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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骨干专业建设总结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

迁西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机械加工技术专业开设于 1993

年，2013 年 10 月申报省级骨干专业，2014 年 1 月被批准为河

北省骨干专业。目前有在校生 370 人，专兼职教师 34 人。

一、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经过多年建设，在遵循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课

程体系、师资队伍、校企合作等方面顶层设计要求下，形成了

“合作、创新、发展”建设思路和建设特点，带动了学校其他

专业的层次提升，提升了学校整体办学实力及经济社会服务能

力。

项目 提升情况

人才培养模式建设 构建了“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双证率达到

100%

课程体系改革与教

材建设

构建了“教学化生产、生产化教学”课程体系，制定 3 门

核心课程标准，完成了 2本特色教材

教学模式建设 构建“四段式”教学生产一体化教学模式

评价机制改革 建立了三方评价机制，企业满意度 100%，家长满意度 100%

信息化教学资源库

建设

3门专业课、1门精品课

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实施 6s 管理，达到 4化实践教学环境

师资队伍建设 实施“424 工程”，新培养了 3名专业带头人，3名骨干教

师，增聘 3名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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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运行机制建设

新增校外实习基地 2家，与 2家企业合作实施订单培养，

成立技术研发中心 1 个，综合技术服务部 1 个，完成 cpc

技术研发。

二、专业建设进展情况

（一）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

1.人才培养模式建设

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下，专业组成调研小组深入到

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形成专业调研报

告一份。依据调研反馈，通过专家指导委员会分析论证，制定

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在这种新型模式下专业每年举办隆重而庄严的拜师仪式，实现

了师生关系向师徒关系的转化。通过组建学生→技术工人成长

记录档案，开展德育教育系列活动及技能竞赛、职业资格鉴定

等活动，更加注重了校企合作，更加凸显了职业教育规律、学

生成长规律与生产规律的有机结合，改进了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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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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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核心课程编制了《公差与配合》等 9 门课程标

准。开展了两个第二课堂小组活动；邀请企业专家就创业能力、

职业生涯规、拓展知识等方面,进行了多次知识讲座；专业内涵

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3.教学模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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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课程建设推进了教学模式改革。积极探索，创新实施了

递进式、互通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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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教学模式改革促进了教学科研深化。带着教学改革中的

问题，设定科研课题，运用理论研究来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的

深入。一是派出专业教师到企业、中高职院校调研学习，聘请

省内外专家到校讲座交流，提升理论水平，增添经验信息；二

是设立了教学生产一体化课堂模式校本科研课题，边实践、边

研究、边总结、边提升，形成了《理实一体项目教学方法在机

械加工技术专业的组织与实施》、《创新教学生产一体化课堂模

式 培养优秀现代职业人》两篇科研成果；三是研究形成教改方

案和标准，推进教学改革沿着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延伸。在

新型教学模式下姚宝兴等五位教师的课程被评选为标杆课，所

有教师都能达到过关课的标准；建立了《教学生产一体化组织

运行机制》；制定了《见习生转换实习生的评选标准》、《出徒评

选标准》、《三位一体师徒制教学方法实施方案》等相关的制度、

方案及标准；全面进行了教学模式改革。

4.评价机制改革

通过对校企合作进行人才评价机制、人才培养质量的调研

论证，由企业专家、骨干教师共同组建评价小组，制定了《师

生过程性综合职业能力量化考核评价方案及标准》，成立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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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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满意度达到了 100%，家长满意度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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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资源库建设标准》，完成了《机械制图》等

5 门专业课程资源和《车工工艺》、《车工技能训练和生产任务》

2 门精品课建设，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电子课件、教案、试题、仿

真软件及教学生产视频资料，充实了专业的教学资源。

6.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⑴根据学校“工厂化职校”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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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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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车间文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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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大方重工、津西钢铁集团等企业为

校外实习基地基础上增恒基锰业、林汇铸造两家为校外实习基

地，制定了《校企共育共管管理制度》。

⑵优化完善后的实践教学环境，具有优良的设备、真实的

岗位、职场的氛围和企业文化。专兼职教师在教学、生产工作

现场直接开展专业教学，将企业的生产任务引入到校内实训基

地与专业教学项目紧密结合，边实训、边生产、边学习，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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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岗位意识。

（二）师资队伍建设

围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落实了“120”工程，锻造了一批

高素质、正能量教师队伍。

1.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

通过入企研修提高实践能力；通过校内外培训学习及参与

省市学术交流等活动更新教师教育教学理念；通过参加公开课、

说课比赛、职业资格鉴定等活动提高教学水平；通过参与对企

业员工培训、教材编写、论文书写、科研项目等提升了科研能

力。示范校建设期间，选派刘经纬、薛作两位教师赴新加坡培

训，通过国培、省培和入企研修等形式，经过两年建设，新培

养了 3 名专业带头人、6 名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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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名教师达到“师傅”技术标准，双师型教师达到专业教师总

数的 100%。

3.兼职教师引进培养

依据学校制定的《兼职教师聘请方案》，经过两年建设，建

立了兼职教师资源库，制定了《兼职教师考核办法》、《兼职教

师评价方案》等方案，聘请了 4 名企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兼

职教师参与学校教学教研等活动，提升了专业教学水平。

（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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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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学校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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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了 2

个实训基地。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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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顶岗

实习质量。

2.订单培养

先后与丰润正达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唐山金信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合作，实施“订单式”培养，开设“正达机加工班”和

“金信机加工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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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了订单培养工作的顺利

进行。

3.校企共建技术研发中心

依托专业人才资源优势与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

了“技术研发中心”， 编制了《技术研发中心管理办法》，专业

带头人刘经纬老师成为技研中心的骨干，参与解决企业生产技

术难题 10 个，完成了国家“863”科研项目——连续复合耐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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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钢轧辊（CPC）加工技术研发，有效助推校企合作、技术交

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机制运行。

三、贡献与示范

（一）服务社会长短结合，提升能力增强效益

1.目前本专业在校生数量 354 人，几年来共培养合格毕业

生 460 多名，为当地机械制造及加工行业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

源支撑；部分学生已经担任车间技术骨干、师傅、班组长等职

务。

2.成立了“综合技术服务部”，制定了《技术服务培训方案》、

《短期培训实施方案》等相关方案及制度。两年中，为大方重

工等企业技术培训、中高级职业技能鉴定、技能大赛指导，提

升了职工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

（二）建设成果辐射影响，相互交流共促发展

1.构建了“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了人才培养

质量，丰富了学校培养模式内涵，该成功做法不仅在学校汽修

等其他专业得到推广，并且在省市同类学校起到了示范作用。

2.“四段式”教学生产一体化教学模式完成建设任务，该

模式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及兄弟院校高度认可，多家学校来我校

参观学习并已于借鉴。

3.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完成建设，并与多家学校、企业共享。

4.天津东丽职教中心、滦南职教中心等学校到我校学习交

流实训基地建设、教学改革、产教结合、专业文化等经验，受

到兄弟学校好评。

四、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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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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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以典型性

生产任务为导向的“教学化生产、生产化教学”课程体系，开

发了五本特色教材，其中《数控车编程与技能训练》出版发行，

完成了《机械加工技术》等九门核心课程标准及《机械制图》

等五门专业资源库建设，完成了《车工工艺》《车工技能训练和

生产任务》两门精品课资源库建设。制定了《车间实训 6s 管理

制度》，新建立创新工作室 1 个，技术研发中心 1 个，综合技术

服务部 1 个，仿真实训室 1 个，形成校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

新增与二家企业订单培养协议；锻造了一支结构优化、素质精

良、敢于创新的现代化师资团队，新培养了专业带头人 3 名，

骨干教师 6 名，新增兼职教师 4 名，双师型教师达到 37 名，成

为专业发展的强力保障；赵玉琪、董凤泽等在唐山市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技能竞赛获三等奖，专业获团体三等奖；学生双证书

率 100%，初次就业率 100%，专业对口率 100%；2013 年被评为

河北省骨干专业。

五、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办学规模受当地机加工行业发展影响。引进高端技

术，培养高技术人才，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二）教师培养还需进一步加强。采取“走出去、请进来”

的办法，开阔视野，为他们在理念、技术、知识更新方面搭建

成长平台。

迁西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22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