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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 

学校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五育并举、德技并修培养目标，协同企

家社政各主体，融通育人多要素，优化育人新路径，融汇线上线下全

空间，覆盖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办学治校全方位，构建校内循环为

主体，校企家社政“双循环”互促共育大思政格局。 

 

校企家社政以育人为核心，在“五一体、五协同”机制驱动下，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借助“九育人”路径，通过素养数据平台对学生

进行评价，实现建设者、培养者、组织者、实施者、评价者的统一。

以学校育人主阵地为纽带，校内循环带动校企家社政循环，反向丰富

校内循环，双循环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实现“三全育人”拓展延伸，



服务学生全面发展。 

（一）高质量党建引领构建大思政格局 

学校坚持党建引领，把做好思政教育作为党建工作基本功和生

命线，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将大思政格局构建纳入党建总体

规划，专题研究制定年度思政教育要点。系部设立独立党支部，选

配“双带头”人担任书记，明确“立德树人”主体责任和书记“思

政第一责任人”职责，设立支部“立德树人”论坛；开展以育人为

核心的青年岗位能手和青年文明号创建，设立党员联系班级和党员

思政辅导员制度，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三全育人”最后一公里落到

实处。建立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与社区、企业党组织形成紧密型

党建共同体，推动思政教育向企业延伸，向家庭渗透，向社区辐

射，向社会拓展，发挥各方优势共建大思政格局。 

（二）“五一体”“五协同”机制驱动双循环 

学校构建校内循环为主体，校企家社政“双循环”互促共育大思

政格局，形成了自主联动、同心聚力的良性育人生态。 

1.建立“党政工团系统建构一体化部署、教育教学培养方案一

体化实施、管理服务制度标准一体化保障、课内课外项目任务一体

化融通、线上线下场域链接一体化融汇”的“五一体”机制，驱动

校内循环，实现“时时有思政，处处都育人” 



 

构建校内共建共治共享“三纵三横”制度体系，横向为党建思政、

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三模块，纵向分制度、办法和实施细则三层级。

制度体系常态化运行，保障“五一体”机制落实。 

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制定《学校“三全育人”实施方案》《“三全

育人”工作岗位责任书》，系统梳理各岗位蕴含育人元素，把师德师

风和育人能力纳入全员聘任“三定方案”。激励约束并举，将育人职

责落实情况纳入“一岗双责”考核，评选育人模范、德育标兵等称号。

各岗位动态联动，实施“未来工匠”“五好学生”培育工程，激发育

人内生力。 

 



 

将思政教育贯穿到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各个环节，融入课内课外

全过程，融汇线上线下全时空，形成育人合力，打通校内循环联动堵

点，建强育人链。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必修课、选修课到特色

校本素养课，课课都育人；实施教室、公寓、实训室 8S管理，以 8S

理念和制度标准规范学生言行；信息资源处建设智慧校园，扩展数字

思政资源应用，提升学生信息素养；图书馆开展图书文化节、最美朗

读者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浓厚氛围；后勤保障部优化就医流程，

开展健康讲座，指导学生伙委会，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保卫处开展安

全教育讲座、消防疏散演练等安全“十个一”活动，提升安全意识和

能力。 

2.建立育人主体同频、方案同心、资源同力、路径同行、成果

同享的“五协同”机制，驱动校内外循环，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 

以育人为核心，以学校为纽带，校企家社政同频共振，通过实施



校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家校社共建共育等机制，推动校内外循

环持续高效运转。共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挖掘和整合育人资源，找

准利益结合点，形成育人命运共同体。 

 

依托国企办学，建立校企协同对话机制，共建工程师学院、大师

工作室、思政教育实践基地，企业文化成为育人要素，车间变课堂，

师傅变教师，展馆变学堂，全国劳模、大国工匠成为职业榜样，同学

们匠技得到提升，匠心得以传承，立下志向，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班主任走进每个学生家里，建强家校育人“心”桥；建立家长学

校，指导家长慧教育；整合家长资源，开设家长讲堂；成立家委会，

家长成为议事员、协调员、辅导员。 

区域化党建引领校社共育新动能；“技能学雷锋·服务进社区”

打造志愿服务新模式；垃圾分类、桶前值守搭建劳动教育新载体；新

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让学生感受新时代伟大变革；校园开放日，技能

文化节让职业教育服务美好生活。 

参与政策制定，开展课题研究，将学校鲜活实践转化为政府文件



与项目任务；研发素养护照，将一校实践升级为全市系统；人大代表

建言献策，推动学校周边治理；承担中国职教学会德工委主任单位工

作，协助主管部门开展思政调研，组织主题活动，服务学生成长。 

（三）“九育人”路径搭建思政育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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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家社政充分挖掘育人要素，统筹育人资源，实

现育人资源多样化、空间多维化。 

依托史晓鹤工作室，健全“一核、两翼”课程育人运行机制，将

思政教育融入方案、专业、课程和课堂，实现节节有德育。 

 

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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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育人体系。坚持育人导向，突出价值

引领，打造“行走中的思政”，“开往 2049的高铁—00后成人礼”登



上新闻联播，北京电视台全程报道，线上点击量突破 1000 万+人次；

家校同上《战疫十课》思政课，学生在技能大赛、文明风采尽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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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教育基地聆听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 

（四）构建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推进“校企家社政”协同共

育 

围绕职业精神培养和职业行为养成，校企家社政联合研定 20 个

素养评价指标，从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三维目标确定基本

内涵和评价标准。通过素养数据平台，探索培养和评价有效方式，教

育行政部门强化价值引领和制度保障；企业通过专业实践和顶岗实习

等，深度参与学生素养培养评价；家长通过数据平台，督促指导孩子

素养提升、关注发展轨迹、见证成长；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结合，检

视自我成长发展；学校“全员参与、全方位保障、全过程实施、全时

空育人”，实现立体交互、共育共评的多主体协同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