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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信息技术背景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紧缺的原因ꎬ提出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工学结

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思路ꎮ 以数控技术专业为例ꎬ通过专业对接产业确定人才培养目标ꎮ 按

对接岗位构建创客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系ꎻ产教融合ꎬ搭建实践育人平台ꎻ创新培养

机制ꎬ共建双师队伍ꎻ校企共同育人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ꎬ构建了面向数字化工业“工学结合、校企

共育”人才培养模式ꎬ培养集信息技术及专业知识、管理技能、创新实践能力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ꎮ
关键词:人才培养模式ꎻ数控技术专业ꎻ工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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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装备的融合改变了传统的生

产制造模式ꎬ诞生了新的职业和岗位ꎬ带来了生产服务一

线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巨大缺口ꎬ而人才缺口的根

本原因之一是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存在问题ꎬ具体表现为专

业与就业不衔接、职业能力与岗位不匹配等[１] 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２]给专业建设和人

才培养指明了方向ꎬ职业教育要对接企业ꎬ以就业为目标、
能力为目标ꎬ培养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需求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ꎮ 因此ꎬ高职教育只有对接市场需求

和科技进步ꎬ对接产业和岗位需求ꎬ研究全新人才培养模

式ꎬ才能培养出适应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需要的生产服

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ꎮ

１　 “工学结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思路

“工学结合、校企共育”是我院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创新培养生产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新模式ꎬ其内涵是学校与企业在平等、互惠互利机制下的

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ꎮ 通过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共同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等途

径ꎬ实施合作育人ꎬ是一种让学生毕业即上岗ꎬ真正以就业

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ꎮ
１)转变人才培养理念ꎬ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以就业为导向决定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要注重与区

域行业、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ꎬ要按照行业、企业需要的

人才去培养、打造专业学生ꎮ 因此ꎬ高职教育要在人才培

养理念方面进行创新ꎬ积极深入企业ꎬ摸清产业发展和企

业制造模式ꎬ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ꎬ挖掘有利于“工学

结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渠道ꎬ满足企业发

展的人才储备需求[３] ꎮ
２)以工学结合促就业为导向ꎬ构建有利于岗位能力

培养的专业课程体系

高职教育强调学生的实践技能和职业素养ꎬ课程设置

应按照岗位能力要求ꎬ以实践技能和技术应用为纲ꎬ构建

适合工作和学习交替进行的实践型课程体系ꎬ同时密切与

企业的沟通与合作ꎬ在行业企业实践专家指导下ꎬ设计并

安排工学交替课程教学进程ꎬ保证学生顺利进行工作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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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衔接、员工与学员角色的转换ꎬ促使学生能够适应企

业生产方式和科技进步ꎮ
３)遵循校企资源共享原则ꎬ建设实践育人平台

实践基地是“工学结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的关键ꎬ
学校必须联合行业企业ꎬ利用企业设备、人力资源建设校

内外实践基地ꎮ 校内实践基地应坚持场景再现原则ꎬ按照

产品工作流程设置岗位技能训练区并序化区域ꎬ建成“企
业化”校内实践教学基地ꎻ校外实践基地坚持“课堂在线”
原则ꎬ遴选一家专业相关度高的企业ꎬ设置讲堂ꎬ将教学规

范、教学标准对接企业工作规范、工作标准ꎬ使教学课堂对

接车间现场ꎬ建成“课堂化”校外实践教学基地ꎮ
４)创新培养机制ꎬ校企共建师资队伍

高职院校专业教师除了从事理论教育与实践指导外ꎬ
还要承担与行业企业发展相关的技术与社会服务ꎬ因此需

要建设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各有专长的“双师

型”队伍ꎮ 第一ꎬ建立校企双向融通合作机制ꎬ创造条件

吸引企业技术、技能和管理人才到校任教ꎬ打通校企人才

通道[４] ꎻ第二ꎬ建立扁平化团队管理机制[５－６] ꎬ根据专业教

学、科研、服务功能定位ꎬ组建教研组、科研组和培训组ꎬ制
定团队激励机制ꎬ鼓励教师一专多能、理实结合ꎬ塑造双师

素质ꎻ第三ꎬ建立“分层分类”管理与评价机制ꎬ构建由横

向课题、培训服务、教育教学等多元组成ꎬ行业企业、教学

管理部门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体系ꎬ促进教师教科研、社
会服务、实践能力的提高ꎮ

５)深化校企合作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是否适应社会和企业发展首先是培养目标、规格是

否满足需求ꎬ其次是方法和手段是否得当ꎮ 因此ꎬ学校要积极

主动去了解行业企业人才诉求ꎬ挖掘校企利益共同点ꎬ通过

学校、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ꎬ实施“校企共育”模式ꎮ

２　 数控技术专业“工学结合、校企共
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面对新职业、新要求ꎬ数控技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岗

位ꎬ积极转型升级人才培养规格ꎬ提出“以学生综合职业

能力为主线ꎬ紧跟产业发展ꎬ构建特色课程体系ꎻ产教融

合ꎬ搭建实践育人平台ꎻ创新机制ꎬ打造双师队伍ꎻ校企共

同育人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路ꎬ从课程体系构建、实
践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构建“工学结合、
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模式ꎮ

ａ)对接产业ꎬ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面向智能制造产业ꎬ根据智能制造工业发展和岗位需

求ꎬ定位数控技术专业方向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ꎬ结合数字

化制造工作过程的初始岗位、升迁岗位和迁移岗位ꎬ明确数

字化制造职业岗位群ꎬ确定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ꎬ人才培养

规格具体化ꎬ包括职业素质、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ꎮ 其中职

业素质包含职业道德、身心素质、人文素养等基本素质和从

业素质ꎻ专业知识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拓展知识ꎻ职
业能力包括逻辑思维与创新和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等职业

核心能力、专业能力和发展能力ꎮ 通过不断优化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ꎬ使学生掌握智能制造、管理知识ꎬ具有数字化制

造综合能力和对智能制造基础系统的理解和运用能力[７]ꎮ

ｂ)对接岗位群能力ꎬ构建创客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

合专业课程体系

为紧跟产业发展ꎬ数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应从三

个维度着手ꎮ 首先是学生专业能力培养ꎮ 依据企业生产

工作流程:设计—工艺—制造ꎬ注重学科先进技术与工作

内容融合ꎬ信息技术与工作过程渗透ꎬ通过合理分析和科

学规划ꎬ设置了专业基础、专业核心、专业拓展模块课程ꎬ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能力培养课程线[８] ꎮ 其次是学生素

质培养ꎮ 将学生的素质培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

通识课程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职业道德等基本素养ꎬ
第二阶段把岗位素养融入实践教学ꎬ通过公共基础技能课

程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等基本素质ꎻ通过专业技能训练课程

培养学生责任、安全、协作等职业品质ꎻ通过顶岗实习、生
产活动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等职业素质ꎬ从而构建职业素质

培养课程线ꎮ 再次是学生创新能力培养ꎮ 遵循创客教育

规律: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训练与创新方法掌握—创

新实践技能获得—创新ꎬ设置相关创客类课程ꎬ如创新思

维训练、机械创新设计等ꎮ 通过循序渐进的课程学习培养

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设计与实践技能ꎮ 在上述基础上ꎬ以
能力、素质养成为主线ꎬ将学生能力培养课程与素质养成

实践课程交叉融合ꎬ构建能力、素质并重的实践型课程体

系ꎬ将创客类课程与专业课程按阶段融合衔接ꎬ如图 １ 所

示ꎬ形成创客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ꎬ合
理规划学生在校学习和在企实践的课程教学进程ꎬ设计在

校学习与工作的教学模式ꎬ最大限度做到工作与学习的交

叉与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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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ｃ)产教融合ꎬ搭建实践育人平台ꎬ创新培养实践型人才

数控技术专业密切与企业合作ꎬ共同设计实践教学体

系、联合建设“企业化”校内实践基地和“课堂化”校外实

践基地ꎬ为人才培养搭建育人平台ꎮ
１)创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实践教学流程体系[９]

以学生最终完成企业综合项目任务为目标ꎬ联合企业

实践专家分析学生应具备的综合能力ꎬ由此倒推单项能力

和技能ꎬ如数字化设计能力、数字化工艺能力、数控车 /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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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 连碧华高职“工学结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加工与数据通信技能等ꎬ遵循从单项技能到综合技能、单
一能力到综合能力的培养规律ꎮ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能力

的实践教学流程体系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基于数字化工厂平

台ꎬ大二上学期分项训练学生的数字化设计 ＣＡＤ、数字化

工艺 ＣＡＰＰ(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数字化制造 ＣＡＭ 软

件应用能力和数控车 /铣削加工、数据通信等技能ꎬ大二下

学期以完成企业项目为最终目标ꎬ按照项目方案设计、项
目方案实施、成果展示等行动导向设计教学项目情景ꎬ将
各专项能力和技能揉入项目实施过程ꎬ通过项目开展逐步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与技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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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实践教学流程设计

　 　 ２)建设“双化”实践教学基地

聘请企业专家共同规划设计校内智能制造实训基地ꎬ
建设集“学生技能训练、职业技能鉴定、教学科研、社会服

务”于一体的数字化工厂、３Ｄ 打印中心、工业机器人等实

训室ꎮ 其中ꎬ数字化工厂即“企业化”校内实践教学基地ꎬ
是参照企业生产环境标准ꎬ按照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流程ꎬ
设置了数字化设计体验中心、数控车削加工单元、智能制

造(数控铣)单元、总控室等工作区ꎬ分别对应于制造流程

中设计、工艺、加工、质控、管理等岗位ꎬ满足校内“轮岗”
实训教学要求ꎮ 该实践基地参照企业现场管理办法实施

“７Ｓ”现场管理ꎬ所创造的准职业环境和工作场景为实施

真实职业环境下的工作与学习提供了保障ꎮ
完善与企业的合作运行机制ꎬ与多家企业合作建设校

外实践基地、学生工学交替与顶岗实习基地ꎮ 其中ꎬ与南

京恩里特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课堂化”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ꎬ将课堂元素搬入企业ꎬ设置企业讲堂ꎮ 学生

在校期间可借助视频传输系统连接企业生产现场ꎬ远程观

看企业生产过程ꎬ在线了解工作内容、设备操作、技术应用

等ꎻ学生在实践基地工作和学习时ꎬ由企业专业工程师传

授知识和文化、参与企业生产任务ꎬ在获取岗位技能的同

时提高了实践能力和岗位适应性ꎮ
ｄ)创新机制ꎬ多渠道培养双师队伍[１０]

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要求高职教师教学必须做到理论联

系实际ꎬ即教师既要具备较强的理论知识水平又要具有较

好的实践技能ꎮ 因此ꎬ在师资队伍创新培养机制保障下ꎬ数

控技术专业提出了“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企业锻炼与

校内培养相结合”、“赛与导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思路ꎬ
从多方面入手ꎬ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ꎮ 第一ꎬ在学院完善的

企业导师聘用、管理、培训机制保障下ꎬ采取企业“导师制”
方式ꎬ聘请企业技术人员和校内教师结对子ꎬ一方面企业导

师进入校园指导实践教学、指导课程情景开发和教学案例

选取ꎬ另一方面教师“带任务”进入企业挂职锻炼ꎬ参与企

业导师的课题和技改项目ꎬ“带成果”回校指导课程教学与

改革ꎻ第二ꎬ在“分类管理”机制下采取“项目合作”方式ꎬ将
企业实践教师和校内理论教师组队ꎬ通过承接技术应用与

技术改造等应用性课题促进教师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

技能训练ꎬ促进产学研能力提升ꎻ第三ꎬ在“分层管理”机制

下采取“师徒结对”帮扶方式ꎬ将专业能力强的教师与青年

教师结对ꎬ通过“教学能力训练”、“一对一帮扶”等方式指

导青年教师驾驭课堂ꎻ通过教学基本功竞赛、教师技能竞

赛、一位教师负责一门课程的“一师一课”等方式促进教师

教学能力与教研能力提高ꎬ从而提升专业团队整体素质ꎮ
ｅ)校企共同育人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遵循“工学结合ꎬ校企共育”人才培养理念ꎬ与南京工

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合作ꎬ共同设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整

个过程的人才培养路径[１１] ꎮ 大一时将学生送入合作企

业ꎬ参与企业简单生产活动ꎬ熟悉企业工作环境、工作内

容ꎬ实施工学交替ꎬ为职业生涯规划做好前期准备ꎻ大二时

在“企业化”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实施“轮岗实训”模式ꎬ训
(下转第 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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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冯羿飞ꎬ等新型小行星附着机构的落震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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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新初始条件下的缓冲器受力情况

５　 结语

针对一种新型的小行星附着机构建立了虚拟样机模

型ꎬ在动力学仿真软件 ＡＤＡＭＳ 中进行了落震仿真ꎬ得到

的结果显示:这种构型具有优秀的稳定性ꎬ能够将着陆过

载控制得非常小ꎬ并且具备良好的横向动能吸收能力ꎬ能
有效降低着陆后的残余速度ꎮ 同时ꎬ仿真中得到的关键位

置力学参数对后续的着陆构型设计、缓冲装置选择也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ꎮ

参考文献:
[１] 廖慧兮ꎬ王彤ꎬ贾晓宇. 小行星探测进展及技术特点分析[ Ｊ] .

国际太空ꎬ２０１７(７):２￣９.
[２] 张荣桥ꎬ黄江川ꎬ赫荣伟ꎬ等. 小行星探测发展综述[ Ｊ] . 深空

探测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６(５):４１７￣４２３ꎬ４５５.
[３] 杨洪伟ꎬ李爽ꎬ宝音贺西. 小行星表面着陆轨迹快速规划方法

研究进展[Ｃ] / / 第十届全国多体动力学与控制暨第五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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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Ｃ] / /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测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

年会论文集. 太原:[ｓ.ｎ.]ꎬ２０１３:３９１￣３９５.
[７] 吴志斌. 小天体着陆器附着机构设计研究[Ｄ]. 南京: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ꎬ２００９.
[８] 蒋万松ꎬ王永滨ꎬ刘群ꎬ等. 新型附着系统概念设计与仿

真[Ｃ] / /中国宇航学会深空探测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学术

年会论文集. 太原:[ｓ.ｎ.]ꎬ２０１３:７８￣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６ １１



(上接第 ８９页)
练学生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能并获取作品ꎬ初步体验岗位

工作ꎻ同时期ꎬ一方面遴选专业对口企业ꎬ根据学生意愿ꎬ校
企双方签订订单培养协议成立“订单”班ꎬ实施企业主导下

的校企共同管理和授课ꎬ定向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ꎬ另一方

面基于学院工程技术应用中心ꎬ与意向企业合作组建以企

业冠名的工学交替班ꎬ以员工身份进驻企业ꎬ参与企业技术

外包任务ꎬ由企业负责学员培训并按照企业员工进行管理

和考核ꎬ学校根据企业课程和工作考评置换校内课程ꎬ实施

校企协同育人ꎻ大三时学校与专业对口企业签订顶岗实习

与就业协议ꎬ学生进入企业顶岗实践ꎬ给予充分的时间和机

会深入生产、服务一线ꎬ在生产实践中提升动手能力和专业

技能ꎬ产教对接ꎬ保证企业获得急需的专业人才[１２]ꎮ

３　 结语
“工学结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必须以产业发展需要

为前提ꎬ以就业为导向ꎬ密切与企业的合作ꎬ从企业需求和

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出发构建专业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体

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ꎬ在此基础上ꎬ探索行之有

效的人才培养途径ꎬ有效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工程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ꎬ为数字化工业发展培养急需的接班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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