点的问题 

 

以育人为核心，以学校为纽带，激发主体内驱力，校企家社政通

过校 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家校社共建等机制，推动校内外

循环高效运 转。共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挖掘育人资源，找准利益

结合点，形成育人命运共同体。依托国企办学，与博瑞、红都共

建工程师学院、大师工作 室、思政教育基地。设立家委会和家长

学校、家长讲堂，班主任走进每个学生家里，建强家校育人“心”

桥。区域化党建引领校社共建，打造志愿 服务新模式，搭建劳动教

育新载体。制定政策，研究课题，将学校实践转 化为文件与任务；

人大代表建言献策，推动学校周边治理。 



构建“九育人”路径，解决找不准着力点，资源合力不足，协同育人

有盲点的问题 

 

构建课程、文化、管理、服务、活动、劳动、网络、心理、组

织“九育人”路径，充分挖掘育人要素，实现资源多样化。依托史

晓鹤工作室， 健全“一核、两翼”运行机制，将思政教育融入方

案、专业、课程和课 堂，实现节节有德育，课课都育人。建立“年

年有创新，学年有重点，学 期有计划，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

，天天都精彩”活动体系。“开往2049高铁”线上点击量1000万

+；家校同上《战疫十课》思政课，学生劳动实践课出力流汗、祥

龙博瑞学习新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史、红都思政基地聆听红色故事。 

（4）构建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解决思政教育评价维度不全面，主

体参与度不够的问题 

围绕职业精神和职业行为，校企家社政联合研定20个素养指标，从

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确定基本内涵和评价标准。通过素

养数据平台，政府强化价值引领和制度保障，企业通过实习实践等

深度参与素养培养与评价，家长关注发展轨迹、见证成长，学生自

评与同学互评结合，检视自我发展，实现多主体协同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