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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主题 

山东职业学院实施“教学基础条件升级改造工程”为中心的

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工程，打造职业高等教育一流育人环境。 

二、背景与起因 

（一）实施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工程，是深入贯彻《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要求，“把职

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

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山

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提出：

“加快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探索企业创办职业教育专业

实训基地的有效途径。”学院依托“双高”建设计划，加大改善

基本办学条件力度。 

（二）实施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工程，能够充分发挥环境育人

在“三全育人”中的优势作用，推动两者之间的相互衔接，通过

循序渐进的培养方式，切实发挥环境育人在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

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环境育人与其他育人工作之间的相互融合，

共同完成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实施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工程，是进一步贯彻国家和全



省职业教育改革精神，探索类型教育背景下职业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规律，提升内部治理水平，推动学校“双高”建设和创新发展。

符合“职教新高地”建设，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

主体”的办学理念。 

三、做法与经过 

建立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的目标管理体系，启动“双

基双改”工程为核心的改革，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形成良好的办

学风格，使学校环境和条件更加完善，管理更加科学规范，力争

步入办学标准化建设先进行列。 

（一）建设智慧教室，助力“三教”改革。新建成的 139 间

直播项目教室可以实现项目化教学的演示与互动教学；10 间互

动录播教室在实现直播项目教室功能基础上增加了一对多间教

室的网络广播式教学和教学过程录播功能，可以实现不同教室间

教师与学生的教学互动，并且学生可以在多地、远程、异步开展

学习活动；2 间研讨型教室是互动录播教室的增强版，可以实现

同步录课、远程研讨等功能，满足教师制作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

教学需求。 



 

图 1 标准化智慧教室 

(二)加强校园基础建设，改善学校环境。加大投资力度，加

强学校设施建设，按照整体设计、突出特色、分步实施的原则,

努力创建硬化、净化、绿化、美化“四化合一”的校园。分别进

行了校内 4节车厢的校史馆改造项目、10号学生公寓整修项目、

学生公寓晾衣架及地面硬化工程、食堂整修项目、铁路线路沿线

美化整修项目、校医院改造项目、疫情隔离观察室改造项目、廊

架及凉亭景观改造项目、电力增容项目、直饮水托管项目、学生

公寓加装空调改造项目。校园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师生满意度

进一步提高。 

 

图 2 优美的校园环境 



（三）教学楼整修，改善教学环境。随着师生对学习环境品

质及舒适度的需求不断提高，学校为改善教学环境，节约能源的

目的。对 1 号、3 号教学楼进行了中央空调改造，改善教室环境

的舒适度，并采用最新变频技术，能够很好的解决空调系统能耗

高的问题；全部教学楼加装电梯改造，极大方便全体师生出行，

改善师生生活质量；对 1-4 号教学楼进行卫生间及暖气管道整

修，彻底性改善卫生间及暖气管道地面漏水严重，导致墙面涂料

脱皮，严重影响教学卫生环境及形象，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

境。 

 

图 3 教学环境改善 

（四）建设阳光大厅，改善室内体育活动环境。学校拥有在

校学生 12000 余人，建设阳光大厅前，室内活动场馆可用面积仅

为 1400㎡（南益馆）。严重影响学校体育教学环境及师生的身心

健康，随着学生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体育活动的需求

增加，而与之配套的室内运动场设施不健全，影响了学校体育教

学的全面正常开展。新建 1928㎡阳光大厅，满足师生室内运动、



改善体育教学环境及承办小球类体育活动的需要。 

 

图 4 新增室内活动场所 

四、成效与启示 

（一）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育人环境，保障

学生的日常学习及生活需要。校园环境不仅影响着学生的心理状

态和行为取向，还对学生的价值观培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学校通

过为学生营造有利于学习、生活的优良环境，来保障学生的学习

及生活需求。 

（二）智慧教室建设，创建良好的信息化环境，促进信息化

资源与课堂教学的深入融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师生信

息化素养；在智慧教室中，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改进教法，适应

新技术的需求，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促进“三教”改革。 

（三）环境育人作为“三全育人”中全方位育人的一个重要

载体，在环境育人体系下，学校通过校史馆建设，将学校独特的

文化要素融入学校校园环境景观中，从而实现学校识别度与形象

感知度的双重提升，促进校园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文化关



联，切实增强环境育人能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