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润品：能力为重，实施“125”教师培养培训模式

能力为重，成立“青榕教师书院”，实施分段达标、分层培养、

分类考核，赋能教师在相应发展阶段和发展层级获得大幅度的提升，

成长为欣欣向荣的“树冠”。

1.组建“青榕教师书院”

4.1.1 书院建设方案

关于印发 福建省长乐职业中专学校“青榕教

师书院”建设方案 的通知

各处室、教研组：

福建省长乐职业中专学校“青榕教师书院”建设方案 已

经学校行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福建省长乐职业中专学校

2018 年 10 月 9 日

附件

青榕教师书院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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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与目标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师素质的提升成为学校持续发展的

关键。为推进长乐职业中专学校教师生态化培育，提升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与教育教学能力，特组建“青榕教师书院”，旨在通过书院制、

浸润式培养方式，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项目名称与定位

项目名称：长乐职专“青榕教师书院”

“青榕教师书院”的命名，灵感源自于福州市的市树——榕树。

榕树以其深厚的根系、茂密的枝叶和顽强的生命力，象征着教育者的

坚韧与奉献。在职业教育这片沃土上，教师们正如榕树一般，扎根于

知识的海洋，不断汲取养分，以丰富的学识和无私的精神滋养着每一

位学生。因此，“青榕”不仅是对教师们青春活力与敬业精神的赞美，

也是对书院文化精神内核的高度概括。

项目定位：作为学校教师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平台，青榕教师书院

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书院，更是一个集学习、研究、交流、实

践、创新于一体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教师们将通过书院制的组织形

式，形成紧密的学习共同体，共同探索职业教育的奥秘，分享教学的

心得与体会。同时，浸润式的培养方式将让教师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先进教育理念的熏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

三、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

1. 组织机构：设立书院秘书处，由学校党总支书记郑德煌担任书



院院长，福州市职教中心陈蔚主任担任名誉院长，负责书院的整体规

划与管理；郑哲发副校长常务副院长、教师发展研究室陈淑明担任副

院长，陈锦吓老师担任书院秘书处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的执行与协

调。

2.人员配置：书院导师团队由杰出校友、学校优秀教师、优秀学

生及企业技术人员组成，负责书院课程的开发与教学，以及各类活动

的组织与指导。

四、建设内容与实施步骤

1. 硬件设施建设

秉持营造一个融合学习、研讨、实践与休闲的全方位生态空间的理

念。书院将核心区域设计为开放式学习区，配备智能化学习桌椅与高

速网络，满足教师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同时，构建多功能研讨室，配

备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便于教师团队进行深度讨论与项目协作。

特别设置行业模拟实训中心，引入前沿技术设备，模拟真实工作

环境，让教师在实践中提升技能与教学能力，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

此外，书院还将设立静谧的阅读角与丰富的图书资源区，涵盖职业教

育、行业资讯、人文社科等多领域书籍，为教师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环境设计上，我们融入榕树元素，通过绿色植被、自然光线以及

温馨的装饰风格，营造出一种生态、和谐的学习氛围。同时，设置舒

适的休息区与茶歇区，鼓励教师间的轻松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

任，共同构建积极向上的教师社群。

2.课程体系构建



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层次、宽领域、重实践的课程体系，以全

面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该体系将深度融合职业教育前沿理论与实践

需求，涵盖教育教学理论、行业技能、信息技术应用、师德师风等多

个维度。通过设置必修与选修课程相结合的方式，既保障教师基础素

养的全面提升，又满足其个性化发展需求。

 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教育心理学、教育政策法规、师德师风建

设等，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设立专业技能提升课程，结合学校专业设置，开展“双师型”教师

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与实操能力。

 引入行业前沿知识，邀请企业专家进校授课，使教师及时了解行业

动态，更新知识结构。

3. 活动设置与平台建设

书院将秉持“开放、合作、共享”的原则，致力于构建一个充满活

力、富有成效的教师学习与发展共同体。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与多元

化的平台支持，我们将为教师提供一个广阔的成长空间与展示舞台，

推动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与职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首先，在活动设置上，我们注重活动的多样性与实效性。一方面，

我们将定期举办学术讲座与工作坊，邀请国内外知名教育专家、行业

领袖来校交流，分享最新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与行业趋势，拓宽教师

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另一方面，我们鼓励教师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

围绕职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课题研究，通过集体研讨、实地考察、

成果展示等形式，促进知识共享与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



此外，我们还将开展教学观摩与反思活动，组织教师相互听课、

评课，共同探讨教学过程中的得与失，形成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的良

好氛围。同时，书院还将定期举办教学技能大赛、教学成果展示会等

活动，为教师提供展示自我、交流经验的舞台，激发其教学热情与创

造力。

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致力于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互动平台。

线上平台方面，依托智慧校园建设，为教师提供课程学习、资源共享、

交流互动等功能。同时，平台还将记录每位教师的学习轨迹与成长历

程，为其个性化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在活动设置与平台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将注重教师参与度的提

升与反馈机制的建立。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收集教师意见与

建议，不断优化活动内容与平台功能，确保每位教师都能在书院中找

到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与发展空间。

4. 实践与实习

组织教师下企业实习，了解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升

教师的实践操作能力。

实施“双百工程”，鼓励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合作，共同解决企业

技术难题，提升教师的研发与服务能力。

积极组织教师外出培训与交流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职业教育研

讨会、教育展览、专业培训等，让教师有机会与同行专家面对面交流，

分享教学经验，汲取先进理念。特别是要鼓励教师参与国际交流与合

作项目，拓宽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贡献力量。

5. 文化建设与氛围营造

一是确立书院文化理念，包括书院名字、院徽、院训等，营造浓

厚的文化氛围。

 书院名字：“青榕教师书院”之名，巧妙融合了福州市独特的榕树

文化，寓意深远。榕树，作为福州的市树，象征着坚韧与生命力，

其庞大的根系与繁茂的枝叶，如同教育生态中教师团队间紧密相

连、相互促进的关系。青榕，更寓意着青春与活力，代表着教师们

在教育事业中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书院以此命名，旨

在打造一个如同榕树般生生不息、根深叶茂的教育生态环境，让每

一位教师都能在其中得到滋养与成长，共同推动学校职业教育事业

的繁荣发展。

 院徽：

青榕教师书院的院徽设计，巧妙融合了“青榕”与“教育”的精

髓。院徽整体是一棵生机勃勃的榕树，寓意教师们在教育事业的沃土

上茁壮成长，不断向上生长。葱郁的冠树象征着教师们青春洋溢、活

力四射的精神状态；树干设计成“R”字形，是“榕树”拼音的首字母，



由一高一低两个“人形”组成，分别象征着教师和学生，寓意教师培

养要服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教师的高质量发展反哺教育教

学。整个院徽设计，既展现了青榕教师书院的独特魅力，又寓意着师

生在书院中共同成长、携手并进的美好愿景。

 院训:向下扎根 向阳而立 向上生长 向外拓展

引领教师像榕树一样成长，每一根枝干既扎根教育大地，又向往

诗和远方，更鼓励教师抱团取暖、守望相助、共创共享、以团队的力

量实现教师的共同成长。

二是设立荣誉室，展示书院优秀教师的风采与成果，激发教师的

荣誉感和归属感。

三是举办文化节、读书会等活动，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提升书

院的文化品位。

五、保障措施与激励机制

1. 政策保障：争取上级部门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确保书院建

设的顺利进行。

2. 经费保障：设立专项经费，用于书院的建设、运营与教师培训

等工作。

3. 激励机制：建立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对在书院建设中表现突

出的教师给予表彰与奖励，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六、总结与展望

“青榕教师书院”的建设是长乐职业中专学校教师生态化培育的

重要举措。通过书院制、浸润式培养方式，我们期待能够打造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为学校的持续发展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我们也期待书院能够成为教师成长的摇篮与学

术交流的殿堂，为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4.1.2 书院年度工作计划（2020-2021）

青榕教师书院 2020——2021 年度工作计划

书院秘书处

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青榕教师书院应运而生，旨在通过

创新的书院制与浸润式培养模式，全面推动学校教师生态化培育，构

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本工作计划旨在明确未

来一年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及具体措施，确保书院各项工作的顺

利开展与有效实施。

一、工作目标

1. 构建全方位的教师成长体系：建立系统化、层次化、个性

化的教师培训体系，覆盖教育理论、教学技能、信息技术应用、心理

健康教育、师德师风等多个方面，确保每位教师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成长路径。

2. 显著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通过组织高水平的专业培训、

工作坊、研讨会等活动，以及鼓励教师参与教学研究、课程开发等实

践活动，使教师在各自学科领域内达到专业水平，并具备跨学科教学

的能力。

3. 营造教师生态化发展环境：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鼓励教

师之间开展互学互鉴、合作共享，形成积极向上、相互支持的生态化



成长氛围。同时，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拓宽教师视野，提升教

师整体素养。

4. 激发教师创新能力：引导教师关注教育前沿动态，鼓励他

们在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同时，支持教师开展教育研究，撰写论文、出

版著作，提升个人学术水平。

二、主要任务与措施

1. 制度建设与完善

制定并发布 青榕教师书院管理规章制度 ，明确书院的组织架

构、职责分工、活动安排、考核评价等关键事项，确保书院管理规范

化、科学化。

建立教师成长档案制度，记录每位教师的成长轨迹、培训经历、

教学成果等信息，为个性化培养提供依据。

完善教师成长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发展性的评价方式，全

面评估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能力、师德表现等方面，确保评价结果

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2. 培训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

设计并实施“基础+进阶+特色”课程体系，满足不同层次、不

同需求的教师发展需求。基础课程注重教育理论和教学技能的培养；

进阶课程聚焦学科前沿、教学研究和教育创新等领域；特色课程则根

据教师个性化需求定制，提供针对性强的专业培训。

邀请国内外知名教育专家、学者来校授课或开展讲座，提升课



程的专业性和影响力。同时，鼓励校内优秀教师分享教学经验和研究

成果，形成良好的教学相长氛围。

3. 实践活动与项目支持

组织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如教学观摩、教学比赛、教学研讨会

等，为教师提供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各类

教学竞赛和评选活动，提升教学水平和知名度。

设立教师科研项目资助计划，鼓励教师结合教学实践开展教育

研究。为教师提供必要的科研经费、实验设备和指导支持，确保研究

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成果产出。

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参与或主办各类教育论坛、研讨会等活

动，拓宽教师视野，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与整合。同时，积极寻求与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合作机会，为教师提供更多实践锻炼的机会

和平台。

4. 浸润式培养与导师制度

实施“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导师制度，由资深教师或教育

专家担任导师，对青年教师进行全方位、个性化的指导。导师需定期

与青年教师沟通交流，了解其成长需求和困惑，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

支持。

推行“影子校长”、“影子教师”计划，让青年教师在实际工作

岗位上跟岗学习，深入了解学校管理、教学运行等方面的工作流程和

规范要求。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操作，提升青年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综

合能力。



建立青年教师成长激励机制，对在培训、教学、科研等方面表

现突出的青年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

关注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提供必要的职业规划和指导服务，帮

助其实现个人价值和发展目标。

三、总结与展望

我们将严格按照计划要求开展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和顺利推进。同时，我们也将密切关注教育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变化趋

势，及时调整和完善工作计划内容，确保书院始终走在职业教育教育

改革的前列。我们相信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青榕教师书院一定

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4.1.2 书院年度工作总结（2022-2023）

青榕教师书院 2022——2023 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主笔：书院秘书处 陈锦吓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教师队伍的专业化、生态化建设

成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青榕教师书院自成立以来，秉持“立德树人，

师者匠心”的教育理念，致力于构建教师成长的沃土，通过书院制管理

与浸润式培养模式，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平台与心灵栖息之所。现将 2023

—2024 年度青榕教师书院的工作进行总结，以回顾成就，展望未来。

一、年度目标回顾

1.构建生态化教师成长体系：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增强实践环节、

搭建交流平台，形成具有“长职”特色的教师生态成长环境。

2.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聚焦教学技能、教育理念、科研能力等多方

面，全面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3. 促进教师情感归属与职业认同：营造温馨和谐的书院氛围，增强

教师团队凝聚力与归属感。

4. 探索创新教师培养机制：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创新教师培训模式，

提高培训效率与效果。

二、主要工作成果

1. 课程体系建设

 完成了涵盖教育理论、学科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教育科研等多

领域的课程体系构建，累计开设专题讲座与工作坊16场，参与教师达1567

人次，其中国家级 19人，省级 72 人，市级 273 人。

 引入“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等现代教学方法，增强教师培

训的互动性与实践性。

开展工作坊式研修



2. 实践平台搭建

 建立“青榕教学实验室”，为教师提供模拟教学、课程研发、教学

评估等实践空间，累计支持教师完成教学创新项目 8 项。组织 8 支队伍

参加省市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省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

 组织“走进名校”交流活动，带领教师赴省内外知名学校考察学

习，拓宽视野，吸收先进教育经验。

3.科研能力提升

 帮助教师开展教育科研项目，全年共立项课题 5 项，发表高质量

学术论文 32 篇。

成果完成人陈蔚带领老师开展教学实验

前往成都、上海等地交流学习

疫情期间，线上专题研修



 定期举办科研成果分享会，促进教师间学术交流与合作，形成良

好的科研氛围。

2022-2023 年度课题立项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题

编号
课题名称

主持

人

核心

成员

级

别

立项

时间

结题

情况

课题组织

单位

1
ZB202

2130

中职服装色彩项

目化课程开发与

实施研究

葛辉

朱婷婷

陈敏钦

曾宝元

危松柏

省

级

2022.

9

研究

中

福建省职业技

术教育中心

2
ZB202

2166

数字化背景下中

职专业课智慧课

堂教学实践研究

——以长乐职业

中专学校为例

王月晓

林鸿霞

李雪

林惠

陈淑明

省

级

2022.

9

研究

中

福建省职业技

术教育中心

3
ZB202

2176

职业教育行动导

向下的课堂STEM

教学模式实践与

研究-以 3D设计

与打印 课程为

例

许华荣

赵婕妤

林惠

黄挺

陈侃东

省

级

2022.

9

研究

中

福建省职业技

术教育中心

4

FJJKZ

Z22-0

38

中职无人机技术

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的实践与探索

尹俊峰

朱凇莹

王凯旋

黄挺

林惠

省

级

2022.

9

研究

中

福建省教育

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

5

FZ202

3ZX07

8

课程思政一体化

视域下“美食文

化”融入中职烹

饪专业课程教学

的实践研究

郑哲发

王诗涵

王冬

林惠

陈淑明

市

级

2023.

7

研究

中

福州市教育

科学研究规划

领导小组

2022-2023 年度课题立项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论文

刊物
论文题目

发表

时间
刊号 期号

1
魏心

宇
新教育

中职语文“三寓三式”课

程思政育人模式探究

2022

.09

CN46-1

069/G4

2022 年 09 期

总第 543 期



2
官晓

婷

新课程

研究

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

中职电工电子课程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策略探

究

2022

.09

CN42-1

778/G4

2022年9月第

27 期总第 631

期

3
黄兰

青

校园英

语

构建中职英语高效课堂

的策略与实践

2022

.10

CN13-1

298/G4

2022 年月 41

期总第 637 期

4
万茵

茵

校园英

语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中职

烹饪专业英语教学的应

用与研究

2022

.12

CN13-1

298/G4

2022 年 12 月

51 期总第 647

期

5 陈英
校园英

语

现代学徒制下中职烹饪

英语词汇教学策略探究

2022

.12

CN13-1

298/G4

2022 年 12 月

50 期总第 646

期

6
贾斯

棋

校园英

语

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烹

饪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2022

.12

CN13-1

298/G4

2022 年 12 月

51 期总第 647

期

7
张凌

霄
新课程

探索技能竞赛下的中职

职业素养评价——以机

器人专业为例

2022

.11

CN14-1

324/G4

2022年4月第

12 期总第 665

期

8
郑惠

芬
读与写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职语

文古诗词教学浅析

2022

.12

CN51-1

650/G4

2022 年 12 月

第 34 期总第

598 期

9
郑惠

芬

吕梁教

育学院

学报

基于微课的文言文 劝学

教学策略创新

2022

.09

CN14-1

297/G4

2022年9月第

39卷第3期总

第 121 期

10 严丽

汽车维

护与修

理

产教深度融合下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的研究

2022

.08

CN32-1

438/U

2022 年 08 下

半月

11
石海

波
名校

关于职业教育改革背景

下如何提高如职烹饪专

业教学质量的分析

2022

.07

CN62-1

189/G4

2022年7月第

21 期

12 刘刚 名校

基于智慧课堂下中职计

算机动漫设计教学模式

的实践研究

2022

.08

CN62-1

189/G4

2022年8月第

24 期

13
陈玲

丽
新教育

中职美术教学中学生创

新思维能力开发策略探

索

2023

.01

CN46-1

069/G4

2023年1月总

第 555 期

14
霍莉

桦

亚太教

育

新时代职业教育资源建

立和优化——以 1+X 证

书制度下“网络服务器配

置与管理”课程为例

2023

.02

CN51-1

757/G4

2023年2月第

04 期

15
李艳

花

新课程

教学

课程思政在汽车维修专

业教学中的探索与运用

研究

2023

.02

CN11-9

320/G4

2023年2月第

4期



16
陈锦

吓

长江丛

刊

“三寓三式”课程思政模

式在中职语文的创新与

实践

2023

.03

CN42-1

853/I

2023年3月总

第 580 期

17
许华

荣

时代教

育

行动导向下 STEM 教育理

念在中职 3D设计与打印

课堂中的的应用与研究

2023

.03

CN51-1

677/G4

2023年3月第

9期总第 661

期

18
段清

彬

汽车维

护与修

理

汽车维修专业对新能源

汽车快速发展的应对措

施

2023

.04

CN32-1

438/U

2023 年 04 下

半月刊总第

444 期

19
涂玉

婷

西部素

质教育

基于超星学习通移动教

学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研究——以中职机

械基础课程为例

2023

.04

CN63-1

080/G4

2023年4月第

9卷第 8期

20
林玉

晶
新课程

微课在中职基础会计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2023

.04

CN14-1

324/G4

2023年4月第

12 期总第 664

期

21 梁超
汽车知

识

汽车专业 1+X 证书制度

下中职院校课证融通实

施对策

2023

.05

CN11-4

722/TH

2023年5月第

23 卷总第 281

期

22
郑玉

凤

中华活

页文选

（高中

版）

学业水平考试背景下中

职美术素描学科的教学

探究

2023

.05

CN11-4

587/G4

2023年5月总

第 551 期

23
王文

腾

学习

与科普

•知与

学

信息化技术在中职会计

教学中的应用现状与对

策——以希沃系统为例

2023

.06

CN65-1

236/N

2023 年第 06

期

24
刘少

钦

学习

与科普

•知与

学

创新型“希沃”系统在中

职会计学科高效课堂教

学中的实践研究

2023

.06

CN65-1

236/N

2023 年第 06

期

25 赵朦

学习

与科普

•知与

学

“希沃”系统在高效课堂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中职会计学科为例

2023

.06

CN65-1

236/N

2023 年第 06

期

26
陈明

光

亚太教

育

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计

算机网络教学路径

2023

.06

CN51-1

757/G4

2023年6月第

11 期

27
何钦

超

中华活

页文选

（高中

版）

探讨提升中职信息技术

教学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2023

.07

CN11-4

587/G4

2023年7月总

第 556 期

28
林文

芳
学周刊

浅谈计算机动漫设计教

学模式的改革

2023

.08

CN13-1

379/G4

2023年8月第

23 期总第 551



期

29
林鸿

霞
新教育

中职音乐教学与舞蹈的

融合路径探析

2023

.08

CN46-1

069/G4

2023年8月总

第 576 期

30 张晟
亚太教

育

现代学徒制在中职汽车

维修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2023

.08

CN51-1

757/G4

2023年8月第

15 期

31

林秀

琴

陈明

光

安防科

技

服务器配置与管理 课

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2023

.02

CN61-1

387/N

2023 年第 12

期

32 陈玲

丽

亚太教

育

基于培养美术综合素养

的中职美术课程教学策

略

2023

.08

CN51-1

757/G4

2023年8月第

16 期

4. 情感归属与职业认同

 开展“青榕师说”系列活动，邀请优秀教师分享教育心得与成长

故事，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与使命感。

 组织团队建设活动、文化沙龙等，加深教师间情感交流，构建紧

密和谐的教师社群。



5. 机制创新

 引入“数字教师档案”系统，实现教师培训、考核、评价的全流

程数字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与透明度。

 探索“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鼓励教师跨学科合作，培养复合

型教育人才。

四、存在问题与反思

 部分教师对新型教学模式适应性有待提升，需进一步加强个性化

指导与支持。

 科研项目成果转化与实际应用仍需加强，需建立更高效的科研成

果推广机制。

 书院内部资源分配需进一步优化，确保每位教师都能获得均等的

成长机会。

五、未来展望

青榕教师书院 2023—2024 年度的工作，是全体教师共同努力、携手

并进的结果。我们坚信，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关怀下，在全体教师的不

懈奋斗下，青榕教师书院定能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青榕教师书院

2023 年 8 月 30 日



2.打造了“双梯级”阶梯式教师发展标准链，开展分段达标、分

层培养、分类考核

组织开展新教师入职培训



组织开展青年教师能力提升培养培训



开展分类考核



3.系统谋划“扎根”“伸枝”“壮干”“茂叶”“成荫”五大行动，

培养福建省名校长 1 名，福建省名师 1 师，福州市学科带头人 5 名

（含培养对象，福州市 2019 年以来未开展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认

定工作）、骨干教师 13 名，还有多名教师受聘担任国赛评委、国培

省培讲师。


















	（四）润品：能力为重，实施“125”教师培养培训模式
	1.组建“青榕教师书院”
	2.打造了“双梯级”阶梯式教师发展标准链，开展分段达标、分层培养、分类考核
	3.系统谋划“扎根”“伸枝”“壮干”“茂叶”“成荫”五大行动，培养福建省名校长1名，福建省名师1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