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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

1.人才培养模式建设

结合对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调研，依托“教学生产中心”，结合我

校机械加工技术专业的特色，与津西钢铁集团、林汇铸造等企业进行校企

合作，建构专业与职业一体、学业与岗位融通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在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建立起新的职业能力标准，重构我校机械加

工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使本专业的人才培养与行业结合更紧密，培养出

学生专业技能更扎实，更适应行业的用工需求。

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具体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举行隆重的拜

师仪式，通过既古典又现代的敬师茶、行师礼，实现了师生关系向师徒关

系的转化。师傅带徒弟不仅使学生得到了手把手的言传身教，也拉近了师

生之间的感情，融洽了教与学的关系，增强了专业教师的责任感和提高自

身技术技能的积极性。

2.课程体系改革与教材建设

针对学校创立的“工厂化职校”办学模式，以真实的生产任务为依托，

将生产任务过程与教学组织过程有机结合，设计构建以典型性生产任务为

导向的“教学化生产、生产化教学”课程体系。依据核心课程编制《公差

与配合》等 9门课程标准，编写《车工》等 5本校本教材。

3.教学模式建设

积极探索，创新实施以典型生产任务为导向的“四段式”教学生产一

体化教学模式（四段为：认知阶段、教学阶段、教学生产阶段和顶岗阶段

四个阶段）。使专业教学始终围绕着典型性生产任务来组织，将专业知识、

能力、素养融入在真实的生产过程之中，形成具有专业特点的产中教、做

中学的教学组织模式。

4.评价机制改革

由企业专家、骨干教师共同组建评价小组，制定《师生过程性综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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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量化考核评价方案及标准》，成立学校、企业、技能鉴定中心组成

的三方评价机构，建立章程；通过校级学生职业资格鉴定、企业家长满意

度测评、毕业生跟踪反馈调查等活动，企业满意度达到 100%，家长满意度

达到 100%。

5.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建设

深化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注重教学资源库建设，制定《机械加工技

术专业资源库建设标准》，完成专业课程资源和精品课建设，搜集整理大

量的电子课件、教案、试题、仿真软件及教学生产视频资料，充实专业的

教学资源。

6.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建设与生产实景相一致的“四化”教学环境，即环境职场化、设备生

产化、功能多样化、教学现代化。引入企业管理文化，与学校校园文化相

融合，制定《车间 6s 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制度》、《维修制度》和《数

字化教学与管理方案》，强化车间文化建设，利用橱窗对职业道德风范、

企业文化、优秀科研成果进行展示。新增恒基锰业、林汇铸造两家为校外

实习基地，制定《校企共育共管管理制度》。

二、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

设置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在原有

师资基础上，实施“424”工程，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强化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兼职教师培养力度，继续推行“教师-师傅”转

换培养活动，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步伐，优化师资队伍。

1.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

为积极推进专业建设，提升专业办学能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为区

域的经济建设,培养合格的适合市场需要的人才。通过校内、外研修学习、

学术交流、职业资格鉴定等活动，具备热爱教育事业，服从学校工作安排，

主动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工作的高尚师德；具备技师资格，市级名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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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撰写论文，开发课程的能力；具备撰写专业发展和适时提出专业

发展建设性意见的能力；具备科研课题研究的能力等。

我校通过采取全方位、多用途的培养措施，探索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

逐步建设一支具备热爱教育事业、具备高级工资格、能组织参加公开课、

说课比赛、指导青年教师成长能力的现代化教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新型骨

干教师队伍，为我校教育教学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教师-师傅”转换培养

认真落实学校提出的《“教师—师傅”转换培养方案和标准》和《立

师德、树师风、铸师魂建设方案》，通过轮换入企顶岗实践、岗位技能培

训、专业技能大练兵、大比武等一系列措施，双师型教师达到专业教师总

数的 100%。

3.兼职教师引进培养

学校加大从行业企业引进有技术专长的兼职教师；具有较丰富的技术

工作实践经验和较高的操作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工作责任心

的技术骨干或能工巧匠，积极参与教学教研等活动；能进行本专业技术咨

询服务；具有参与技能大赛指导和培养教师技能的能力。

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

1.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建设

结合专业特点，成立机械加工技术专业建设委员会，制定了《校企合

作长效组织制度》、《校企共管职责分工方案》等相关制度及方案，明确校

企双方的权限和职责，有效地建立了校企间的沟通。实现学校提出的“工

厂化职校，学习型工厂”办学目标，

巩固发展校外实训基地，建章立制规范校企责任。新增 2 个实训基地。

制定《企业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实习管理办法》、《专业教师对企业员工培训

管理办法》，对学生岗位能力、职业素养、团队协作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考

核，校企双方共同确认实习考核成绩，做到制度上有保障，管理上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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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顶岗实习质量。

2.订单培养

制定《订单培养方案》、《订单培养工学结合运行管理制度》，编制《订

单培养课程设置方案》、《学生考核管理办法》，满足企业“订单”需要，

推进订单培养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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