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青岛市“最美教师”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段

1 柴 震 青岛高新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幼教

2 陈海燕 平度市特教中心 特教

3 杭 伟 青岛澳门路小学 小学

4 李洪利 青岛金门路小学 小学

5 于 彦 青岛太平路小学 小学

6 瞿 良 青岛长沙路小学 小学

7 张锦艳 青岛安国路小学 小学

8 刘明环 青岛枣山小学 小学

9 孙丰利 青岛市即墨区书香小学 小学

10 马淑霞 山东师范大学瑞华实验小学 小学

11 赵淑娟 胶州市常州路小学 小学

12 徐静静 胶州市胶莱杜戈庄小学 小学

13 谢 芳 莱西市南墅镇中心小学 小学

14 薛 馨 山东省青岛第二十三中学 初中

15 李 静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中学 初中

16 韩世群 山东省青岛第二十七中学 初中

17 高春红 青岛市崂山区第六中学 初中

18 房绍伟 青岛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 初中

19 韩树林 青岛市即墨区启新中学 初中

20 兰瑞清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十八中学（东部分校） 初中

21 王永忠 青岛市即墨区北安中学 初中

22 张栋新 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中学 初中

23 王长民 平度市实验中学 初中

24 谭维维 莱西市望城街道中心中学 初中

25 徐艳军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普高

26 徐洪菊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普高

27 孙 芸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普高

28 周璐璐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中职

29 孙潘罡 青岛工贸职业学校 中职

30 宋 良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中职

2023年度青岛市“教书育人楷模”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段
1 招 霞 青岛市李沧区永安路幼儿园 幼教

2 何素娟 青岛市即墨区文景幼儿园 幼教

3 王 菲 胶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幼教

4 晏慧菊 胶州市特殊教育中心 特教

5 安军莉 青岛鞍山二路小学 小学

6 臧文刚 青岛富源路小学 小学

7 王裕菁 青岛滨海学校 小学

8 江建华 青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9 韩彩丽 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学校（中韩校区） 小学

10 赵同爱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小学 小学

11 王晓明 青岛市城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12 梁桂馥 青岛市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云桥小学 小学

13 李绍萍 莱西市日庄镇院里学校 小学

14 邓 蔚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七中学 初中

15 周小兵 青岛启元学校 初中

16 李 刚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一中学 初中

17 于泽梯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初中

18 辛纬国 青岛市城阳区白沙湾学校 初中

19 刘淑爱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 初中

20 贾莲香 胶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21 方明武 上合示范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22 张 燕 平度市东阁街道崔召中学 初中

23 张丽萍 平度市南村镇郭庄中学 初中

24 金晓红 平度市白沙河街道麻兰中学 初中

25 张 磊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普高

26 翟召东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八中学 普高

27 刘宗芹 青岛市即墨区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职

28 王 芳 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职

29 辛守涛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中职

30 孙洪传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中职

31 沈 伟 青岛农业大学 大学

32 张冬梅 青岛理工大学 大学

33 张立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大学

34 赵 昕 中国海洋大学 大学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实习生 王慧宇

不久前，一场线上课程在青岛电子学
校开启，与众不同的是，这场课程的培训老
师来自德国，共同推动德国“双元制”职业
教育模式及德国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大纲本
土化，推动教师队伍和在校学生的发展。近
年来，青岛电子学校全力打造“双师型”团
队，将教师个体成长和教学团队建设相结
合，搭建起了一条教师成长的快车道。

打造中德能力中心助成长
推进优质国际资源本土化
记者了解到，青岛电子学校与德国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在学校共建电
子专业能力培训中心，一年来已经开展了
20多场培训。学校依托中德能力中心，积极
探索推进引入德国优秀教学模式(行动导向
教学法)——— 教学模式本土化 (电子特
色)——— 成功案例输出尼泊尔(教学模式、课
程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闭环模式，力争探
索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取得历史性突破。
学校建立了由校领导、正高级专业

老师、教研室主任、文化课骨干教师、思
政指导老师、中外合作骨干、后勤保障等
组成的近30人的中德电子能力中心建
设组，以学校2023级工业互联网班级为
中德电子能力中心教学实验班，制订完
成了中德电子能力中心实验班级教学领
域、教学情境，研制、编写了青岛电子学
校电子能力中心校本课程资源。
“中德能力中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中
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围绕教学情境

需求重构教学，采用项目式的教学方法，以
行动为导向培养人才，更加贴近企业的需
求。”记者了解到，中德能力中心在青岛电
子学校快速成型，离不开雄厚的师资力量，
合力推动德国优秀教学模式本土化，也承
载了学校综合育人的一次全新尝试。

个体成长融合团队建设
为教师成长铺设快车道
目前，青岛电子学校有教职工202人，
拥有齐鲁名校长、齐鲁名师、青岛市拔尖
人才、青岛名师等众多优质名师，组建了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物联网教育教学两
支省级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如何进
一步盘活教师队伍资源，激发教师队伍
的内生动力，进而作用于学生的全面成
长，这是学校思考的话题。
虽然吴振伟是一位35岁的教师，2013
年入职、2015年便在技能大赛获奖，在青岛
电子学校迅速成长，目前担任智能制造教

研室主任，参与了教育部的现代通信计划
应用专业和通信系统工程安装与维护专业
的简介和教学标准修（制）订工作。他的快
速成长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更离不开学校
“青蓝”结对工程，以及35岁以下教师成长计
划。他告诉记者，在学校遇到了一群“宝藏”
老师，“青蓝”结对师从于名师张甬兰，技能
大赛由李田华以老带新，跟着王国明参与课
题研究、教材编写，让自己获益匪浅。
正如他所说，学校突出教师个体成

长和教学团队建设相结合，提高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大力提升职业
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根据教
师的专业技能和年龄层次，建设了传承教
师工作团队、名师教学领航团队、中青年教
师领雁团队、青年教师启航团队等四支团
队，实施师德师风建设计划、教师专业素养
提高计划和课程思政行动计划。通过“公开
课—优质课—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名
师—特级教师”成长阶梯，为老师铺设了
成长快车道，加快了教师成长速度。

培育高素质双师型队伍
夯实职教人才培养基石
教师队伍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对

于职业教育而言更是如此。今年暑期，为了
进一步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学校派出骨干
教师参与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语
文历史统编教材培训、山东省中等职业教
育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每周二
下午固定教研活动日时间，依据学校教研
和集备管理制度开展富有实效的校本教
研和集备活动，教师培训比例达10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加
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青岛电子
学校校长崔西展说，学校制定了《青岛电子
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实施方案》，计划每年建
设10家校企合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和10家企业实践基地，把国家职业标
准、国家教学标准、1+X证书制度和相关标
准等纳入教师培训的必修模块，分级打造
师德高尚、技艺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教学
名师、专业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等高层次
人才队伍。经过3~5年的连续培养，打造高
素质“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依托于殷实的优质教师资源，青岛

电子学校擦亮“崇德·尚礼”德育品牌，制
定方案实行全员育人，打造青岛电子学
校魅力课堂，最终作用于学生成长、成
才。在2023年职教高考当中，青岛电子
学校再创佳绩。坚持成就一个学生、幸福
一个家庭、奉献整个社会办学理念，崔西
展说，依托优质的师资队伍，学校将聚焦
国家需求，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源源不
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铺设一条教师成长“快车道”
青岛电子学校搭建梯队，全力培育“双师型”育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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