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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4.01

第四届福建省中等职业学

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

卓越组织奖

省级

全国中职学校文

明风采竞赛组委

会

2014.06

2014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团体优胜

奖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4.11

第十一届全国中等职业学

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

优秀组织奖

国家级

全国中职学校文

明风采竞赛组委

会

2015.01

第五届福建省中等职业学

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

卓越组织奖

省级

全国中职学校文

明风采竞赛组委

会

2015.05

福建省第十二届

（2012-2014 年度）文明

学校

省级
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政府

2015.05

福建省 2012-2014 年度省

级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

省级
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政府

2015.06
福建省第二批中等职业学

校信息化校园
省级

福建省电化教育

馆

2015.07

2015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贡

献奖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6.04

在福建省教育厅机关直属

单位（学校）2016 年第一

季度文体活动（趣味运动

会）团体

二等奖

省级

中共福建省教育

厅直属机关委员

会

2016.06
福建省教育厅直属机关先

进基层党组织
省级

中共福建省教育

厅直属机关委员

会

2016.06
2016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团体优胜二等奖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6.06

福建省教育厅机关直属单

位（学校）2016 年第二季

度文体活动团体二等奖

省级
中共福建省教育

厅直属机关委员

会

2016.07 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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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文明风采”竞赛福建

省级复赛优秀组织奖

2016.12 4A 平安校园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公安厅

2016.12

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第十

二届教工健身运动会团体

二等奖

省级 福建省中等职业

教育体育协会

2016.12
安全标准化提升工程“二

级达标学校”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7.05
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标准化建设达标单位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7.06

2017 年度福建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团体优胜二等

奖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7.09

2014-2016 年度福建省中

等职业学校体育工作先进

单位

省级
福建省中等职业

教育体育协会

2017.09
全省中小学校园文化美育

环境培育示范校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8.03
福建省直机关三八红旗集

体
省级

福建省直属机关

妇女工作委员会

2018.05
2018 年省教育厅直属机

关职工趣味运动会一等奖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8.07
福建省第一届（2015-2017

年度）文明校园
省级

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政府

2018.07
2018 年度福建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省级

贡献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8.12
谢晖老师荣获第六届黄炎

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教师奖
国家级 中华职业教育社

2019.5

被确定为新一届“全国文

明校园先进学校”创建单

位

省级
福建省直机关文

明办

2019.6
2019 年度福建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贡献奖

省级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9.9
成为“仓山区职校保护联

盟”首批成员单位
市区级

中共福州市仓山

区委政法委员会

2019.12

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第十

四届教工健身运动会团体

银奖

省级
福建省中等职业

教育体育协会

2020.9

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

校（福建省示范性现代中

等职业学校）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财政厅

2020.12 顺利通过建筑专业群实训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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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验收，遴选为福建省

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化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

2021.03

2017-2019 年度福建省中

等职业学校体育工作先进

单位

省级
福建省中等职业

教育体育协会

2021.04
福建省第二届（2018-2020

年度）文明校园
省级

福中共福建省

委、福建省政府

2021.06

“福建省高水平职业院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立项建

设单位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1.12 省级平安校园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5 年 9 月

完成： 2017 年 7 月

实践

检验

时间

起始： 2017 年 9 月

年限： 5 年

1.成果简介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为《福州古厝》一书所

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

同时，还专门撰文论述了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保护好古建筑，保

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

责任。”习近平的论述字字扛鼎，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对历史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高度自觉和自信。在闽南的方言里，“厝”即专指房子。

“古厝”就是指古民居、老建筑，即古老的房屋，是一种仿“皇宫

式”建筑风格建造而成的，也是闽越最有代表意义的传统建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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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方建筑文化的象征，兼具居家、教育、祭祀三要素。在当代，

又赋予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人文特质，具有极大的旅游经济价

值和文化传承创新价值。

学校具有 40多年的办学历史，拥有教育部、建设部认可的全国

建筑行业紧缺人才培训基地，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三坊七巷”“二

梅书屋”和土楼建筑群为学校建筑工匠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从 2015年开始，学校即着手实施课堂教学改革，立足“尚

德善能，终身发展”的办学理念，坚持“立德树人、服务发展、促

进就业、提高质量、改革创新”的指导思想，牢牢把握“中国古建

筑文化传承创新的资源集聚地”的办学定位，紧紧围绕建筑工匠人

才培养目标，将极富地方特色的古厝文化深度融入课程体系，实施

“厝读课堂”革命，创新厝读课堂育人新模式。着力培养学生对古

厝文化的认知、感知、悟知、行知能力，切实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和关键性能力，全面打造和培养德智体美劳和协发展的乡村建筑工

匠人才。

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主要解决的问题

①价值认同模糊问题。学生对古厝文化价值认同模糊甚至缺失，

存在对古厝文化认知不足、感知不深、悟知不透、行知不实等问题。

②核心素养不足问题。学生存在人文底蕴缺失、学习动力不足、

进取精神不强、创新能力不够、责任担当缺乏等核心素养问题。

③关键能力不强问题。学生缺乏合作共事、沟通协作、生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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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自我调控、环境适应、自我评估等关键性能力。

（2）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①文化引领，多元协同，合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构建“厝读”文化。学校通过开展以筑“德”、筑“匠”、筑“馨”为

核心的特色“筑”文化活动，构建具有建筑特色的“教书育人、环境育

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四位一体校园文化体系，着力解决学生的

文化价值认同，竭力增强学生的核心素养。

优化“厝读”机制。学校倾力打造集实践教学、技能培训、社会

服务“五位一体”的中职建筑专业群实训基地，解决学生对古厝文化

认知不足、感知不深、悟知不透、行知不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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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课岗融通，教学革命，着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课程思政，筑牢学生文化自信。将古厝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各门

课程教学，变知识技能传授的传统课堂为既注重知识技能传授更注

重人文素质培养的综合性课堂。

教学革命，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安排学生到建筑工地、古厝群

开展见习、教习和实习，将实践教学环节划分为“专项能力培养课程

和综合能力培养课程”“抹灰工、砌筑工、模板、钢筋工”的“两类课

程，四大模块”，培养学生素养与能力。

大师赋能，助力学生匠心养成。通过“大国工匠进校园”行动计

划，学校先后聘请 20余位建筑设计大师、古厝非遗传承人等为客座

教授，举办讲座 30余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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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分层递进，塑型铸魂，切实提升学生的关键能力

围绕团队融合以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感知能力。采用“团队组

建+团队 PK+团队融合”授课模块、围绕“团队目标制定、团队规制与

实施、团队执行力、团队冲突应对、团队核心成员培养”的“1+5”培

养模式，培养学生合作共事能力和素养。

注重自我成长以培养学生的认知目标和悟知能力。以“自我成

长”为训练主题，构建“认知能力”培养模型，策划“自我成长训练营”

活动，要求每位学生设计一套到企业或古厝群实践一周的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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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众创空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梦想和行知能力。整合校内外

创业教育资源，搭建“三坊七巷”文化创客基地等创客平台，深度打

造移动服务课程体系，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创业项目孵化、创业基

地建设、创业实践服务等。

3.成果的创新点

（1）成果的特色

成果将富有地方文化特质的古厝文化元素全面融入课程思政，

以提升学生对古厝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认知、感知、悟知和行知能力

为目标，创新了“课堂革命”新理念、新方法。

（2）成果的创新点

第一，独创了“厝读课堂”新概念。“厝读课堂”的灵感源自

于福州本地古厝文化如何走进学生心灵的设想。研究团队将极富地

方特色和地域特点的古厝文化引入学校全课程思政，以实现以文化

人、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第二，首创了“课堂革命”新理念。“课堂革命”强调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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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多样性、交互性、平等性，不独拘泥于校内课堂，更强调课内

课外、校内校外、显性隐性等多种形式课堂的共生共存共享，注重

因材施教，关注差异发展。

第三，创新了“多元育人”新机制。学校通过校企融合、大师

传承、实景操作、岗位规训等有效措施，不断创新育人机制，突出

做中学和学中做，注重专业技能规训，培养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实践成效

推进了古厝文化的课堂融入。一是将古厝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各

门课程，拓宽课程思政内涵；二是开展“古建筑知识进课堂”和“古

建筑知识竞赛”活动；三是开展“古建筑知识志愿讲解员培训”和

深入古厝讲解活动等，不断优化古厝课程体系。

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和能力。2015年以来，学生参加省级以

上技能大赛，累计获奖 126项。

增强了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2015年以来，教师获省级以上教

学技能、班主任技能大赛奖励 19项，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 9

项。出版著作教材 8部，参编《体育》国家规划教材，参编关键能

力教材 3部，建成省级精品课程 6门、国家和省级专业（群）9个，

发表论文 55篇，获得成果奖 19项。

提高了学校综合办学能力和水平。获“全国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

人才培养、培训基地”、“福建省高技能人才培训考核省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基地”、“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首批省级技能型紧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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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地”等多项荣誉称号。2021年入选福建省高水平职业院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立项建设单位名单。

（2）社会反响

社会贡献。2019年与福建汇仟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无

人机管家》管理软件培训班，共有 20多家企事业 65人参加。服务

BIM证书鉴定约有 2000余人次，学校与行业企业共建职工培训中心

4个、继续教育基地 1个；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工作，达

5000人次。开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开发继续教育网络课程 1 门。

示范推广。接待济南理工学校等 22所中高职院校来校进行经验

交流，接待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际教育来宾 20人次。2019年，

省教育厅直属中职财经商贸类专业教学教研联盟会在我校召开。承

接 2018年、2020年福建省中职学校非师范类新入职教师规范化培

训，作为福建省技能赛建筑类比赛基地。2020年林玉章老师为福州

市建筑专业中心教研组做公开讲座，2021年为福建省职业教育建筑

专业教科研组做了公开讲座。

媒体报道。2019年《中国教育报》以《立德树人 尚德善能 终

身发展 铸就辉煌》为题全面报道了学校办学经验；2021年学习强

国 App福建学习平台《福建建筑学校：为民办实事，助力乡村产业

振兴》为题推介学校助力乡村振兴成效；2022年光明日报以《福建

建筑学校厝读课堂： 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建筑新人才》为题全面介

绍学校办学理念。

领导关怀。2019年福建省教育工委王建南副书记、福建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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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副厅长刘健莅临我校调研指导工作；2020年福建省教育厅吴伟平

副厅长、厅财务处戴颖处长、厅财务处陈雄副处长莅临我校调研指

导工作；2021年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罗辉等莅临我校调研督

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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