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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文件
京教工发〔2022〕3 号

★

关于印发《北京教育系统教职工职业发展
多维助推方案（2022—2025）》的通知

各高校工会、直属基层工会，各区（燕山地区）教育工会：

《北京教育系统教职工职业发展多维助推方案（2022—

2025）》已经北京市教育工会第十届委员会第 24 次主席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市教育工会

2022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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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系统教职工职业发展
多维助推方案

（2022—2025）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

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要部署；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全

国总工会和北京市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工作安排；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推动北京教育系统教职工队伍建设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助推目标

结合北京教育系统教职工队伍特点和实际情况，面向不同岗

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教职工，从职业技能、职业

道德、专业特色、服务社会四个维度出发，完善工作载体，明确

助推内容，开展多层次、多渠道职业发展助推工作，促进教职工

职业发展，增强教职工职业自豪感和社会美誉度，造就党和人民

满意的首善教职工队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二、工作载体与助推内容

（一）聚焦教书育人基本技能，助推青年教职工队伍职业启航

1.工作载体

深入开展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系列活动（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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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岗位青年教职工职业能力竞赛）；拓展赛事成果，分级开展高

校青年教师教研工作室建设；继续推进“京教杯”中小学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

2.助推内容

（1）优先推荐高校青教赛优胜选手及优秀团队参评首都劳

动奖章、奖状和工人先锋号；建议所在单位在推荐教学名师、青

年教学名师、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2）为高校青年教师教研工作室配套专项建设经费。

（3）结合高校系统工作实际，完善助推方式机制，发布管

理岗位专项课题，配套课题经费，推动管理岗位青年教职工队伍

建设。

（4）推荐高校青教赛和中小学“京教杯”优胜选手参加全

国青教赛。

（5）组织交流实践。依托市教育工会“青椒汇”、“读懂

中国·认知北京”实践活动等，组织青教赛获奖选手代表与教育

系统榜样先锋人物、海归青年教职工、“名师传承工作室”团队、

“工匠学院”团队及优秀教职工志愿者等群体进行交流交往，共

同开展社会实践。

（二）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资深教职工队伍的引领

作用

1.工作载体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教育和建设职能，积极推动教职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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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建设，发挥教职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作

用，构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机制，每 2

年在北京教育系统开展一次“育人榜样（先锋）”人物推荐与宣

传活动。

2.助推内容

（1）优先推荐事迹突出的榜样人物代表参评首都劳动奖章。

（2）推荐“育人榜样”人物代表参选“北京榜样”。

（3）大力开展宣传与风采展示。一是以“寻访‘大先生’”、

“师者大爱”、“榜样足迹”等为主题，综合采用短视频、微电

影等新形式，结合人物专访、在线论坛、户外公益宣传等传统形

式，开展全媒体宣传；二是组建宣讲团，赴教育系统内各单位和

社会单位进行宣讲交流。

（4）组织交流实践。依托市教育工会“读懂中国·认知北

京”实践活动等，组织榜样先锋人物代表与青教赛获奖选手、“名

师传承工作室”团队、“工匠学院”团队及优秀教职工志愿者等

群体进行交流交往，共同开展社会实践。

（5）为榜样先锋人物当中的非在编教职工，特别是从事后

勤、服务等岗位的教职工提供促进职业发展的学习和培训机会。

（三）聚焦学科特色和办学定位，助推专业院校教职工队伍

职业发展

1.工作载体

从艺术院校、体育院校试点，开展高校系统现代“师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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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由试点单位制定方案，聚焦本学科人才培养特点，科学梳

理“师徒”关系内涵，探索现代“师带徒”模式，逐步形成工作

机制。

从高职院校试点，探索开展“工匠精神”传承与“工匠学院”

建设。由试点单位制定方案，紧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主题，

坚持应用导向，与本单位毕业生就业领域的企业密切合作，将“工

匠学院”打造成为实现高职院校教职工职业发展与培养高级技能

人才、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之间的有效桥梁和坚实阵地。

2.助推内容

（1）试点建立艺术、体育类“名师传承工作室”团队，并

配套“师带徒”专项经费，探索制定相应制度文件。试点经验成

熟的可适时挂牌。

（2）开展“工匠精神”宣讲，参照榜样先锋人物宣传的形

式，开展宣传工作。

（3）发布专项课题，明确研究团队，配套课题经费，探索

“工匠学院”与企业联合开展应用型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有效机

制，试点经验成熟的可适时挂牌。

（4）组织交流实践。依托市教育工会“读懂中国·认知北

京”实践活动等，组织“名师传承工作室”团队、“工匠学院”

团队与教育系统榜样先锋人物、青教赛获奖选手、优秀教职工志

愿者等群体进行交流交往，共同开展社会实践。

（四）聚焦社会责任和志愿服务，助力教职工为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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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贡献力量

1.工作载体

（1）进一步健全完善北京市教育工会心理咨询中心、法律

援助中心工作机制，充实队伍力量，面向社会扩大工作覆盖面。

（2）整合成立北京市教育工会义诊志愿服务团、支教志愿

服务团等，明确牵头单位，为本市远郊区、重要产业、重点项目、

特定职工群体和外省市提供志愿服务。

（3）探索工作机制，集中关注北京教育系统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的集体和个人。

2.助推内容

（1）探索全市教职工社会服务与志愿服务积分荣誉体系。

对在社会服务与志愿服务当中表现突出的优秀教职工，优先推荐

“育人榜样”。

（2）开展宣传与风采展示。参照榜样先锋人物宣传和“工

匠精神”宣传的形式，开展面对优秀教职工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群

体的宣传。

（3）组织交流实践。依托市教育工会“读懂中国·认知北

京”实践活动等，组织优秀教职工志愿者代表与教育系统榜样先

锋人物、青教赛获奖选手、青年海归教职工、“名师传承工作室”

团队、“工匠学院”团队等群体进行交流交往，共同开展社会实

践。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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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系统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立

足新时代北京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大局，进一步认识助推教职工

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及时向同级党（工）委汇报，争取行政支

持；结合本单位教职工队伍情况特点，探索创新方法，制定实施

方案；深入动员，形成合力，注重总结工作经验，做好典型示范

引领，深入推动教职工职业发展助推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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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育工会 2022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