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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紧缺岗位，校企“七共”协同

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高端化、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趋势下，对现场工程师的需求日
益增长。智能制造学院携手我国汽车知名企业，围绕汽车
自动生产线设备维修一线岗位的紧缺人才需求，形成“七
共”协同机制，构建设备维修领域系统储能、赋能的人才
培养培训新生态。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组建以名师、名匠为主体的虚
拟教研室，开展人才培养现状调研，进行岗位职业—通用—
社会—发展能力分析，构建能力递进、目标导向的课程体
系，制定“岗课赛证”一体化融通的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方
案，并建立人才培养方案的动态适时调整机制。共同构建专
业核心课程体系，围绕岗位职业能力需求，构建“工业机器
人操作与编程”“智能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等15门专业基础
和专业核心课程；依托吉利新能源汽车自动生产线技术改造
与学校创新创业平台，开展基于真实项目场景的创新教育。
共同开发课程教学资源，对标现场工程师培养要求，以核心
工作任务为导向，以现场生产实践项目为核心，校企联合开
发典型岗位的教材、培训手册、教学资源库、企业案例库、
在线精品课程等教学资源。共同组建校企双栖师资团队，以
现场工程师学院为载体，建立“以岗互派、双栖两用”的校
企师资匹配平台，互派人员到对方岗位进行项目教学、技能
指导、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实践锻炼等活动。共同招生招
工及宣传，成立招生招工工作小组，制定“文化考试+技能
测试”校企联合招生遴选方案，开发技能测试题库，面向工
业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等专业，组建设备维修管
理、汽车产线装调现场工程师班。共建岗位真实场景的实训
实习基地，实施“引校进企”“引企驻校”“校企一体”等模
式，建成大雁集训营、杭州湾工匠学院、学徒培训中心、国
家汽车及零部件智能制造产教融合综合体，夯实现场工程师
紧缺人才储能、赋能生态基础。共同开展现场工程师标准化
培养研究，以汽车自动化生产线岗位群为逻辑起点，绘制人
才画像，组建动态调整的“双导师”人才库，打造设备维修
现场工程师“岗课赛证”融通的课程体系，明确“双课堂+

双导师”教学组织形式，“二元共育交互训教”教学标准，
形成现场工程师的人才培养标准。

聚焦双向赋能，培育成效凸显

智能制造学院与吉利汽车的合作，从招生选拔到教学
实施，再到人才培养，每一步都体现了校企深度融合的特
色。两年来，双方共同创建了虚拟教研运行机制，构建了
三阶递进专业课程体系，开发了核心课程8门、数字化教材
10本、“金课”4门、教学资源10项（数字化教学素材700
个）、数字化培训课程包1套，建成了集学徒学习与企业员
工培训功能于一体的国家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结合吉利

“成蝶+雏鹰”技能人才计划，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优化
以态度、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评价指标，建立了以职业能
力评价为核心的考核标准体系和以学校教师、企业师傅、
学生为主体的评价实施体系，构建了集过程考核、结果考
核与增值考核于一体的考核评价模式，服务学生的全面成
长和终身学习。通过育训并举，开展数字工匠系列培训，
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400人次、数
字技能培训1000人天，社会培训到款200万元。

此外，智能制造学院的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得到
了企业和其他院校的高度认可。专业群超60%毕业生选择
在国家高新区就业，企业用人满意度高，吸引了大华智
联、浙江金固等知名企业开设订单班和设立奖学金。成果
在浙江省内21所职业院校推广使用，吸引国内同类院校到
校学习交流56次。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汽车模具）团队
入选第三批国家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以及浙江省职业教
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依托全国现代模具人才培养示范联
盟、浙江省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教融合联盟等载体进行推
广应用，效能辐射30余家学校与企业。

（本文系浙江省科学技术部门关于2024年度省软科学
研究计划项目“浙江省高端模具产业卡脖子关键技术创新
路径研究——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的模具寿命AI预测
模型为例”［项目编号：2024C35071］阶段性成果）

（谢茂青 何剑敏 陈娜）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校企深度融合培养现场工程师

构建“多维泛在”育人共同体，促进教育资源
高效整合与智慧共享

联合行业协会、主管单位、校友企业、当地乡村等共建
育人共同体，把实践基地做实，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技
术合作等各个层次开展合作，积极探索校地合作模式。与绵
阳市自然资源部门等行业主管部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
各类行业规范等的编制和学生顶岗实习，加强青年教师和研
究生的培养；聘请绵阳市勘察设计协会、绵阳市城乡规划协
会、绵阳市风景园林协会等行业协会专家作为学校校外合作
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每年（疫情防控期间除外）定期安
排学生到重庆市万州区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同异城市设计
有限公司等校友企业实习，建立长期联合培养关系；与平武
县报恩寺博物馆共建古建筑保护研究中心，促进古建筑群落
保护与利用开发；与“联珠计划”当地乡村党支部帮扶结
对，在北川县石椅村、涪城区杨家镇回龙寺村、游仙区魏城
镇铁炉村等周边乡村建立乡土建筑实践基地，师生们用专业
知识推动乡村振兴，其中铁炉村通过乡村振兴改造项目实现
了致富，2021年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通过搭建智慧教育云平台，实现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
（包括课程资料、教学案例、实践项目等）的集中管理与智
能匹配，为师生提供个性化、泛在化的学习资源和服务。
计划与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及行业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
系，通过共创共享机制，引入前沿科技、行业经验和专业
实践，形成多维度、跨领域的育人网络。利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
效果，为“多维泛在”育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资源
支撑和技术保障，促进智慧教育的深入发展。

深化智慧教育模式创新，实现专业教育与“多
维泛在”育人共同体的无缝对接

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教学，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等数字化
技术的引入，创新教学方法和学习场景，学生不仅在课堂上
能够直观理解规划、设计的复杂性，还能在实践体验中亲手
操作这些技术，使得课程内容更加生动有趣，提升学生学习

的参与度，对规划设计的兴趣和热情显著增强，显著提高了
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依托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优
势，将专业知识的传授与育人共同体的价值观、社会责任、
人文关怀等要素深度融合。通过设计跨学科、跨文化的课程
项目，鼓励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批判性思维、
创新能力、团队协作和社会责任感。建立智能学习分析系
统，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成效，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反
馈和指导，促进学生在“多维泛在”育人共同体中实现全面
发展，为高校智慧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实践范例。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社会实践、专业竞赛与平
台建设齐头并进，展现育人共同体影响力

在社会实践方面，围绕城市更新、乡村振兴，贯穿
“课堂理论教学—课程设计—学生社会实践”全过程，学生
在教师带领下为城市进行规划设计，完成多项实际项目，
产生多个成功案例。

在专业竞赛方面，以课程设计为基础，要求所有学生
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设计，近3年，取得了包括国际二等
奖、全国一等奖在内的20余项国家级别奖项，展现了学院
在数字化城乡规划与设计教育方面的卓越成果。

在研究条件和平台方面，科研教学融合提升数字化研究
能力，扩大社会影响力。学院强调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不仅
追求学术上的卓越，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彰显了课
题研究方向的前沿性和重要性。学院建立“三线建设工业遗
产数字化保护与虚拟仿真研究中心”校级平台，采用数字孪
生和虚拟仿真技术，探索三线文化的育人功能及其实现方
式。学院依托育人共同体，不仅成功获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4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中的重要课题，还
凭借在教学中数字感知技术的实践应用，荣获“2024国家
教育部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
学院将会更加深度融合专业教育与“多维泛在”理念，有
效整合育人资源，创新与优化体制机制，以智能技术赋能
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及教科研转型，不断完善“多维泛
在”育人共同体，努力提升教学效果和育人质量。

（曾明颖 贾彬 彭慧蕴）

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数字技术赋能
构建创新型育人共同体

思政引领 构建“三位一体”育人体系

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确立了职业素养好、专业水平高、创新创业能力强的

“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深入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有机结合，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除学校统一开设的思政课以外，新闻传
播类专业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职业道德
与法治”等专业类思政课程。推动课程思政全覆盖，所
有专业课程都列入课程思政建设课或课程教育示范课
程。此外，还开展了专业思政教育活动，专门打造了

“红色教育引领工程”，常规性地推出了经典诵读等红色
教育活动。不仅强化了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引领作
用，还通过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的深度融合，
培养出既有深厚理论基础又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传
播人才。学校通过这一创新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全
方位的成长支持，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无缝对接。

实践驱动 打造“三维协同”育人机制

在实践育人方面，学校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立足思政实践、专业实践、社会实践三大领域，实
施了以“学习+服务”“竞赛+技能”“兴趣+成长”为特色
的三大实践育人举措。根据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要
求，构建了完善的实践育人机制。一是搭建实验教学平
台。围绕新闻传播类人才必需的采、写、编、评、摄、
播、策、管八大专业技能，构建“分层化、平台化、开
放化”实验教学体系，搭建“基础、综合、创新”实践
教学平台。二是构建协同育人机制。通过“三共享、五
联合”协同育人机制，实施学校与行业“双导师制”，建
立了4个省级协同育人基地和20余个校级校企协同育人
基地。三是实施“以赛促学”工程。学校从2015年起，
实施“以赛促学”工程，设置文化基础类、专业技能
类、综合素质类三大板块，其中新闻传播类专业涉及八
大赛事。四是建立创业团队孵化基地。6年内培育出了20
余个融实践能力锻炼与创新创业为一体的创新工作室、
创业孵化团队，达成了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质
量的目标。五是开展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组织学生深入
基层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包括“走进武陵山文传青

年社会实践团”“慈爱园爱心1+1志愿者”等常规社会实
践活动和抗疫志愿、中小学校园安全等临时性社会实践
活动。通过联通课内和课外活动、融通校内和校外资
源，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和舞台，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修身立德，实现了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高度融合，最
终实现了实践育人目标。

服务基层 培育家国情怀与担当意识

学校秉承“服务基层”的育人理念，聚焦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开展了一系列深入基层的教学实践活动。通
过这些活动，使学生深入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
参与到乡村振兴等活动中，通过实际行动展现新闻传播
人才的担当和作为。在项目研究和成果实践检验期间，
学生参与的“万名师生走进武陵山”“千村万户大调查”
等大型社会实践项目，身体力行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学
生成立的10余家创业公司为武陵山片区椪柑、茶叶、葛
根粉等特色农产品提供网络推广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专业教师采编的 《十八洞启
航》（大型报告文学《十村记：精准扶贫路》十卷本首
卷）成功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
宣传部门对外出版项目、2020年重点主题出版物，并荣
获2021年第三届湖南出版政府奖，项目实施8年来，效
果日益显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湖南日报》等多
家权威媒体对改革成果进行了报道。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等10余所高校先后来校交流考察，教学经验成果在省内
外尤其是武陵山片区兄弟院校中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应用。

未来，吉首大学将通过创新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
法，更加有效地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质量。学校将
继续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聚焦新闻舆论工作需要，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改革创
新，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培养
更多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2023年度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
科建设视域下新闻传播学类一流本科专业改革与实践研
究”［项目编号：2023JSUJGA02］研究成果）

（张冀 彭广林 杨帆）

思政引领 实践驱动 服务基层
——吉首大学着力培养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

深化改革 构建一体化办学机制

学校坚持“三全育人”，强化过程育人，将企业文化和
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贯穿课程体系、日常教学、实验
实训、实习就业等环节，探索建立“政府部门主导、行业
指导、校企一体”多元化共治机制和多样化办学体制。

政校企行联动，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和联泓新科
牵头，联合枣庄市内职业院校和化工企业，共建枣庄市高
端化工职业教育集团、锂电职业教育集团，提升企业在人
才培养中的参与度，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企业适应
性。集团成员单位分别达到51个和43个。

创新师生入企，实施校企双元育人。学校建立“师
生入企教学”制度，与联泓新科等企业构建校企“双
元”育人机制，探索适应师生入企教学的教师管理、学
生管理、教学管理、学校治理制度，实践“双主体”育
人、“双导师”教学，打造人才共育、基地共建、人员共
用、信息共享、文化共融的“五共”校企合作机制，探
索人才培育新模式。

协同创新 发挥企业联办优势

学校强化企业管理理念，构建人才培养、“双师”提
升、职业培训、技术服务“四位一体”的产教深度融合新
模式。

化工与制药系采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与联泓新科
等企业合作，共同招生、共同管理、共同育人、共同发
展，推动化工生产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结构更加合理。自
2012年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培养以来，校企联合培养学生
163名。

校企双方共同研制“泰和班”招生简章，成立校企联合
招生团队，实施校企联合招生，根据企业用人需求，确定学
徒制班人数。学校根据企业用人需求，坚持双向选择，采取
先招生后招工。学生参加校企共同组织的招聘会，面试通过
后成为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学生，同时成为企业准员工。学
生、学校和企业签订三方协议，明确企业员工和学校学生的
双重身份和职责权益。2022至2023年，化工生产技术专业
群遴选43名学生组成“联泓班”进驻企业教学。

合作育人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学校依托两个教育集团，探索“政校企行联动，课岗
证标贯通，做学教赛一体”人才培养新模式，共同修订方
案、开发校本教材、携手申报项目、共建实训基地、培训
企业职工、协同攻关科研、联合培养学生，提高高端化工
产业人才培养质量和产业契合度。

校企共研修订培养方案。校企共同制定实施人才培养
方案、教学计划，构建“校企协同、‘双师’带徒，宜教宜
师、亦生亦徒”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师生一同进入企
业，实现校企零距离接轨，促进化工生产技术专业群共建
共享。

重构课程体系，落实师生入企。组建现代学徒制试点
班级，实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
合培养”学徒制，推行“选单式”教学，校企双方共同确
定课程内容，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构建课程体系。2021至
2022年遴选应用化工技术等专业28名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以赛促学，提升专业技能。校企深化合作，共同培养
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发明杯”
大学生专利创新大赛，承办枣庄市“鲁班传人”职业技能
大赛、枣庄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国赛一等奖7项、
省赛一等奖6项。

校企双方汇聚优势，通过在专业教学、学生管理、就
业服务、社会培训、项目申报等方面一体化融合发展，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化工与制药系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在校
生规模达到1207人，先后立项建设山东省绿色高端化工新
旧动能公共实训基地、枣庄市绿色高端化工技术创新中心
和重点实验室，获批山东省绿色高端化工技艺技能传承创
新平台、药品生产制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成为全国
高端化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单位，荣获2022年山东省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打造招生、培养、实
习、就业人才共育整体链条，实现毕业即就业，化工专业

“泰和班”毕业生就业率稳步提升，在泰和就业率达
82.36%，学生、企业满意度较高，实现学生、企业、社
会、学校的共建、共享、共荣、共赢。

（枣职宣）

枣庄职业学院

校企合作培育高素质化工人才

吉首大学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索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路径，通过创新实践，构建出思
政引领、实践驱动、服务基层的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育人体系。近3年来，学校在教
学成果上取得显著成绩，新增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8项，新增6名“大学生年度人物”入
选者，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
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赛事获奖百余项，被权威媒体报道多次。

枣庄职业学院坚持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探索多元化办学体制，确立了以应用化
工技术专业为核心的专业群，与枣庄市链主型龙头化工企业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学校化工
与制药系围绕服务山东省高端化工十强产业和枣庄市“6+3”现代产业千亿级高端化工产业
群，依托山东省优质校建设单位创建，开展绿色高端化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科技研发
和社会服务。合作企业代表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泓新科”）是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绿色工厂”。2024年5月16日，校企双方在鲁南高科技化工园举行“现场工程
师”校企联合培养项目启动签约仪式，探索校企合作新路径。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加速发展，传统行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土木工程领域也正面临智
能化和信息化转型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模式创新、提升教
育质量、培养出符合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一直在思考、
实践，逐步摸索出一条数字化技术赋能、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教育资源广泛连接与共享的高
校土建专业教学转型之路，探索构建涵盖课堂教学、实践体验、学科竞赛、泛在学习等多个
维度的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创新型“多维泛在”育人共同体模式。

特色为笔
绘就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浙江篇

“机运五区涂装线滚床停止运行了，需要支援！”对讲机中传来急促的呼叫声音，“马上
到！”吉利控股集团长兴工厂设备维修现场工程师班的学员陈钧迅速响应故障呼叫，精准操作
排除滚床故障，确保生产线继续运转。这一幕，正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与吉
利汽车合作培养现场工程师的一个缩影。自2023年3月起，智能制造学院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共建“政行企校”四方耦合决策管理的杭科吉利汽车自动生产线设备维修现场工程师学院，共
同培养具备工匠精神、精机电设备操作、懂机械电气工艺、会项目运维管理、善工程现场协
作、能技术改革创新的汽车自动生产线设备维修现场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