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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总结报告

成果第一完成单位紧邻渝东南、黔北地区，积累有丰富的

民族教育经验。2010 年青海玉树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后，学校

参与援建同时，开展职业教育服务民族地区技能人才开发课题

研究。2014 年承接国家“西藏中职班（青海生源）”项目，对

口招生玉树藏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学生。2019 年被国务院表彰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一、成果背景

（一）生源地简介

玉树藏族自治州是全国第二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也是全国

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主体民族比例最高的自治州，藏族人口

占比达 98%，主要产业为生态畜牧业和文化旅游业。

（二）项目实施背景

地震发生后，学校响应国家号召，发挥职业教育助力玉树

灾后重建技术技能人力资源开发作用。在西南大学西南民族与

心理研究中心、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指导下，八进玉树 12次

调研，发现藏族学生异地求学，面对新的学习生活场景域、交

流交往群体以及文化习俗，存在文化背景和学习基础差异，并

经研究论证，形成《玉树藏族学生“融合式”培养方案》，于

2014年面向玉树招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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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整体设计

（一）解决思路

通过扩大汉藏师生时空交集，增强民族文化、生活习俗互

鉴共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课堂分层教学、课后

分类强化教学方法，提高藏族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质

量；扩大服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范围，指导玉树州职业学

校专业建设、师资培训、课程开发，提高办学质量。通过培养

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备过硬技术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以及援助民族地区职教发展，实现助力民族教育发展服务民族

团结进步。

（二）实施路径

分析形势——领会政策——理论研究——方案拟定——试

点应用——深化完善。

（三）实施机制

坚持党建引领机制，确保育人方向正确性；建立校研、校

地、校校及校企协同机制，确保过程适应性；建立主体运行机

制，切实保证培养质量。

三、成果主要内容

成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服务民族团结进步为出发点，走出民族学生跨区域培养独立建

校、单独编班桎梏，创新实践汉藏学生混合编班“融合式”培

养模式。该模式极大增加师生交流交往交融时空，也因汉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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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文化背景、学习基础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存在教育管理难、

教学实施难和质量评价难等教学问题。解决主要教学问题的方

案如下：

跨域藏族学生“融合式”培养模式示意图

（一）坚持“融合式”教育管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解决教育管理难问题

充分尊重玉树藏族学生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搭建师生文

化交流、生活交往、情感交织平台，实现学生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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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互鉴共“融”。一是围绕国家、国旗、国徽、国歌、

国学等，对学生开展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

观和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教育，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二是将藏族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教室、宿舍布置一定优秀藏族传统节日庆典、藏族优秀人士代

表及玉树景观照片。三是编辑中华优秀文化校本读物，全校班

级每周开设 1 节文化课程，让师生能用藏语交流。

2.生活互动共“融”。一是建立家长监护制，师生结对给

每名藏族学生一个“南川的家”，让他们生病有人护、生日有

人陪、周末有家回，不愁没亲情、不愁引路人，学习经费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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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身安全有保障、身心健康有保障。二是搭建汉藏学生共

同生活平台，生学习同班、生活同寝、用餐同桌、活动同台、

出游同行。每周末组织“松赞杯”篮球赛、“神牛杯”足球赛、

拔河以及歌咏比赛。汉藏学生共同参与“粽香祭先祖”“赏月

祝团圆”等活动，实现文化价值认同。

3.学习互助共“融”。一是建立教师“一对一”帮扶质量

责任制，186 名教师全覆盖参与每名来校学生学习指导。二是汉

藏学生“N+1”互助学习机制，成立互助学习小组 231 个、社团

12 个。

（二）坚持“融合式”教学实施，同标异步达成质量目标，

解决教学实施难问题



— 6 —

一是确定“一主两拓展”培养目标。契合玉树藏族自治州

以农耕畜牧、文化旅游为主要产业，确定藏族学生主修计算机

应用专业，拓展选修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两项专业知识。

二是构建“一课两贴合”课程体系。一是贴合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能力开发《隆职晨读》，每周开设 2 节普通话课，通过

站立晨读提高语感力、结对交流提高沟通力、竞赛表演提升表

达力。二是贴合青海玉树学生学习基础，定制“汉藏文化交流”

课程和“专业技能学习包”课程，开发课程资源 153 个。与玉

树职业技术学校合作编写《电子商务基础》《office 办公软件实

例教程》等 6 本民族地区技能人才专业教材。

三是实践“一标两步走”教学方法。一是兼顾混合编班学

生学习基础差异，课堂上实施分层教学，通过不同难度的课堂

练习、技能训练，满足不同基础的汉藏学生学习。二是投资 600

余万元，校企共建网页制作、网络搭建、茶艺展示、咖啡调酒

等校内技能加油站 11个，重庆巨龙科技、金佛山文旅等校外实

践基地 6 个。三是组建“校企双导师”，对藏族学生进行课后

辅导、技能加油站补差、校外实践基地实习强化，实现汉藏学

生分步达成同一质量目标。

（三）坚持“融合式”质量评价，保障培养目标达成，解

决质量评价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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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指标，职业道德、文化

知识和技能水平为主要指标，实施“1+3”质量评价。

1.多元主体共同评。转化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与心理研究中心相关科研成果，联合玉树州和南川区

教育、民宗部门，与玉树职校、重庆巨龙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多

元评价主体参与方案制定。学校、企业共同按照评价指标体系

分块评价。

2.档案袋记录评。玉树藏族学生入学时，完整收集家庭背景、

学习经历、成长经历、兴趣爱好、性格禀赋等方面资料，建立

个人档案袋。每月记录思想变化、生活习惯改变、专业技能和

文化知识学习等情况，每学期形成 1 份综合评价报告单，3 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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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 个档案袋。

3.数据证据结合评。鉴于学生思想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培育培养情况评价难问题，将学生在校参与升国旗仪式、志

愿服务活动、入团申请等具体事件作为证据，与学业水平检测

数据相结合，定性定量融合评价综合素养。

4.第三方跟踪评。重庆市教育评估院对成果进行跟踪。2017

年以来，通过对比玉树职校、重庆市其它 5 所同样承接青海省

其它州市少数民族学生培养任务项目中职学校，诊断成果“融

合式”培养模式优缺点，指导实施改进。

四、成果创新点

经教育部查新（报告编号：J202236000L0200327），本成

果在民族教育领域有以下创新：

（一）理论创新：提出了汉藏学生“融合共生”培养理念

为解决民族学生跨区域培养“独立建校、单独编班”模式

文化融入难问题，本成果创生行动理论框架。一是通过扩大跨

域藏族学生与汉族师生交集场域，文化互鉴共“融”、生活互

动共“融”、学习互助共“融”，创新形成“三维融合”新生

态，促进汉藏学生共同成长。二是出版专著《融合共生：内地

中职学校涉藏州县学生培养模式研究》，在《职教论坛》《民

族教育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新时代内地西藏中职班建设困

境及实践对策》《民族教育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

逻辑》等论文 19 篇，为民族地区学生跨域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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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创新：汉藏学生“混合编班”“一标两步走”

达成教学质量目标

成果实践“混合编班”教学组织形态，针对学生学情差异，

学校组建“汉藏双导师”“校企双导师”队伍，因材施教、课

堂分层教学，确保藏族学生“吃得了”、汉族学生“吃得饱”。

课后教师“家长”监督落实藏族学生参与“N＋1”学习互助、

“技能加油站”补差，汉族学生拓展“志趣课程”“特长课程”

培优，确保汉藏学生都能“吃得好”，异步达成同一培养质量

目标。汉藏学生同班学习“一标两步走”运行机制，有效破解

了民族学生跨区域培养“混合编班”教学组织形态落地难问题，

为民族教育改革提供了具有示范作用的实践样板。

（三）评价创新：首创了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

心的“1+3”评价指标体系

成果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构建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核心指标，职业道德、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为主要指标

的“1+3”评价指标体系，从 4 个维度 18个要素 163 个监测点，

以数据、证据为支撑，定性定量结合实施融合评价。围绕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5 个

要素，从提交入党入团申请、参加升旗仪式等 53 个监测点评价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成效；围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 4

个要素，从出勤、遵章守纪情况、企业实习满意度等 37 个监测

点评价职业道德水平；围绕平时作业、活动表现、考试成绩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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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素，从语言表达、阅读能力、运算能力等 35 个监测点评价

文化知识水平；围绕动手能力、企业评价等 4 个要素，从实习

实训时长、技能考核成绩、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等 38 个监测点评

价技能水平。为中职教育评价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成

效的评价改革提供了样本。

五、成果应用效果

（一）融合共生，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重庆市教育评估院跟踪评价显示，成果“全面提升了人才

培养质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增强”。九年实践，

“融合式”培养学生 2685 人，其中玉树藏族学生 516人。一是

人才培养质量高。就读期间，学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5 项，重庆市中职学校技能

大赛一等奖 14 项、二三等奖 73 项，潘星被共青团中央表彰为

“全国最美中职生”，其中藏族学生获得重庆市技能大赛一等

奖 3 个、二三等奖 12 个，区级技能大赛和艺体竞赛获奖 127 项。

藏族学生 480 人申请、343 人加入共青团，48 人担任学生会干

部，全员参与文明礼仪、社团活动、体育竞赛组织服务，156

人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毕业学生发展好。二是毕业生发展

好。藏族学生 236 人考入高等院校。毕业生跟踪服务显示，洛

周等 27 人参公，尕桑江才等 38 人入伍，返乡就业学生 91%成

为企业骨干，异地就业满意率 98%。47 人提交入党申请书，11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培养一个人、致富一家人、影响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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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服务民族团结进步。

（二）职教援藏，玉树职教发展快速

成果完成单位帮助玉树藏族自治州编制完成《“十三五”

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成果第一完成单位与玉树职校战略合作，

建立干部交流、师资互派机制，培训师资 6 批 132 人次；指导

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专业建成青海省骨干专业，修订幼儿保

育、汽车检测与维修等 13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出版教材

6 本，立项青海省中职“双优计划”建设项目。

南川隆化职中与玉树职校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三）成果兴校，改革发展成绩斐然

一是学校发展显著。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形成的“管炼润一

体化”融合管理入选全国职业院校管理育人典型案例，“精·达”



— 12 —

主题融合育人校园文化入选全国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一校

一品”特色学校。建成国家中职示范学校、重庆市高水平中职

学校，建成国家重点专业 4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1 个、教

育部首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专业 6 个，获评全国黄炎培职业教

育奖优秀学校、重庆市民族教育特色学校。

二是教师发展显著。计算机专业教学团队评为“重庆市最

美教师团队”，张恒、屈育霞、蒋佳佳、韦娜等 4 名教师获得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胡慧洁、

邓清、肖云露等 3 人获得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

力比赛二等奖。2021 年，教师屈育霞作为唯一中职学校代表在

教育部召开的全国职业院校德育座谈会现场授示范课，2022 年

再次应教育部邀请担任全国职业院校“同上一堂思政大课”主

讲教师，语文教师韦娜评为“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团队成员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社科课题 2 项、重庆市教育规划重

点课题 2 项，入选重庆英才 1 人，重庆市特级教师 1 人、学科

教学名师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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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推广应用

一是模式成熟可鉴。成果被评为重庆市政府教学成果特等

奖、评重庆市教育发展报告典型案例一等奖、民族教育典型案

例一等奖、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得到国家民委主要领导“融

合教育好，民族教育就应这样干！”和玉树州主要领导“融合

培养针对性强，是玉树异地办学的典型”的肯定评价。

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到校视察

二是成果可推广性强。重庆市教育评估院跟踪评价表明成

果“为民族学生异地培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技能培养提

供了新样本、新策略、新范式”。在重庆市教育工作会、陕川

渝三省教科院举办的西部职教论坛等交流 13次，专题宣讲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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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次。四川、云南、贵州、吉林、福建等 17 省 72 所学校借鉴

成果经验。

七、成果社会影响

吸引全国 15 个省（市）123所学校 193 次来校考察学习，

被主流权威媒体报道 47次。《人民日报》以“重庆市南川隆化

职业中学校以‘融合式’教育为青海玉树培养技能人才”，《光

明日报》以“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三方联动融合共培

创新民族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教育报》多次长篇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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