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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校企合作工作，积极探索以企业岗位技

能为导向的“订单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推进和规范我校 “订

单培养”人才培养工作，现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及标准。

一、实地考察，确定合作企业

（一）唐山金信集团有限公司资历及主要产品

唐山金信集团有限公司起步于2003年 9月 4日，注册资本1.1亿元，

注册地址：迁西县金厂峪镇杨柳会村，集团总裁：谷连春，法人代表：

谷振飞。资产总额 22亿元人民币，在册员工 4000 人，其中管理人员 168

人、工程技术人员 125 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275 人。公司下设 7 个行

政机构，分别为：稽核审计部、行政事务部、企业管理部、计划财务部、

资本运营部、流通保障部、安全环保部。

公司下属 5家矿业公司、1 家木业公司、1家太阳玻璃公司、1 家石

英砂加工厂及 1 家金属制品公司，年产高品位铁精粉 80 万吨、刨花板

10 万立方米、太阳能玻璃 650 万平方米、精致石英砂 30 万吨、高纯石

英砂 4 万吨，硅微粉 10万吨、人造石英板材 40万平方米。年创产值 20

亿元。

公司近期发展规划：

福春林二、三期工程,投资 2.5 亿元，建设 200 万平方米贴面生产线、

高密度板生产线和高档家俱生产线，现已完成基础和厂房建设，项目竣

工投产后，可增加刨花板的产品附加值，实现由初级产品向高、终端产

品的转化，年增产值 3 亿元、利税 5000 万元；太阳能二、三期工程拟投

http://baike.haosou.com/doc/547414.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6962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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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5.2 亿元,建设一条超白镀膜玻璃基片生产线、太阳能电池及其组件生

产线，年产超白镀膜玻璃 1000 万平方米、全套太阳能电池及其组件。项

目于 2016 年建成投产，年增产值 20亿元、利税 4亿元。

企业文化我们的经营理念是： 以人为本，科学办矿、多元并举，与

时俱进，稳步发展。

（二）校企沟通，制定订单培养协议

1．企业和学校共同决定在 2014 春季共同招录 50人，组成以企业冠

名的“金信机加工班”

2．“金信机加工班”按照校企共订的课程设置方案组织教学授课。

3．校、企双方派人员组成订单班培养指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的召

开工作会议，对订单培养过程进行指导、监督，并解决订单班在培养过

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4．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根据企业的工作需要，并结合该专业教学

规律和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由校企双方人员共同参与制定。

5．学校主要负责组织订单班的校内课堂教学，企业主要负责订单班

的校外实习实训以及实训前期的有关培训。

二、积极组织，大力宣传

（一）专业宣传

1．介绍企业相关情况及发展前景展望；

2、订单班招生政策、招生条件介绍；

3．订单班培训模式介绍。

http://baike.haosou.com/doc/6304149.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1892820.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1270977.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5410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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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企业宣传

1．采取邀请企业领导、专家来院召开现场说明会的方式扩大影响。

2．精挑细选，优中选优

3．采取专家咨询，现场报名的方式。

4．在“订单班”正式组建之前，订单企业在学校召开一个说明会，

班级成员的一些福利待遇问题向学生做介绍，打消学生的后顾之忧。

（三）培养对象的选拔和淘汰方式。

1．招生对象：2022 级学生

2．招生方式：自主报名后，通过测试、技能考核、小组合作等方式

选拔，择优录取。

三、分工明确，合理统筹

1．明确订单专业负责人，成立有企业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订单专业

专家咨询组织，并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调整订单专业培养方案。

2．明确各订单专业的课程负责人，根据订单岗位对学生专业素质和

专业技能的要求，研究整合课程内容，科学选编教材，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

3．在订单企业建立实训基地，落实学生到订单企业实习制度并做好

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的管理，实现校内专任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资源互

补。

4．根据企业的订单要求和不同专业的特点，及时将各专业订单学生

在校期间综合素质、实践技能等培养情况以及思想、行为表现等信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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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给企业，使企业全程跟踪订单式学生培养情况。

四、实施“订单培养”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

（一）面向市场，适应需要

各部门应树立强烈的市场和服务意识，通过多种途径主动与企业建

立联系，掌握企业的需求信息，选择适当的“订单培养”人才培养合作

对象。

选择“订单培养”人才培养合作对象时的考虑因素：

1．合作对象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情况及业务规格，学生毕业后是否愿

意到合作对方去；

2．合作对方的设备条件、技术和管理水平，学生能否学到知识与技

能，能否学以致用；

3．合作对方对合作教育的积极性。

（二）平等协商，互惠互利

“订单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校企双方一种双方共赢合作，在实

施“订单培养”式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等多方

面的利益和要求：

1．要有利于学校利用企业的优质实践性教育资源为教育服务；

2．要有利于企业利用我校办学特色，为企业有针对性地培养符合要

求的人才；

3．要有利于贫困生资助工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费的后顾

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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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有利于实现学生的有效就业，保证学生自愿参与到这种定向培

养工作中去。

（三）课程设置以企业岗位技能为导向

1.课程设置应充分考虑合作企业岗位技能的需求，直接与就业目标

挂钩，甚至落实到某种职业和具体岗位；

2.课程设置应满足工作需要，即根据职业的知识、技能和素质需要

来确定课程的性质和内容；

3.要处理好学生即时就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专业技术学习为

基础，兼顾就业需要的灵活性。

（四）教学规范性原则

1.订单培养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必须遵守中等职

业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专业名称需按教育部专业目录要求规范，

课程体系特别是主干课程必须符合教育部专业目录中的要求；

2.保证理论教学“适需够用”，学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经学校教

务处同意，采取不同方式完成理论课程学习，但必须参加教学计划规定

的各门课程考试；

3.教学计划内集中实习、课程设计等环节可与企业上岗培训相结合，

由用人单位给出实习成绩；

五、我校“订单培养”人才培养工作的组织体系与分工

我校“订单培养”人才培养的管理机构由 2 个层面构成：学校、专

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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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主要负责“订单培养”培养工作的统筹、指导及订单

协议（合同）的审核与管理。学校层面主要由教务处、招生就业办公室

两个部门综合实施相关职能。

1.教务处：

①负责学生入学前或培养期间需组建“定单班”时的专业计划落

实、班级组建方案及组建过程中与企业的协商与协调和合作协议的审核

确认；

②支持并确认专业“量身订制”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对因订单培养

新产生的课程分工及费用分担进行确认；

③对各专业的“订单培养”人才培养工作状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

估；

④组织制定订单培养人才培养的相关文件，开展订单培养人才培养

的研讨工作，以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订单培养人才培养工作水平。

2.招生就业处：

①负责联系和接受各类用人单位“订单”培养的意向和人才规格要

求，并及时反馈到各相关部门。

②负责“定单班”以外的各种“订单培养”培养的学生遴选与组织

协调，并组织学生与企业达成协议，对涉及学生入学和就业的协议条款

进行审核和确认。

③负责组织和落实订单企业对学校的办学支持，或对学生个人的学

业补助与奖励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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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通过学生管理系统，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做好订单培养人才培养

的信息反馈工作。

⑤强化对订单学生的教育和管理，研究确定订单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指标体系，以及不同年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阶段目标、方法渠道和有

效措施。

⑥负责学生到订单企业就业的相关工作。

⑦负责组织订单培养毕业生的质量跟踪调查。

（二）机械加工技术专业组：负责本专业“订单培养”人才培养工

作的统筹、组织和实施。

1.凡形成“定单班”的，制定订单培养工学结合运行管理制度，应

明确订单专业负责人，成立有企业相关领域专家参加的订单专业专家咨

询组织，以研究本专业订单培养的岗位要求，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培养

规格、课程设置和实施方案，并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调整订单专业培

养方案。

2.明确各订单专业的课程负责人，根据订单岗位对学生专业素质和

专业技能的要求，研究整合课程内容，科学选编教材，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

3.与订单企业密切联系，具体负责做好本专业订单学生的宣传、发

动和遴选工作、培养期间的教学运行与学生管理工作，对学生进行感恩

教育与诚信教育，引导学生接受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增

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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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订单企业建立实训基地，共同制定学生考核管理方案，落实学

生到订单企业实习制度并做好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的管理，实现校内专

任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资源互补。

5.全面收集订单培养学生在企业的业务能力状况和思想作风表现等

信息。通过分析，及时总结学校订单培养人才培养工作的经验与不足，

完善订单培养人才培养方案。

6.根据企业的订单要求和不同专业的特点，及时将各专业订单学生

在校期间综合素质、实践技能等培养情况以及思想、行为表现等信息反

馈给企业，使企业全程跟踪订单培养学生培养情况。

六、树立模范，打造品牌

广泛的宣传，深入的了解，严格的选拔，科学的管理及良好的就业

前景，“订单班”将会形成一种品牌效应，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学生报名

参加。对学生来说，学的更多就意味着以后就业空间更大；对学校来说，

企业来学校开设“订单班”，不仅提供了良好的毕业生就业环境，还促进

了专业教师对企业的深入了解和沟通，将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机械加工技术专业将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教学

理念，一流的师资队伍打造出我们自己的品牌，辐射带动、为社会化服

务贡献出一份力量。

七、有关说明

1．本方案中未提及的校内各专业组、处室在人才培养运行工作中的

职责分工，仍依据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9

2．“定向班”或订单学生的生产实习、岗前培训、毕业环节等课程，

可由学校教师与订单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共同承担。在订单企业进行

考核的课程，其成绩的管理仍由学校教师负责。

3．学校相关部门要做好订单培养人才培养的宣传和研讨工作，充分

利用校园网、广播站、橱窗、信息等各种载体，为订单培养人才培养工

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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