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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头版报道天津职业教育教科研体系成效01

《中国教育报》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头版报道《津门逐浪高⸺天
津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透视（下）》，对“天津探索形成的‘政、行、企、校、
研’五方携手共促职教发展机制”“��研究机构支撑、服务，五方权责
清晰、定位明确”的重要经验充分肯定，被教育部网站全文转载。

1



《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推广天津搭建京津冀教科研协同发展平台经验02

《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推广天津搭建京津冀教科研协同发展平台经验02

实践探索、理论研究、经验总
结、成果推广是京津冀职业教育协
同发展的必然路径。因此，职业教育
的协同创新要求科研、教研的协同
创新先行。

2016 年 2 月，在天津市教委的
推动下，天津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
所、北京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和河
北省职教研究所联合成立“京津冀
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究中心”，围绕
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
任务，在重大理论、发展战略和发展
规划上，开展具有实证性、前瞻性、
系统性研究，指导三地现代职业教
育实践。

协同发展，科研先行，教研紧
随。2016 年 10 月，京津冀职业教育
教学协同发展联盟成立，启动了教
学领域的三地协同发展进程，全面
深入推进现代职业教育教学和课程
体系的研究与构建。

《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28日刊发《示范区引领 三地同下“一盘棋”⸺京津冀职业教
育协同发展中的天津作为》一文推广天津“搭建三地教科研协同发展平台”的经验与做法。

搭建三地教科研协同发展平台

搜狐网、现代高等职业技术网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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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推广天津搭建京津冀教科研协同发展平台经验02
搭建京津冀职业教育科研、

教研协同发展平台
实践探索、理论研究、经验总结、成果

推广是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必然路
径。

京津冀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要科研
先行，教研紧随，在构建区域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基础上，要全面深入推进现代职业
教育教学和课程体系的研究与构建。为此，
北京、天津和河北联合于2016年10月发起
成立了京津冀职业教育教学协同发展联
盟，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研中心、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职教中心、河北省职教
研究所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职业教育教学
协同发展章程》。

北方网 2017 年 3 月 2 日以《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推进三地产教深度融合》为题报道三地职教教师教科研协同经验，
被“德州京津冀协同发展官网”全文转载

2016年2月，市教委发起组织，由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在津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

协同发展研究中心”；10月，由市教委职教中心发起，在北京成立了“京津冀职业教育教学协同发展联盟”。

三地职业教育协同将科研、教学内涵合作深入推进。天津职业大学、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校、天津市仪表

无线电工业学校、天津第一商业学校等职业院校与河北十几所职业院校对接，开展联合办学。

《天津日报》2017年5月4日专题报道
《"京津冀协同发展" 示范引领职业教育协同创新》

2020年11月
中国·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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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整版发布专文
对天津“积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的教科研高地”进行
全面肯定，共产党员网、腾讯网等重要网站全文转载。

五、积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的教科研高地
天津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高水平的科

学研究的支撑和推动。示范区着力推进“市教委职业技
术教育中心”转型升级，该中心于 2019 年获得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打造起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强有力
的研究高地。该中心联合区域内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和职
业院校，形成协同创新机制，以实践探索、理论研究、经
验总结和成果推广作为基本原则，不仅使区域职业教育
得到理论支撑，同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论。2018 年
5 月，由教育部和天津市共同揭牌的“国家职业教育质
量发展研究中心”由该中心支撑运行，形成职教科研对
接国家重大战略的基本机制。

��

《天津日报》集中宣传的教科研建设成效支撑新时代标杆城市落地03

天津建设职教教科研的有效经验和成果有力支撑了
教育部与天津共建新时代职教标杆城市方案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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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获得2022年天津市教学成果特等奖。完成人
中总计获得2022年天津市教学成果特等奖2项、一等奖2
项、二等奖1项；所培育的一线教师获得一等奖4项，参与
获奖多项。充分体现了本教学成果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完成人及培育校获得多项2022年天津市教学成果奖04

特等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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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018全国职教活动周专刊系统公布天津教科研成果

应用本成果的范式，组织一线教师系统梳理天津职教经验和成果，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018 
全国职教活动周专刊发布，总计 18 篇文章，产生重要影响。

05

《天津教育年鉴》详细收录“原天津市教委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组织全市一线职教教师开展大规模教科
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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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育》以“铸牢初心担当使命、奋力推进职教科研”为主题整期发布全市教科研成果06

应用本成果的范式，组织教科研人员和一线教
师进行行动研究，全力推进全市教科研能力上水平。
《天津教育》以铸牢初心担当使命、奋力推进职教
科研为主题同期发表 19 篇教科研成果，产生良好
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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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职教示范区建设的教科研成果《现代职业教育探索》07

应用本成果的范式，聚焦国家现代职教示范区建设成果，由本成果团队先后组
织全市超过 150位 教科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开展研究，从 10个主题 进行系统梳理与总
结，形成 50余万字 的研究成果—《现代职业教育探索》，是大规模开展针对天津职业
教育教学问题进行行动研究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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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天津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发展的教科研成果《现代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08

《现代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研究》聚焦天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将国家级
示范校建设成果进行转化，从 15 个方面进
行系统研究。全市 11 所中职学校共 150 余
位教科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参与研究，是大规
模开展天津中职教育教学行动研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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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应用研究》聚焦国家级教学成果的转化，
组织 29 个团队将天津两届 29 项成果进行系统研究和剖析。是大规模转化国家
教学成果使之服务于一线教师的重要行动研究成果，在国内也属于首次。

聚焦天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转化的教科研成果《天津市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应用研究》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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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实现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和 天津市红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均获得 2022

年天津市教学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也受益于本成果的推

广和应用。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天津市红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教科研能力提升成效说明10

32

扫描全能王 创建

全市职业院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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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职普融通，完成九年级地方教材《社会职业》，系国内首例。

总发行量超   50万套   ，
由职教教科研机构、职教教师培养机
构、普 通 高 校 和 一 线 教 师 协 同 完 成
��

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职业》教材使用成效说明11

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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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成果第一完成人起草完成的“两院四中心”建设方案得到
天津市教委和市领导批准，本成果第二完成人具体落实两院四中心
面向全市的教科研重大项目立项及推进工作，首批项目围绕职教标
杆建设，破解了职教体制机制和教育教学中的重大难题，研究取得
显著成效，有力地支撑了天津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建设。

完成“两院四中心”架构设计并推动天津市新时代职教教科研平台建设12

“两院四中心”

基于天津市现有职业教育教科研基
础，构建起在全国具有首创意义的区域职
业教育“两院四中心”的职教科研体系和
平台，为天津作为全国职业教育标杆城市
的建设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研究支撑体系。

“教育部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产教城融合打
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标杆”重大课题

13



构建天津职业教育教科研的话语能力 持续发出职业教育的天津声音13

米靖参与撰写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现教育部职教发展中心）主持的重要报告

米靖在我国职业教育重要时间节点发布相关教科研成果

14



《天津职业教育》画册
高度凝练天津职业教育发展
成果，以中英文形式呈现，
并正式出版。成为天津对外
宣传和交流的重要文本，并
走出国门，在中外共建鲁班
工坊过程中成为外方了解天
津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总
印刷数超过万册。

教育部成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示范区）联盟，秘书处设置在原天津市
教委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秘书处充分发挥作用，积极联系和对接各成员省市，每年
以工作简报的形式，汇总、展示各成员单位的主要工作示范性工作进展和成果。

高度凝练天津职业教育成果 持续推广产生辐射引领作用

构建天津职业教育教科研的话语能力 持续发出职业教育的天津声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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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天津职业教育教科研的话语能力 持续发出职业教育的天津声音13

每年的职业教育活动周，通过《天津日报》、新华网等多种媒体发布全市重要活动安排，并
系统总结和发布全市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形成了有力引领和推进全市职教教科研的重要方式。
在全社会营造关注职业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组织全市职业院校教师尝试挖掘和宣传天津职业教育精神，在提升教科研能力的同时向
社会讲述天津职教故事。

国家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发挥教科研成果影响力
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

16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专刊专题发布天津教科研成果14

成果完成人是会务核心人员

本团队作为核心力量支撑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和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功举办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World Vocational College Skills Competition

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综述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World Vocational College Skills Competition

—— 28

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孙春兰总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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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学院院长 米靖发言

天津市教科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耿洁发言

完成人是“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功
举办的关键主力，承办并通过“全球职业教育青年教师发展论坛”发布本成
果相关内容。成果牵头人组织团队成员完成大会平行论坛的综述共计10篇。

< 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专刊 >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专刊专题发布天津教科研成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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