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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信息校〔2024〕2 号 

 

关于印发《厦门信息学校 2023 年工作总结

及 2024 年工作思路》的通知 

 

各科室、专业教学部： 

现将《厦门信息学校 2023 年工作总结及 2024 年工作思

路》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 

 

 

厦门信息学校     

202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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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息学校2023年工作总结及2024年工

作思路 

 

第一部分  2023年工作总结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建设教育强国动员令。在市

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的领导下，厦门信息学校深入开展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笃定“省

双高”“省文明”建设目标，全力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一、坚定不移，用党建领航学校事业发展 

（一）落实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贯彻落实中小学校党组

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上先行先试，当好“排头兵”，种好“试

验田”，顺利完成党委书记与校长分设。 

（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 

学校作为主题教育第二批单位之一，积极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紧紧围绕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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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在推动学校

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新篇章。为进一步解决我校学生劳动实践

教育活动场地短缺、美育教育形式单一、党员教育模式固化

等问题，学校与海沧区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锦熹陶

瓷馆内举行共建“中共厦门信息学校委员会党员教育实训基

地”“厦门信息学校校外融创教育实践基地”签约揭牌仪式。 

（三）创新党建工作模式 

紧扣党委1351工作模式和一支部一品牌建设，用心打造

书记工作室，学校被确认为2023-2024年厦门党员教育实训基

地。《发挥党建引领优势，创新“三全育人”模式——厦门

信息学校党建创新工作案例》入选全国职业院校党委书记论

坛案例汇编。 

二、矢志不渝，用初心培育立德树人硕果 

（一）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落实立德树人 

坚持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为主题，以爱心节、艺术节、体育节、技能节、

读书节等为载体，搭建多样化学生成长舞台。《十年“爱心

节”，筑爱“双循环”》案例入选福建省第四批“一校一案”

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典型案例，为厦门市唯一一项

中职学校入选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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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三全育人”改革，提高育人质量 

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使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思政课为引领、

以文化基础课为依托、以专业课为协同、以校本课为特色的

四位一体思政育人课程体系，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新格局。学校入选福建省中等职业学

校“三全育人”典型学校培育名单，是厦门市唯一入选的学

校。 

（三）强化德育团队建设，提升育人能力 

开展班主任能力提升培训，组织德育工作团队开展校际

调研交流活动，为我校班主任队伍的成长、班主任工作室的

建设搭建更高更广交流学习平台。“心灯”班主任工作室入

选首批省级中等职业学校名班主任工作室培育建设项目。胡

成琳老师喜获2023年厦门市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比赛高

中组三等奖、市属片区高中组三等奖，也是市属中职学校唯

一获奖的班主任选手。 

三、锲而不舍，用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推动学测备考改革，成效显著 

坚持以学业水平测试改革为总抓手，创新传统教学方式

方法，全面推行全员晚自习。2020级中职共1002名学生参加

8个专业类别的高职分类招考，上本科录取线人数合计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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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上线率8.1%；全部考生成绩均超过专科录取线，专科上

线率100%。城轨2001班林芳同学获得轨道交通类全省第一名，

各类别合计全省前十名9人，前五十名29人。 

（二）总结教学创新成果，成绩斐然 

学校积极总结教学经验，形成了多项教学成果。《“三

融合、三循环、三递进：产教融合培养数媒工匠人才”的育

人模式》在获得省级特等奖的基础上斩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电子商务专业“岗课赛证创”五位一体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荣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三）实施“三教”改革方案，成果涌现 

学校打造了一批省市级精品课程、优质教材项目，建设

起一支高质量的教师创新团队。4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3门课程入选省级职业教育在

线精品课程项目，1个教学资源库入选省级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资源库拟推荐项目。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省赛一等奖2项，二

等奖1项，三等奖9项；国赛一等奖1项，三等奖5项。邹木英、

王蜜宫二位老师指导学生一举夺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电子商务运营”赛项金牌。 

四、坚持不懈，用品牌塑造名师教学团队 

（一）名师工程领航教师成长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组织我校15位省市名师参与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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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新增福建省职业院校名师2人，福建省中职专业带头人

2人，厦门市中职学科带头人10人，入选市中职专家型教师8

人。2023年各级各类课题结题21项，其中省级6项、市级5项、

区级10项。 

（二）双师工程促进专业发展 

制定出台“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搭建促进教师发展

的个性化、人文化的服务平台，全面提升教师职业素养和教

育能力。我校入选首批“厦门市工匠学院”，周兴舜技能工

作室入选市级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室。吴德进、叶雪明在第二

届厦门市职业技能竞赛分别荣获第一名，获“市技术能手”。 

（三）青蓝工程形成教师团队 

按照“高带低、一对一”原则，确定“带教对子”，指

导青年教师制定职业发展规划。2023年，新增厦门市级骨干

教师13人。城轨专业群教学创新团队入选2023年福建省轨道

交通协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轨道教研组荣获厦门市“工人

先锋号”。 

五、笃行不怠，用行动建设网络文明学校 

（一）喜获批全国数字校园试点院校 

坚持打造“互联网+专业+文明”的育人生态圈，学校被

确认为厦门市智慧校园五星级达标学校，为厦门市智慧校园

最高星级。学校获批“全国职业院校第二批数字校园试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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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设单位，并通过教育部审核成为国家职业教育信息化

标杆学校建设单位。 

（二）打造网络文明建设示范基地 

积极参与厦门网络文化节，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向“线上

+线下”同步延伸，逐渐形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网络

育人新格局。学校被授予“厦门市新时代青少年网络文明建

设示范基地”，是获此殊荣中唯一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三）建设高水平信息化实训基地 

积极开展专业数字化转型和实训基地信息化建设，我校

八个项目入选2023年省级职业教育信息化和产教融合重点

项目，为2023年度全省中职学校之最。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

维护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被认定为省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商业智能国际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入选厦门

市第二批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立项建设项目。 

六、初心不改，用真诚打造师生幸福家园 

（一）建设5A级平安校园 

依据“人防抓落实、物防抓巩固、技防抓提高”的工作

模式，与所在属地的派出所、社区以及学校的物业签订四方

联防联动协议书，为师生构建平安放心的校园安全防范体系。

学校荣获厦门市2022年学校综治安全目标管理责任考评优

秀单位和“5A级平安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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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造和谐温馨校园 

为让校园更美丽，提高师生幸福感和获得感，恢复建设

原厦门师范学校钟楼，使其成为厦门信息学校的新地标。学

校先后完成男生宿舍卫生间板层加固及走廊墙面瓷砖改造

工程、车辆进出口大门提质改造工程以及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改造、操场健身器材等文体设施改造。同时，完成食堂后厨

设备改造工程，为师生提供安全卫生饮食环境，学校食堂荣

获湖里区反餐饮浪费十佳学校食堂。 

（三）打造模范职工之家 

坚持当好“职工娘家人”，做好“家庭分内事”，有11

位教工与伴侣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为近年来最多。学校工

会荣获“全国教科文卫系统模范职工之家”，是厦门市教科

文卫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刘斯老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入选中国好人榜。 

七、百折不挠，用实践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积极与台湾地区职业院校交流互鉴，加强与在厦台企合

作。受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萤焕先生的邀请，校龙狮队先后参加厦

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31周年庆典、“闽台融合 共创辉煌”

2023年在厦台青台胞千人交流联谊会，受到两岸台胞的一致

赞誉。学校入选厦台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示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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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质增效，用质量保障双高计划建设 

围绕“一心一本八化”建设模式，实施总体建设“一把

手”工程、项目建设“双负责”模式、过程建设“七步法”

流程，高质量建设孕育高水平“双高”成果。2023年12月29

日，福建省教育厅反馈“福建省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2022年中期评价有关情况，厦门信息学校立项建设高

水平中职学校（A类）以及电子商务和数字媒体技术应用2个

立项建设高水平中职专业群（A类）中期评价等级均为“好”。 

第二部分  2024年工作思路 

一是在党建创新引领学校现代化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精心培育“一支部一品牌”，形成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协

同的党建模式。 

二是在两岸融合推动学校高水平建设上迈出更大步伐。

积极与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在服务台企、联系台青、引

进台师方面加强合作。 

三是在优化制度推进班主任队伍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启动班主任职级制编制程序，引导广大教职工聚力主责主业，

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四是在网络文明提升学校信息化内涵上做出更大贡献。

积极参与厦门网络文化节，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向“线上+线下”

同步延伸，持续强化省级文明校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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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在普法宣传提高学校现代化质量上取得更大成效。

组建厦门信息学校“青芒”蒲公英普法志愿服务中队，通过

建章立制、校园普法、学生权益保障、加强法治教育工作队

伍建设和开发法治校本课程等五个维度，进一步筑牢“法治”

和“安全”两个底线。 

六是在提升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上实施更大举措。规

划在田径场北面新建教学综合楼，打造学校新的文化地标。 

七是在探索中本贯通培养应用型人才上寻求更大突破。

与厦门理工学院签订合作共建协议，探索中本贯通培养项目。 

 

 

厦门信息学校办公室                          2024年3月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