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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机械加工技术专业，主要面向企业培养从事机械加工技术工作

的一线操作人员。围绕经济建设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以创新“工厂化

职校”的办学模式为教育教学改革切入点，构建以工厂化职校办学模式

下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及四段式“教学生产一体化”教学模式，

根据行业特点和要求，按照企业用人标准，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建

设。

一、机械加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加工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机械加工技术是制造业实

现自动化、柔性化、集成化生产的基础；机械加工技术的应用是提高制

造业的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企业目前招聘人员

的途径主要是以劳动市场招聘和学校毕业生招聘为主，劳动市场招聘一

般是熟练技术工人，学校应届毕业生一般需进行一段时间的岗前培训才

能胜任工作。大中型企业比较注重自己员工的培训。相对而言，私营小

企业较少考虑员工培训工作，招工更倾向于熟练技术工人。

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优秀的人才培养质量是推进校企合作、校企

融合的重要手段，经过多年的发展，机械加工行业在迁西迅速发展，逐

渐成为迁西的主导产业，津西钢铁、大方重工、瑞兆激光等企业对机械

加工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越来越大，对员工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与我校

校企合作越来越密切，这样对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

求，也为我校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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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及优势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旺盛，为我校开办机械加工技术专业

提供了广阔前景。而我校作为“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具有较强的办学

实力，2013年被评为“省级骨干专业”，成为专业建设的基础保障。庞

大的加工制造企业群体，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成为推进我校机械加工技

术专业评价机制改革强大动力。强大的师资力量、完善的设备设施基础、

中共迁西县委、迁西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使迁西县职教中心的机械

加工技术专业的建设具有强大优势。

三、机械加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的基础保障

（一）人才需求基础

迁西县机械加工技术专业从业人数近 4000人。通过企业调研，从业

人员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年龄结构不合理，从事机床操作的技术工人

45岁左右的占 68%，年轻人很少；二是学历、技术等级偏低，接受过本

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技术工人不足 10%；三是立车、数控机床操作工明

显偏少，不足总量的 4%。对我县津西钢铁集团等几家企业进行人才需求

调查显示：机械加工技术符合学历要求的工人极其匮乏。每年我县机械

加工技术专业中等专业技术人才需要新增 600人左右，高级专业技术人

才需要新增 100人左右。而迁西和周边职校年培养能力在 400人左右，

缺口很大。

（二）师资队伍基础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教师 37名，先后选派了多名教师参加国家、省级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训。现有专业带头人 7名，骨干教师 23名，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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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师 7人，双师型教师 11人。

（三）实习实训基础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场地共计 4100多平方米，普车车间、通

用车间、立车车间、CPC车间共 4个，设备有普通卧式车床、立式车床、

牛头刨床、数控车床、摇臂钻床、数控铣床、剪板机、折弯机、卷板机

等多种设备。近年来，在原有基础上又投入 1000多万元购置 3 台 1.6m

立车、3台 2.5m立车、1台 4m立车、3台轧辊车床、3台数控卧车、z3080

摇臂钻床、20吨和 30吨行车等先进设备，进一步加强机械加工技术专

业实训教学。与津西钢铁集团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迁西职业教育

中心“教学生产中心”，学生足不出校就能与先进加工技术紧密接触，实

训技能与生产产品有机地结合起来。大方重工、津西钢铁集团、齿轮厂、

奥帝爱机械铸造有限公司等企业为校外实习基地。

（四）教学模式基础

专业采用认知、教学、教学生产、顶岗四段式“教学生产一体化”

教学模式及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中采用“理实一体、项目

教学”、三位一体师徒制教学方法及以典型生产任务为导向的“教学化生

产、生产化教学”课程体系，将教学及生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四、专业建设存在问题

（一）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不能与机械加工技术行业工种标准很好

对接。

（二）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专业教师要不断学习

机械加工行业的新工艺并加强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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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着专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本专业的现有实训设备及实习基

地的实习岗位难以满足实习需要。

（四）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与现代企业的岗位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

需要开发与工种岗位标准对接的教学资源。

五、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教学生产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目标

（一）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目标

构建 “专业与职业一体、学业与岗位融通”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并制定机械加工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标准。构建“教学化生

产、生产化教学”课程体系，开发校本教材 5 本，建设 2 门精品课程，

制定 9 门核心课程标准，完成 5 门专业课程资源库建设，新建仿真实训

室 1 个，努力实现专业教学数字化。构建四段式“教学生产一体化”教

学模式及三方评价机制。实践教学环境实现“四化”，实施 6s管理。

（二）师资队伍建设目标

建设了一支结构优化、素质精良、敢于创新的现代化师资团队，培

养专业带头人 3 名，骨干教师 6 名，新增兼职教师 4 名，双师教师达标

率 100%，成为专业发展的强力保障。

（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目标

在进一步深化与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的基础

上，新增 2家企业为顶岗实习基地，与 2家公司合作实施订单培养，成

立校企研发中心，提高社会服务功能，开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双赢

共进的合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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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械加工技术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思路

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综合素质为核心，突破关键环节，坚持分步实

施，突出重点，强化流程管理，确保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的全面落实。通过“内培外训”等途径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依托“教

学生产中心”，搭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平台，加强机制建设。

七、主要建设内容

（一）结合专业的特色，与恒基锰业、林汇铸造等企业进行校企合

作，构建专业与职业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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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公共基础课包括德

育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类基础课。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课和专业拓展课，实

习实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训（认知实习、教学

实习、教学生产实习）、校外的顶岗实习等多种形式。

（三）根据职业教育科学发展规律，结合中职学生成长现状，把学

生在校学习过程分为递进式、互通式的四个阶段，即认知阶段、教学阶

段、教学生产阶段和顶岗阶段四个阶段。

（四）以服务机械加工技术行业为目标，以学生素质、能力为核心，

由企业专家、骨干教师共同组建评价小组实施教学评价，通过过程性综

合职业能力评价体系改革，建立三方评价机制，注重“过程考核”，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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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学生，引导学生全面提升和个性发展。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素

养为目标，制定师生过程性综合职业能力量化考核方案及标准，实施两

级三层质量监控，设立学生和教师激励机制，成立三方评价监督机构，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开展校级职业资格鉴定、师生竞赛、企业家长满意

度测评、毕业生跟踪反馈等活动进行科学的考核评价。

（五）在原有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津西钢铁集团

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迁西县齿轮厂、奥帝爱机械铸造有限公司的基

础上，新增河北恒基锰业有限公司、迁西县林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两家

公司为校外实训基地，校外基地数量达到 6 个。丰富学生生产实习、社

会实践、顶岗实习的需要及师资队伍培养的需要。

（六）在原有师资基础上，实施“424”工程，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的方式，利用两年时间再培养 3 名专业带头人，6 名骨干教师，增

聘 4 名兼职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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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利用专业资源优势，成立综合技术服务部，为企业进行岗前

技术培训、对企业大赛进行技能指导；为企业提供技能鉴定、技能大赛

场地；承接与教学点相对应的教学生产加工任务。服务地方经济。

抓住示范校建设之机，把我校机械加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

改革创新，建设成手段先进、方法科学、具有带头和示范作用，带动专

业群发展，为机械制造业输送更多技能过硬、品德高尚的技术工人。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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