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一、学校有关管理制度与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1.关于印发《广东南方职业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1 

2.关于印发《广东南方职业学院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示范项目管理与经

费使用办法》的通知.........................................2 

3.关于修订《广东南方职业学院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示范项目管理与经

费使用办法》的通知.........................................3 

4.关于印发《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与

经费使用办法》的通知.......................................4 

二、校级立项及资金下拨文件

1.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关于公布 2021 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立项的通知................................................5 

2.关于2021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专项资金下拨的通知..8 

三、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证明及项目参与人员政治审查意见

1.关于申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证明.10 

2.关于课程思政示范计划项目申请人政治审查意见.............11

四、承担的研究课题

1.徐刚，唐佩等：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机制研究——基于顺

德区的实证分析（广东省教育厅，粤教高函[2014]205 号）......14

 2.徐刚，马彦等：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顺德模式研究与实践（广

东省教育厅，粤教高函[2015]72 号）.........................17 

3.刘惠坚，徐刚等：“产教融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



与实践（项目编号 GDJG2019027）

4.徐刚，周志强，黄锦求等：装备制造“产教一体，共享互动，融合

发展”技术技能平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粤教职函[2022]23 号，

.............................20

项

目编号GDJG2021173）

5.杨云鹏等：“产教融合”背景下面向装备制造专业群综合实践能力

培养的“专创融合”教学模式改革与实施（粤教职函[2022]23 号

.......................................24

，

项目编号GDJG2021172）

五、教学成果

.....................................24

奖

1.徐刚，李谟树，马彦等：区域职业教育政行企校协同育人人才培

养机制的研究与实践.2017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粤教人函

[2018]107号）

2.徐刚，李谟树，马彦等：区域职教“多元协同，资源共享，校企

共赢”人才培养机制的构建.2018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教

.............................................27

师

教育（职教

[2018]21 号）.............................................28 

3.徐刚，戴幸平，黄锦求等：赋能人才培养的装备制造“校企共有，

产教一体，融合发展”技术技能平台建设.2021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

果二等奖.................................................29 

六、研究论文

1.徐刚，马彦.政行企校协同推进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j].广东

教育（职教）.2015（11）:39,40,51..........................30 

2.徐刚，马彦.集团化办学—职业院校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j].广东

）.2016（9）:35,54.................................36



3.徐刚，马彦等.区域职业教育多元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的探索[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4）.................................41

4.徐刚，马彦.区域职业教育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与实践[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18（1）:95-97....................44 

5.徐刚，马彦等.明确两个定位，确保两个“精准”[j].广东教育

6.马彦，徐刚.基于“双精准”的药学专业课程体系构建[j].广东

（职教）.2018（5）........................................52

职

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19（3）:69-72...........................55

（3

7.马彦，徐刚.职业教育“产业需求侧主导”的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与

构建[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20（1）:79-80............62

 8.马彦，徐刚.高职扩招背景下“产业需求侧主导”的药品流通领域

营销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20

）:101-103.............................................67

9.徐刚，马彦.赋能人才培养的装备制造“校企共有，产教一体，融

合发展”技术技能平台建设[j].广东教育.2022（5）:27-28......73 

10.马彦，徐刚.构建职业教育“产业需求侧主导”的人才培养机制[j].

广东教育.2022（6）:38-39..................................77



1



2



3



广南院字 E⒛ 21〕 87号 签发人:徐刚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关于印发 《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与经费

使用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为加强我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管理,明

确经费使用范围,提升我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的水平和

能力,学校重新修订了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项目管理与经费使用办法》,现将该文件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4



广 东 南 方 职 业 学 院 文 件
校教字〔2021〕63 号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关于公布 2021 年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2020 年广东省高等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相关工作的通知》（粤教

职函〔2017〕184 号），按照《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管理办法》，经专家遴选推荐，校长办

公会研究同意，决定将《职业院校实践教学阶段课程思政建

设的理念、目标、内容、途径研究》等 6 个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项目立项为我校 2021 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现将立项结果予以公布（具体见附件）。学校将根据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管理办

法》对立项项目给予经费资助。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建设要求如下：

1. 学校将根据项目申报书期限要求，视项目完成情况，

适时组织项目验收。

2. 请各部门切实加强本部门立项项目的过程管理，按照

申报计划在既定期限内完成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同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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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立项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职业院校实践教学阶段课程思政建设的

理念、目标、内容、途径研究
徐刚

2
基于“星链 ER 模型”的高职艺术设计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
冯晶晶

3

产业群与专业群协同共建路径的研究—

基于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

局

苏凤敏

4
基于“赛教融合”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李远豪

5
基于 OBE 的工业机器人专业课程设置方

案研究
李昊

6
1+x 证书制度下高职工程造价专业课证

融通的研究
袁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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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专项资金下拨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经费（元）

1
职业院校实践教学阶段课程思政建

设的理念、目标、内容、途径研究
徐刚 5000

2
基于“星链 ER 模型”的高职艺术设

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
冯晶晶 5000

3

产业群与专业群协同共建路径的研

究—基于广东“一核一带一区”区

域发展格局

苏凤敏 5000

4
基于“赛教融合”电力系统自动化

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李远豪 5000

5
基于 OBE 的工业机器人专业课程设

置方案研究
李昊 5000

6
1+x 证书制度下高职工程造价专业

课证融通的研究
袁嘉敏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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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2023 年课程思政示范计划项目

参与人员名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参与人员

1
课程思政

示范团队

大数据技术专业

课程思政团队

莫兴福、陈裕雄、刘会龙、

全 快、洪佳磊、李 沙、

黄锦求、付 琳、林 美、

陈洁灵、黎翠瑜、李嘉恩、

周连心、许雯惠、刘家媛、

李嘉运、余健华、杨作梁

2
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
软件测试 梁英坚

3
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

工业机器人现场

操作与编程
杨云鹏

4

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

践项目

职业院校实践教

学阶段课程思政

建设的理念、目

标、内容、途径

研究

徐 刚、黄锦求、梁英坚、

汪国利、李嘉恩、杨云鹏

5
课程思政

教育案例

计算机数学课程

思政教育案例
李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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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在
m 省 教 育 斤

川

粤教高函 ( 2014) 205 号
'毡

-、f

;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通知

也

各有关高校，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4 年省高

等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粤教高函 ( 2014) 86 号)

要求，经学校申报、 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广东省教

育研究院《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模式研究与实

践》等 351 个项目作为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进行立项，项目周期为 2-3 年。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

一、请严格按照《关于公布 2012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通知>> (粤教高函 ( 2012 ) 202 号)有关要

求，加强对项目的日常管理。对项目管理不规范、开(结 ) 题材

料未按时提交且又未作说明的 ， 省教育厅将视情况予以推迟结

题、撤销立项和减少学校下年度申报名额。

二、请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的两个月内，组织召开开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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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开题后两周内向省教育研究院提交修改后的项目申报书和

开题报告书。开题会专家组成员不得少于 5 人，本校专家限 1 人。

三、请采取必要措施，保证项目正常开展和研究质量。省财

政资助项目(见粤财教 (2014) 440 号)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

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其他项目所需经费 ， 由你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安排解决。

附件 2 不印发，请在省教育厅网站( h句://www.gdhed.edu.cn ) 

查阅下载。

附件: 1. 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

一览表

2. 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管理有关材料

(联系人:张谦明，联系电话: 020-37627715 ; 

省教研院联系人: 席春玲，联系电话 : 020-83525476 )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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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负

备注
责人

201401285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小学教师
黄澄华

教学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高职机电类专业实切11 、工程训练和

201401286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实验创新等实践教学环节改革研究 张久雷
与实践

201401287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教师企业顶岗锻炼的过程
叶金虎管理及评价体系研究

201401288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度建设
刘艳桃 省财政资助

的研究与实践

20140128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的研
廖荣盛 省财政资助

究与实践

20140129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家具)专业中职、高职
王明刚 省财政资助和本科衔接专业教学标准研制

20140129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机制研
徐刚

究--基于顺德区的实证分析
201401292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协同培养技术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肖坤

201401293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课证融合"的高职院校统计课

唐芳
程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

201 401294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中高职衔接的精英人才培养模

曾爱林
式的研究与实践

20140129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中美国际护理人才合作培

陆建林
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0140129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化学化工人才可持续发展

陈燕舞
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201401297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工业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顾宇清

201 401298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自主学习支持的高职英语立体

杨爱国
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20140129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适应产业升级的多线并行多向融合

伍伟杰
的数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 
20140130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与节能照明"紧缺人才培养
肖文平

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学分银行制的汽车专业中高职 范爱民201401301 衔接体系构建与研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专业中高职衔接核心课 彭庆红

201401302 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金融专业"理实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融合、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研 安静

201401303 究与实际一以《国际结算》等课
程为例
数字媒体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

肖文婷
20140130 4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探索与实践一一以顺德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

一 17 一
16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粤教高函〔2015〕72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年度广东
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

培育项目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切实做好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工作，进

一步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广东教育

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

〔2014〕172号）安排，省教育厅组织开展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培育项目遴选工作。

经个人申报、学校评审推荐、省教育厅资格审查等环节，最

后确定 2014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共

1775项，其中，第一类项目 116项，第二类项目 1230项，第三

类项目 257项，第四类项目（校企合作）37项，第四类项目（校

际项目）135项。现将培育项目名单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各高校要按照国家和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项目遴选和培育办法，分类培育，认真加强项目的建设与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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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工作，切实开展教学改革，确保培育成效。为鼓励高校加强

教学改革规划和教学成果培育，改变教学成果奖申报过程中临时

拼凑材料、组织队伍等现象，将实行教学成果评奖与成果培育项

目适当挂钩的办法，具体办法另行通知。省教育厅将在立项一年

后组织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检查。

附件：2014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4月 14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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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组织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负责人

2014年度广东省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名单

174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协同，中高职有效衔接培养数控技术技能人才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覃岭

174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发展视角下的中高职衔接培养模式对比与制度
研究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肖冰

1742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顺德模式研究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徐刚

1743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中高职衔接的高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曾爱林

1744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以学生为主体，高职院校教学企业经营性实体店与
虚拟电子商务平台双轨制运行模式研究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张文利

1745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协同创新模式下物流数学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实
践研究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肖庆丰

1746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电子商务方向）专本企三方
协同育人的研究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邹利华

1747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实效性目标下思想政治理论课项目化教学改革的研
究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杨兰

1748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专升本协同育人的教育资源库开展项目教学研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房晓东

1749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协同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实践研究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董汝萍

1750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广东民办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对接珠三角区域
经济的策略研究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闵捷

1751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广东民办本专院校共建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滕珍珍

1752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学生校外顶岗实习管理研究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江卫华
1753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专本协同共创“汽车服务专业”实训基地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韩同民

1754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体系优
化改革研究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陈勇平

1755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高职校企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库开发与应用研究—以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为例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王锦红

1756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打造经管类特色专业
学院的探索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阚文婷

1757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依托明珠工业园地域优势 创新高职教育办学体制
机制改革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叶光星

1758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校检”协同培养设计与检测两能应用型技术人才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安宝生
1759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特许经营学院-奥康集团实践教学基地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石元蒙

1760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休闲体育专业奥特美康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践教
学基地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刘东智

176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不动产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黄伟

1762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国际化、区域化的通识选修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
—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朱梅林

1763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依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培养外语类应用型人
才模式探索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邓隽

1764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产学研协同培养应用型创新金融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赵卿

176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构建应用型本科协同工程训练模式， 提升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的工程实践能力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李兵

1766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印制材料行业协同育人平台建设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矫庆泽
176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综合改革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田艳
1768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电子信息类专业协同育人平台建设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李克勤
1769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构建通用航空协同育人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孙长江
1770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信息与通信技术协同育人基地建设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曹英烈

1771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依托协同，面向“两型”，推进“四个融合”，培
养软件工程专业应用创新型人才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张屹

1772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校企协同创新行政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黄牧乾

1773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英语专业学生推进小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实践作用
---与增城中心镇中心小学协同育人合作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田晓燕

1774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校企协同语境下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新探索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范旺辉
1775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民办高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 第四类项目（校际合作项目） 夏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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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企校协同推进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 

徐 刚 马 彦 

I校企合作I 

摘 要：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进入集团化发展新阶段 ，集团化发展 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课题。顺德 区作为国家 

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区，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加快区域产教融合，促进资源共建共享，按照 “政府主导、学校主 

体、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政行企校协同育人工作思路，大力推进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建设。重点从集团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地方性制度、专业结构布局、人才等级标准、共享型师资和基地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建设，积极探 索经济发达地区区域性职业教 

育集团化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 

中图分类号：G7l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o5—1422(2015)11—0039—03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鼓励多元 

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征求意见稿)》 (2015—2018年)提出要 “推动职业教育集 

团化发展”。顺德区是国家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区，近年 

来 ，在区政府的领导和行业的推动下，按照 “政府主导、学 

校主体、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工作思路，政行企校协同， 

围绕产业发展，聚焦人才培养，注重制度建设，共同推进区域 

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组建区域性职业 

教育集团，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职教集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 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是新形势下区域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集团化发展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助推产业转型 

升级的迫切需要 

顺德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 

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包括家用电器、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精 

细化工等9大支柱产业。近年来，顺德积极引进和培育战略新 

兴产业，确定了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等6个战略型新兴产业 

发展方向，成为全国首个也是唯一的国家级装备工业两化融合 

暨智能制造试点区。2014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6OOO亿元。 

区域产业的飞速发展和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行业企业有愿望、有能力参与办学和人才培养，以 

培养和造就符合他们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所以，集团化发展 

已经成为新形势下重新定位职业教育、改革职业院校办学模式、 

优化职教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共建共享的必然要求。 

(二)集团化发展是加快产教融合 ，推动政行企校协同育 

人的重要举措 

顺德拥有规模企业 4万多家，行业协会较为完善而且在企 

业具有良好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顺德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较 

高，全区共有 13所中职学校，其中有国家示范中职学校 3所， 

广东省重点中职学校6所，在校中职学生3．6万余人。顺德职 

业技术学院是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在校高职学生 1．3万余 

人。尽管产业基础雄厚、行业背景优良、教育资源丰富，但目 

前校企合作还大多停留在较低层面，特别是行业参与不够，尚 

未形成制度和长效机制。因此 ，只有通过集团化建设和发展， 

才能进一步调动政府行业企业参与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形成区域性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三)集团化发展是实现区域资源共享，推进中高职内部 

衔接的有效途径 

顺德区现有的 1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 l3所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全部为优质学校，但由于管理体制和条块分割等原因， 

仍然存在行业企业参与不够，中高职衔接不畅、对接产业不 

顺、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通过集团化办学，使各利益 

相关方紧密结合起来，都成为区域职业教育的谋划者 、参与 

者。共同参与集团内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共同参与专业建设、 

收稿 日期：2015一o9—28 

作者筒介：徐 刚 (1962一)，男，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顺德区职业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药 

学。(广东 佛~ 2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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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共建、共享、共管职教资 

源。通过区域内专业结构的调整和专业布局的优化，以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为纽带贯通连接中高职教育，实现中高职教育的 

有效衔接。所以，集团化办学，既是加快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改 

革的有效形式，也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积极探索。 

：、集团化发晨为聩■区域职业教1一『开创了政行 

企校协脚膏人的新局面 

(一)2012年成立了顺德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构 

建了政行企校协同育人平台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 

通知》 (国办发 [2010]48号)精神，顺德区被列为 “改革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区，为进 
一 步落实国家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任务，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推进顺德职业教育集团化创新发展，在顺德区 

政府领导下，教育局在 2011年 11月撤消职成科 ，2012年 4月 

组建了 “顺德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 (简称：职教指委 

会)。职教指委会成员包括：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顺德区 

教育局、顺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顺德区经济促进局、 

顺德区工商联、主要行业协会、骨干企业、l3所中职学校， 

以及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秘书处设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秘书 

处有专职秘书3人，负责职教指委会日常工作。 

(二)职教指委会围绕政行企校协同育人，推进区域性职 

教集团化建设 

1．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布局，促进各校错位发展办出 

特色 

职教指委会开展了区域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专项调研和 

职教发展的专题调研，理清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并形成了 

《关于顺德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根据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对区域内各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布 

局进行了调整优化 ，鼓励学校进一步错位发展尽快形成特色， 

每个学校集中力量办好办大办强两到三个重点特色专业，并 

且对师资、设备、经费进行了相应调整。专业布局调整不仅能 

使专业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更好地对接产业发展，而且还有 

利于提高专业建设整体水平，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2．开展中高职衔接培养，积极探索区域职业教育体系 

职教指委会根据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中高职学 

校专业建设的水平和特色，制定发展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 

推进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工作，使区域内中高职衔接人才培 

养工作得到了平稳有序地发展。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对口区属 

13所中职学校，在 11个专业实行中高职衔接三二分段培养， 

三年共培养技术技能人才29oo多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还对 

口中职学校开展 自主招生，是广东省对 口中职学校自主招生 

的试点院校 ，近三年共招收中职学生 150o多名。通过职教指 

委会的统筹、协调、布置，行业企业高职中职共同参与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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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的制定、培养内容的优化和培养过程的监控，从而保证 

了衔接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3．推进资源共事，建设共享型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 

在职教指委会的推动下，按照分批建设、重点推进的原 

则，以专业实训室建设为基础，以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为重点， 

以项目实践教学为主线，开展实训实习基地的共建共享工作。 

到目前，共建成设备先进、管理规范，集教学、培训、生产、 

科研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校内实训、校外实习基地近 10o0个。 

并制定标准，对完成建设的实训实习基地进行验收认证。第一 

批共252个基地通过了认证。行业企业也积极参与师资队伍建 

设，在职教指委会的协调下，企业选派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 

技术人员担任校内兼职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学校选派专业教 

师到企业参与科技研发和实践技能锻炼，校企人员互兼互聘工 

作呈现良好态势。 

三、加快集团化发展步伐，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全面提升区域职业教育水平 

(一)完善职教集团化发展的管理体制 

随着职教指委会工作范围的扩大和深入，为了进一步服务 

好顺德职业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2015年顺德区政府在顺德 

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顺德职业教育发展促 

进会，使之成为独立法人的社会团体。促进会将设立专家委员 

会和专业委员会 ，并设立秘书处 (专职秘书 5人)负责促进 

会日常管理工作，秘书处设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并在此基础 

上组建顺德区职业教育集团。 

(二)制定和实施职教集团化发展的地方性制度 

为了进一步推动顺德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促进政行企校 

协同育人，统筹企业学校教育资源。将逐步制定和实施一系列 

地方性制度。包括：顺德区职业教育促进办法；顺德区行业协 

会参与职业教育的有关规定；顺德区企业参与技能型人才培养 

的奖励制度；顺德区中高职协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有关规 

定；顺德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规定；关于职业院校校 

内实训基地开放共享的有关规定；关于职业院校校外实习基地 

共建共享的规定。 

(三)建立地方性技术技能人才等级标准 

目前实行的职业资格标准及相关证书，由于行业企业参与 

不够，内容相对陈旧，社会认可度不高。我们将在职业教育发 

展促进会的指导下，委托相关行业牵头，相关骨干企业参与， 

共同制定顺德区地方性技术技能人才等级标准，标准在顺德区 

内具有约束力。行业按照等级标准组织技能考试，对合格者颁 

发相应等级证书。企业对取得等级证书的人员安排相应工作并 

给予相应报酬。目前已完成模具、酒店管理专业人才等级标准 

的制定，下一步将逐步制定数控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烹饪 

专业、电子商务专业、物流专业、会计专业、汽车专业和应用 

电子专业的技术技能人才等级标准。 (下转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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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关于中职英语校本教材开发与专业结合的思考I 
节。要以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基本依据，遵照技能型人才 

成长规律组织教育教学。”该 《意见》还提倡发挥行业在教材 

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以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 

性和适应性。因此，需要教师与行业专家共同努力研发英语校 

本教材。一方面，教师更为了解本校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基础以 

及英语实际面貌；另一方面，企业专家更为知晓现实职场中所 

需要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校方与企业方的充分接触与沟 

通，才能达到学生培养预期目标与岗位要求的最佳切合点，以 

实现校内学生与校外企业的有效对接。 

四、结束语 

职业教育是利用现有的资源为将来的职场岗位培养人才。 

随着岗位要求的变动，校本教材的内容也应做出适时调整，所 

以其信息内容也应具有时效性，及时更新专业知识与专业表 

达方式 ，为学生就业上岗和终身学习打好基础。 

职业学校的英语校本教材既要重视职业学校办学的专业 

特点，又要具有实用性和发展性。开发英语校本教材 ，需要围 

绕学校、学生这一主体，将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源整合在一起， 

要求编写者首先具备创新意识，敢于尝试，使自身开发的校本 

教材具有不同于统编教材的创新性，并为使用者留有再创作 

和发展的空间。英语教材编写的体例和呈现方式应尽量考虑 

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特长和认知水平 ，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增强趣味性，激发学生求知欲望。要重视学生学习策略的 

培养，根据学生所选的专业，教授与专业有关的英语知识，体 

现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1]成妹妹．关于构建中职英语校本教材的思考[J]．职教 

通讯，2012(06)． 

[2]戴尧芳．小议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中教师的作用及发 

展[J]．学生之友，2011(11)． 

[3]丁云霞．中职校本教材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职教通 

讯，2011(24)． 

[4]梁裔斌，白景永．以行业标准为导向的高职英语类专业 

课程体系建设[J]．职业技术教育，2010(32)：28—31． 

[5]张惠敏．英语校本教材开发初探[J]．中小学教 学研究， 

2010(09)． 

[6]周玲玲．如何使高职高专英语公共课服务于专业课教 

学[J]．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2009(01)：2O一21． 

责任编辑 何丽华 

(上接第4o页) 

(四)加强职教集团化发展师资队伍建设 

按照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原则，通过行业、企业、学校 

在人才方面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综合利用行业企业、中职 

学校、高职学校的优质人力资源、设备资源，推动行业、企 

业、学校之间的相互聘任、相互兼职、相互培养，主要在以下 

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鼓励企业技术人员、能工巧匠担任学校 

的教学工作和实习指导工作，规范学校兼职教师、兼课教师工 

作。二是规范企业承担学校专任教师实践技能培训工作，引导 

教师参与企业科技研发和技术服务工作。三是加强兼职教师 

教学能力的培养，提高企业兼职教师的教学水平 ，对合格兼职 

教师评定相应教学职称。 

(五)搭建职教集团化发展平台 

平台是校企共同开展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技术服务的重 

要阵地，我们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职教集团化发展的平 

台建设。一是共享型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依托骨干院校，突出 

重点特色专业，在区域内建成5个以上代表国内先进水平的共 

享型实训基地，面向全区开放，实现设备设施共享。二是共享 

型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依托顺德区大型骨干企业 ，行业、企 

业、学校共同参与建成3O个以上模范校外实习基地，建立管 

理制度，规范管理程序，面向区域内中高职学生开放，提高学 

生校外实践教学质量。三是共享型科技研发技术服务平台建 

设：依托重点院校或骨干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建成3个以上 

共享型科技研发和技术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1]姜惠．顺德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M]．广州：华南理 

工大学出版社，2012． 

[2]顺德区教育局，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现代职业教育改革 

新起点：顺德区中等职业教育专业标准体系建设职业能力分析 

[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赖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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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化办学——职业院校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徐 刚 马 彦 

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 

选择，已经成为职业院校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和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国发 [2014]19号)“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 

集团”；《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年)》 

(教职成 [2015]9号)明确提出要 “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 

展”，“鼓励中央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行业部门、高等职业 

院校等，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牵头组建职业教育 

集团”；《教育部关于深人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 

(教职成 [2015]4号)对集团化办学的重要意义 、集团化办 

学的实现形式以及集团化办学的保障机制进行 了较为全 面的 

论述。可见 ，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了集团化办学新阶段。 

根据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将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行业企业 

性职教集团，即以行业企业为主导或依托行业企业组建 的职 

教集团；二是区域性职教集团，即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区域内 

行业企业 、职业院校、政府有关部门等利益相关方组建的职教 

集团；三是跨区域性职教集团，如经济发达地区与人力资源丰 

富地区通过品牌输出、资源互换、优势互补建立的有利于人才 

培养与流动的职教集团。但无论形式如何，集团化办学已经成 

为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已经成为职业院 

校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必然选择。 

一

、 集团化办学有利于形成校企利益共同体，促 

进 “产教融合” 

跨界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 ，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 

行业企业参与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才能顺利实现职业 

教育与产业、行业、企业的顺利对接，才能不断提高职业院校 

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近年来 。职 

业院校在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 

实践，如：采用订单式培养、推进现代学徒制、建设专业指导 

委员会、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等，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推动了校 

企合作 ，有力地促进了 “外部对接”，但距离 “产教融合”的 

目标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行业企业还 

没有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方，办学水平如何、人才质 

量如何与行业企业还没有切身的利益关 系。只有通过集团化 

办学，让学校与行业企业成为 “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利 

益共同体，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的主体责任，让行业企业获得参 

与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应得利益 ，才能最终实现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融合。 

二、集团化办学有利于构建现代职教体系，促进 

“内部衔接”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要 

求，也是产业发展对多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客观需求，更是职 

业院校学生继续学习深造的现实需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规划 (2014—2020年)》 (教发 [2014]6号)对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建设也进行了科学的规划，但在实际工作中。尽管 

采取了 “对El中职 自主招生” “三二分段培养” “五年一贯 

制”“3+证书考试⋯ ‘专升本”等促进职业教育 “内部衔接” 

的措施，但在学校对口、专业对接、内容衔接等方面仍然存在 

许多困难，学校 “各自为战”，对不上、接不住、衔不畅的现 

象比较普遍。一是由于中职、高职、本科在管理制度、办学定 

位、专业设置、人才标准、培养模式、培养内容等方面都存在 

很大差异。二是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部衔接不够，体系 

建设成为职业院校内部的事。如果将同一地区的职业院校和相 

关行业企业按照集团化办学的思路组织起来，通过统一的组 

织、协调，按照区域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变化以及人才培养和 

成长的规律统一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分级分段培养，不仅 

能够较好地实现职业标准、专业标准、人才标准、培养内容的 

对接，而且还可以避免重复和遗漏。 

三、集团化办学有利于降低教学成本，促进 “资 

源共享” 

职业院校的教学成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训设施 

设备 ，必须紧跟先进生产技术；二是实训耗材，必须使用真实 

生产材料 ；三是师资，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工科 

专业，必须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使用先进的设施设备，采用 

真实的生产材料，在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教师指导下，才能培 

养出学生过硬的技能。因此 ，资源不足是当前职业院校普遍存 

在的现象 ，但另一方面，由于条块分割，每一学校的设备和师 

资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设备利用率不高，教师工作量不满， 

甚至出现闲置现象。特别是企业的设备和师资在职业教育中的 

作用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到企业实习大多也只是在生 

产线上从事简单的劳动，学校聘请企业的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 

师也非常有限。通过集团化办学，同一地区的职业院校之间可 

以实现设备和师资的共建共享，充分发挥现有 (下转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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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就业指导l 

在实习中后期都能基本达到预期 目标。“职业乐趣”阶段 ，实 

习指导教师应引导学生建设学校与企业双重团队精神，引导 

学生与家长、同学、老师、上级等分享 自身的职业乐趣 ，让他 

们在乐趣中肯定 自我。同时，指导教师要有意识地树立优秀实 

习生榜样 ，指导学生戒骄戒躁。 

在实习结束前，教师应指导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指导学 

生将 自己收获的职业乐趣与实习指导规划对照总结 ，验证其 

正确性 ；将 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在校职业素养教育对照总结，验 

证其前瞻性。以正确性和前瞻性，预测自己在酒店人才成长模 

型中发展的可行性；根据 自己发展趋势预测，自主决定职业发 

展方向。在这种验证过程中，实习生以自身努力赢得的职业乐 

趣为基础，采用自我剖析、自我评价、自主决定的方式确定职 

业发展规划。 

三、结语 

成就动机理论 给予中职学校的顶岗实习指导很多启示。 

在成就动机理论的视角下，采取 “三维联动、四体协同、六 

层递进”措施 ，中职学生顶岗实习指导取得 良好效果。以成 

就动机理论为基础，顶岗实习效果的量化研究 ，顶岗实习效果 

的评价体系，顶岗实习制度与管理机制等方面还可以开展更 

深入的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育研究课题 《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素养的构成、培养途径及评价研究》 (项 

目编号：GDJY一2014一B—b126，主持人：任军)] 

责任编辑 朱守锂 

(上接第35页)资源，而且由于企业成为了办学主体和利益 

相关者，也会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在设施设备的使用和兼职教 

师的聘任方面肯定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 

四、集团化办学有利于加强跨区域合作，促进院 

校 “取长补短” 

职业教育与其它类型的教育一样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不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存在不平衡，就是同一地区也 

存在不平衡现象。单凭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倾斜，难以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通过院校之间的对口帮扶，由于缺乏利益驱动，往 

往也难以长久坚持。只有在政府引导下，通过跨区域集团化办 

学 ，帮助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建立起集团利益关系，如产业 

发达地区与人力资源丰富地区通过品牌输出、资源互换建立 

起有利于人才培养与流动的集团关系，建立优势互补、互利互 

惠的利益共享机制，才能促进跨地区院校之间取长补短、共同 

提高，从而实现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样既解决了产业发达 

地区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生源欠缺、设施设备利用率不高的问 

题 ，也解决了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不足、毕业生就业困难 

的问题。 

五、集团化办学有利于实现错位发展，避免 “无 

序竞争” 

· 54· 《广蕊教膏》髓教 2016年第9期 

近年来，职业教育 “同质化”现象 日趋严重，导致 “同 

质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校设置和专业设置上的盲 目上马 、 

重复建设 、无序竞争。不仅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教育资源，难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且由于集中培养的一些专业人才远 

远大于市场需求，造成了就业市场的混乱，损害了学生的切身 

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教育主管部门干预往往不符合 

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人才市场的调节往往又严重滞后，不利 

于学校对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及时调整。通过建立区域行业 

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集团化组织，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 

才的需求 ，及时收集、反馈、分析人才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适时调整专业设置以及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学校可以 

根据自身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错位发展。 

总之，通过集团化办学让行业企业与学校共同成为职业院 

校的主办者，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 ，成为教育教学过程的参 

与者 ，成为成果利益的分享者，成为风险责任的分担者 ，已经 

成为职业院校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 

[基金项 目：本文系 “2014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 

等教育)培育项 目” (粤教高函 [2015]72号)阶段性研究 

成果，主持人 ：徐刚。f 

责任编辑 陈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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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协调·共舞 :高职教育的发展愿景、生态理念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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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起历史使命 :做好教育扶贫的主力军

现代学徒制框架初步形成 改革任务仍需压紧、落实

中华人民共稆国教甯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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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职业教育基础好发展快,有 1所高职和 13

养质量 ,学院以顺德区被国家列为国家职教体制改辜二T===Ⅰ =

广东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和 1项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居言厂 ≡ F
府主导,制度先行,外部对接,内部衔接,共建共享

¨
≡∶二埴

=⊥
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

——成果完成人 :徐刚 李谟树 马彦 圊凉凉 ==三 重

刘艳荷

一、成粜的主要内容

完善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管理平台 在顺德区政有
=∶

Ξ∶亘乓

下 ,于⒛10年 10月 成立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委员会.芝萼拄迂Ι

学结合工作。⒛12年 4月 正式成立了顺德职业教育发雯茫导委灵圭

部门、行业协会、骨干企业、13所中职学校和顺德职业芡t手
=

职业技术学院,秘书处有专职工作人员5人 ,负责日常二t∶ t了

企校协同育人,又在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了f

展促进会 ,成为独立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 c

■

实施政行企校协同肖人地方性例度 为逐步|t善△0亏 `F∶

院制定和实施 F“顺德区职业教育促进办法
”∵i≡ ∷Ξ·上⒎亏 :

和规范协同育人I作 ,保障了协同育人工作持续有效之=夏
推行区域性职业教育

“
专业教学标准

” 为提高专Ι ∶f=⊥ ∷

能够适应企业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快速发展需求≡∶i、 丁 ElΙ

台的组织协调 ,由 相关行业协会牵头 ,骨干企业参与.干~≡ t≡
“
中职专业教学标准

”
和5个

“
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瑾∷ t二 : =

专业教学标准
”“

模具制造专业专业教学标准
”¨

氵气车韭讠亏 ⊥iL
计专业专业教学标准

”“
酒店管理专业专业教学标准

¨¨
△
=≡

t
方向)专业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

”
等,新的

¨
专J⊥ 鼓享f喧

ˉ

业和学校的广泛认可,已经成为区域内职业院校丿、才靖奉
=Ⅰ

—△

聘人才、确定薪酬的∷重要参考标准。

加强中南职衔接的筲理摊动
“
内部衔接

” 为佯Ι△子Ξ·ir≡  ∷ ÷-冖 ∷

学院制定了
“
中高职衔接发展规划

”
,有计划 、有霞△之J;∶ 二·∷Ξ ∷i ∶

I作。顺德职院对口区属 13所 中职学校,在 19个专Ⅰ∶△△ ∶lr∴ ∶ ⒎ LJ工
培养人才3900多名。并且在广东省率先开展中高职Ri二1==F=Ⅰi If i~=
职学生 2500多名c通过协同育人管理平舍的组炽0△ |≡  ∷ェ~~  Ⅰ「∷ i

中职学校共同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内容的优{匕 饣J÷ 关;≡ F11∷   ∵ ∶

了衔接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开展师资队伍共建共享促进
“
师资协同

” 制定扛主△ ~ˉ 寻:∷  ≡早三 |Ι

理办法
”
,综合利用企业 、学校的优质人力资源 .推

=±
⊥ 丁【∶△ ∷∷_=三

职、相互聘任、相互培养,主要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 「r△ ∶一乙 ェ△ ~干 ˇ

员、能I巧匠担任学校教学I作 ,建成
“
职业教育羡Ξl鼓 Ⅰ≡ :I寻 :T亏 :二

⒇0多名;二是,实施
“
双岗型 (教学岗位和技术岗L 丁革喧≡ f△ -∵~i’

养和提高了教师的实践技能 ;三是 ,加强兼职教师教孛t工JF1J子 △ :Ι Ⅰ≡r玎

师、兼课教师I作。

摊动实训堪地共建共享实现
“
基地协同

” 一是,蓬 :l=逞
=I|△

Ι `二 L =

=雩
=~=莒 ≡亭茫早委员会成立大会

=亭 二I∶ _;:Ⅰ 孚 :￡ 会网站平台

丁亏Ξ三:=虐兵后训

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法
”“

顺德区校企共建技术研发中心管理办法
”

∷i∶≡⊥ t于 -,lL  ˉ

关规定
”“

顺德区企业职△培训管理办法 (试彳i)¨  △于Ξ· ∷:=     L

∵FL~I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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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有部门、企业、学校
“
共同投入

”
,依托

骨==咬 “
专管共用

”
,在 区域内建成了10个代

灵≡

`先
进水平的共建共享型实训中心 (如广东

崔乏冷产品检测中`b、 3D打印公共实训中心

雩 .百 向全区学生开放。二是 ,建设共建共享

≡i讣实习基地,依托顺德区大型骨干企业 ,行
⊥ 仝业 、学校共同参与建成sO4个

“
校企合作

`I居 养基地
”
,面 向区域内中高职学生开放 ,

≡二詈理制度,对组织管理好、实习质量高的校
,买习基地进行评优表彰⊙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教擎闷题及翼方法

△讨校企合作不够深人、行业企业参与不够等问题,建立和完善了区域职业教育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成立

△夏育 k的管理平台,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促进协同育人的制度,进一步深化和规范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工作。

△讨原有
“
专业教学标准

”
滞后、脱节和企业认可度不高的问题,由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制定和推行了11个

“
中职专业教

手F亍 1Ξ
¨

和5个
“
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

”
,使人才培养更加符合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广泛应用的要求⊙

△讨区域内中高职衔接环节不畅、内容不顺、质量不高等问题,通过协同育人管理平台的组织协调,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中

膏丁钉接人才培养工作,13所中职 19个专业与高职实现了衔接培养,提高了衔接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对兼职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管理不善等问题 ,实施了
“
兼职、兼课教师管理办法

”
,积极推进行业、企业、学校间的

<三羡职、相互聘任、相互培养工作。针对专任教师实践技能欠缺、实践经验不足等问题,实施
“
双岗型职教精英

”
培训计划 ,培

吴t曼亨了教师的实践技能。

三、成果的创新与特色

亮出
¨
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是区域职业教育持续、整体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
的培养理念 ,因为协同育人

百壬~于形成职教利益共同体,推动
“
产教融合

”
;协同育人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提高

“
教育效益

”
;协同育人有利于

丁≡吁业企业院校合作,密切
“
外部对接

”
;协同育人有利于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实现

“
内部衔接

”
。

≡索和实践了
“
政府主导,制度先行,外部对接,内部衔接,共建共享

”
的区域职业教育政行企校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 ,创

簧乏≡富了协同育人的理论和经验。

提出了
“
全面提高区域职业教育中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解决方案

”
,在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管理平台、专业教学标

迄 丰高职衔接、共享型师资、共享型基地等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制度,通过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

℃T焉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拄南 r人 才坫芥质址 协丨司育人人才培芥机  簿   
′

而怆 坏      阝迎客Ξ        
∷

:∷ E∶子:j灾
善进一步促进 r产教融合 ,;

tⅠ
=乍

,深化了工学结合 ,自接受益学才
∶ =乓 I益学生 9万多人。学生参加各级·

Ⅰ乏Ⅰ雩支奖在广东省名列前茅 ,如高职 J

ΙⅠ嘱儡箫漂蕲⒒螂蹁
9⋯ ⋯一—̄ ·'-ˉ 、/ˉ ¨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技术赛项一等奖获奖师生

n∶ Fi、 .乏业率”.8%,对口率%.7%。 高职毕业生   自动化生产线赛项一等奖获奖师生     机器人
亠Ss3i、 .就业人数 4833人 ,就业率 啁.哓%,对
△三 5sⅡ%=毕业生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起薪点也逐年提高。

发表论文 13篇 ,出版专著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 ,通过近 5年的理论研究形戊了系列研究成果

=△
2二
=.省奖项 195项。毕业生就业率和对口率

≡一步磊高.如 ⒛16年 ,中职毕业生就业人数 5

:≡歹

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 建成了
“
佛山市顺德职业教育发展促进会网站

”
,成为宣传、学习、交流的平台。多次在全省和全国会

;t上宣专宣讲,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发挥了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

提供了有益经验偕犍 多家媒体先后 10多次对顺德职业教育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与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进行了宣传报

道‘±主了积极广泛的影响。近3年来,来顺德考察、学习的考察团队sO多家,顺德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全国职业

衷育提△了经验和借鉴。

学生在校外共享基地模具车间实习 学生在校内校企共建基地实训

职业教育教学戚采奖获奖项 目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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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0月，顺德区被列为国家教育体制改

革项目“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试点地区［1］。顺德有 1所高职和 13
所中职。为了持续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整体

质量，我们以国家试点为契机，探索和实践了

“政府主导，制度先行，对接衔接，共建共享”的

区域职业教育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

1 协同育人是现阶段区域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的关键

1.1 协同育人是提升服务发展能力，助推产业

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十二五”以来，顺德积极引进和培育战略

新兴产业，确定了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等 6个

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

装备工业两化融合暨智能制造试点区。区域产业

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行业企业有愿望有能力参与办学

和人才培养，以培养和造就符合他们要求的技术

技能人才。协同育人已经成为新形势下职业教育

提高服务发展能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

要求。

1.2 协同育人是推动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的重要举措

顺德拥有规模企业 4万多家，行业协会较为

完善而且在企业具有良好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

顺德有 13所中职学校和 1所高职学校。其中，有

国家示范中职学校 3所，广东省重点中职学校 6
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1所。尽管产业基础雄厚

行业背景优良教育资源丰富，但目前校企合作还

大多停留在较低层面，尚未形成长效机制。通过

协同育人，可以进一步调动政府、行业、企业参

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形成区域性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的良好局面。

1.3 协同育人是推进集团化办学，实现区域职

教资源共建共享的关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明确提出要“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

团［2］”。可见，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的重要课题。但无论是行业性职教集团还

是区域性职教集团，其关键就是协同育人。通过

协同育人，使各利益相关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共

同参与区域内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共同参与人才

培养。因此，抓住了协同育人，就抓住了集团化

办学的关键。

区域职业教育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徐 刚 马 彦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333）

［摘 要］ 协同育人已经成为现阶段区域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关键和抓手。协同育人有

利于职教相关方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动“产教融合”，有利于促进职教资源共建共享，提高

“教育效益”，有利于加强行业企业院校合作，密切“外部对接”，有利于探索构建现代职教

体系，实现“内部衔接”。我们以顺德区被列为国家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区为契机，探索

和实践了“政府主导，制度先行，对接衔接，共建共享”的区域职业教育政行企校协同育人

的人才培养机制，在协同育人的管理平台、校企合作、专业教学标准、中高职衔接、共享型

师资、共享型基地等方面制订和实施了有效的管理制度，通过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与建设，促

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创新和丰富了协同育人的理论和经验。

［关键词］ 区域 职业教育 协同育人

基金项目：2014 年度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 （高等教育）

培育项目 （项目编号：粤教高函 ［2015］ 72号）

·本科职教研究· 95

DOI:10.19494/j.cnki.issn1674-859x.2018.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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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协同育人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

中高职衔接的有效途径

尽管顺德区是广东省中高职衔接“三二分

段”和对口中职学校自主招生的试点地区，但由

于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制还不够健全，中高职

仍然存在衔接环节不畅、衔接内容脱节等问题。

通过协同育人，加强统筹规划，行业企业学校共

同参与培养方案的制订、培养内容的优化、培养

过程的管理和培养质量的监控。所以，协同育人

也是推动中高职衔接的有效途径。

2 不断建立和完善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
机制

2.1 建立和完善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管理平台

在顺德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积极推动下，我

们于 2010年 10月成立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委员

会，统筹推进区域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工作。

2012年 4月，正式成立了顺德职业教育发展指导

委员会 （简称顺德职指委），成员包括：顺德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顺德区教育局、顺德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顺德区经济促进局、顺德区工

商联、主要行业协会、骨干企业 30家、13所中

职学校和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秘书处设在顺德职

业技术学院，秘书处有专职秘书 5人，负责顺德

职指委日常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进区域职业教育政行企校协同

育人，又在顺德职指委的基础上组建了顺德区职

业教育发展促进会 （简称顺德职促会）。顺德职

促会是独立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

2.2 制订和实施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地方性

制度

为了逐步建立和完善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机

制，我们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协同育人制

度，如《顺德区职业教育促进办法》、《顺德区职

业教育发展五年行动计划》、《顺德区职业教育校

企 合 作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建 设 与 管 理 办 法 （试

行）》、《顺德区中、高职学生实习补贴制度（修

订）》、《顺德区职业教育实习实训管理办法》、

《顺德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规定》、《顺

德区校企共建技术研发中心管理办法》、《顺德区

关于实训基地开放共享的有关规定》、《顺德区企

业职工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职业院校

校外实训基地共建共享的规定》、《顺德区职业教

育 实 习 实 训 基 地 “ 教 务 奖 ” 评 选 办 法 （试

行）》、《兼职、兼课教师管理办法》等。通过制

度加强和规范协同育人工作，保障了协同育人工

作持续有效地开展。

2.3 制订和推行顺德区中职和中高职衔接《专

业教学标准》

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多年来实行的

《专业教学标准》就显得明显滞后，满足不了企

业快速发展的需求［3］。为了提高专业与产业的契

合度，培养出能够适应企业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快速发展需求的人才，通过协同育人管理平台的

组织协调，由相关行业协会牵头，骨干企业参

与，制订和推行了顺德区 11 个《中职专业教学

标准》和 5个《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数

控技术应用专业专业教学标准》、《模具制造专业

专业教学标准》、《机电一体化专业专业教学标

准》、《计算机网络专业专业教学标准、《建筑工

程施工专业专业教学标准》、《汽车维修专业专业

教学标准》、《珠宝玉石加工专业专业教学标

准》、《家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专业教学标准》、《会

计专业专业教学标准》、《物流管理专业专业教学

标准》、《酒店管理专业专业教学标准》、《工艺美

术（家具设计与制作方向）专业中高职衔接专业

教学标准》、《艺术设计（家具）专业中职、高职

和本科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广告设计与制作专

业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烹饪工艺与营养

专业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应用化工（涂

料）专业专业教学标准》［4］。新的《专业教学标

准》得到了行业、企业和学校的广泛认可，在顺

德区内具有约束力，已经成为各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的公共标准，已经成为骨干企业招聘人才和确

定薪酬的重要参考标准。

2.4 加强中高职衔接的管理推动“内部衔接”

为了扩大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规模，保证中

高职衔接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制订了《中高职衔

接发展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中高职衔接

人才培养工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对口区属 13
所中职学校，在 18 个专业实行中高职衔接三二

分段培养，近五年共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3 900多

名。并且在广东省率先对口中职学校自主招生，

近五年共招收中职学生 2 500多名。通过协同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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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平台的组织协调，行业企业高职中职共同

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培养内容的优化、培

养过程的管理和培养质量的监控，从而保证了衔

接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2.5 实施师资队伍共建共享促进“师资协同”

制订和实施了 《兼职、兼课教师管理办

法》，综合利用企业、中职、高职的优质人力资

源，推动企业、学校之间的相互兼职相互聘任相

互培养，主要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鼓

励企业技术人员、能工巧匠担任学校教学工作，

建成“职业教育兼职教师库”，库内兼职教师达

900 多名。二是加强兼职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

规范兼职教师、兼课教师工作。三是实施“双岗

型 （教学岗位和技术岗位） 职教精英”培养计

划，培养和提高教师的实践技能，积累实际工作

经验。

2.6 推动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实现“基地协同”

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加强共建共享型公共

实训（实习）平台的建设，一是建设共建共享型

公共实训中心：政府、企业、学校“共同投

入”，依托骨干院校“专管共用”，在区域内建成

了 10 个代表国内先进水平的共建共享型实训中

心 （如广东省制冷产品检测中心、3D 打印公共

实训中心等），面向全区学生开放。二是建设共

建共享型校外实习基地：依托顺德区大型骨干企

业，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建成 304个“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面向区域内中高职学校

开放，建立管理制度，对组织管理好实习质量高

的校外实习基地进行评优奖励。

3 协同育人提升了区域职业教育的整体
水平

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与建设进一

步促进了产教融合，密切了校企合作，深化了

工学结合，直接受益学校 14 所，直接受益学生

9万多人。进一步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参

加技能大赛获奖连续多年在广东省名列前茅，

如高职学生 2015-2016 年期间获得国家级奖项

142 项，省级奖项 349 项；中职学生 2015-2016
年期间获得国家级奖项 42 项，省级奖项 195
项。毕业生就业率和对口率进一步提高。如：

2016年，中职毕业生就业人数 5 003人，就业率

99.8%，对口率 76.7%。高职毕业生 4 883人，就

业 人 数 4 833 人 ， 就 业 率 98.98% ， 对 口 率

58.88%。毕业生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起薪点也逐年提高。

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珠江

商报等新闻媒体先后 10 多次对顺德职业教育协

同育人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与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进

行了宣传报道。职业教育政行企校协同育人的人

才培养机制为全国职业教育协同育人提供了经验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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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校企合作l

明确两个定位 ,确保两个
“
精准

”

文/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徐 刚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马 彦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加快推进
“
现代职业

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
”

的创建工作,打造我国南方职业教育

高地,为实现
“
三个定位、两个率先

”
总目标提供动力源泉

和重要支撑 ,广东省教育厅提出了
“
职业教育校企精准对接、

精准育人
”

的发展要求。
“
精准对接、精准育人

”
是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是职业院校办学的工作指针,也是职业

院校做好外部和内部两方面主要工作的总目标。校企合作工

作要达到
“
精准对接

”
,人才培养工作要达到

“
精准育人

”
,

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和专业定位是实现
“
精准对接、精准育

人
”

的基础和保证。

-、 两个
“
柑准

”
是职业院校改革发展的方向

职业教育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示范院校、一流

院校的建设,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发展能力和社会

声誉都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但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人才标准、培养内容、就业岗位、质量保障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仍然制约着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人才培养质

量和服务发展能力的进一步提高c具体表现在校企合作还不

够紧密,工学结合还不够深人,人才培养目标与岗位实际需求

有所偏离,培养内容与职业岗位能力吻合度不高,人才培养不

能完全适应行业企业需求。技术技能人才结构性、质量性短缺

依然存在,用人单位难以找到能充分满足岗位要求的人才,毕

业生难以找到能充分发挥才干的工作c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

是校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精准的

对接;二是人才培养与就业岗位脱节,缺乏针对性 ,学校不能

按照就业岗位需要精准培养人才c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

须按照两个
“
精准

”
的要求,推进

“
精准对接

”
和

“
精准育

人
”
。学校和企业在互利互惠、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

“
精准

对接
”
,在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方面相互支持、资源共享。学

校在人才培养工作中按照职业岗位需求,树立
“
用户至上

”

的思想,瞄准职业岗位
“
度身定做

”“
精准育人

”
。

二 、准确的办学定位是
“
柑准对接

”
的基础

要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让校企合作在现有基础上达到全

面、深人的精准对接,学校必须分两步走,一是确定对接的对象 ,

二是实施精准的对接。确定对接的对象,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办学

定位.解决好服务面向的问题,无论是区域性职业院校,还是行

⊥哇职业院校,都要找准自身的服务面向、服务对象。区域性院

△要面向区域经济建设主战场,瞄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

务区域产业企业,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

才支撑。行业′跬院校则要紧跟行业发展趋势,面向行业发展需求 ,

为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在科学、客观地分析学校服务面向

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办学思路明确办学定位,找准学校的发展

目标和主攻方向,避免贪大求全,不分主次,全面出击,盲 目办

综合性院校。在服务面向的企业中,能够代表行业发展水平和产

业先进技术的企业就是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校企合

作的对接对象。要实现
“
精准对接

”
还必须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

育和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尊重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发

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
“
精准对接

”
首先是在人才培

养方面的对接,职业院校要结合自身优势,科学准确定位,紧贴

市场、紧贴产业、紧贴职业设置专业,把专业设置与调整的
“
话

语权
”

交给企业,根据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设置和调整专业 ,

并且采取
“
定向培养

”“
订单培养

”“
学徒制

”“
准就业实习

”
等

灵活的培养形式面向企业培养人才,只有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人

才才会
“
适销对路

”
,才会

“
供不应求

”
⊙

三 、准确的专业定位是
“
柑准育人

”
的保证

“
精准育人

”
就是培养的人才能完全满足就业岗位需求,充

分具各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用人单位不需要花大气力

进行岗前培训,达到
“
毕业即就业,上岗能上手

”
的要求。进一

步明确专业定位,理清专业建设思路是实现
“
精准育人

”
的关

键⊙专业定位重点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找准专

业依托的产业背景和服务面向,专业建设必须依托强大的产业背

景,面向企业基层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

术技能人才。二是要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

人才培养定位要瞄准就业岗位,人才培养目标要聚焦就业领域 ,

紧密对接岗位需求,依据就业岗位要求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切实

处理好针对性与适应性的关系,切实处理好就业需求和长远发展

的关系,避免
“
脱离实际

”“
贪大求全

”
,片面强调适应性和长远

发展,忽视针对′性和就业需求的倾向。三是要把人才培养内容的

“
取舍权

”
交给行业企业,根据职业岗位工作内容的变化适时改

革与调整课程体系,围绕职业要求突出岗位实际,.重点培养好第

一任职岗位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四是犟把人才培养质量的
“
评议

权
”
交给行业企业,实施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重点让用人

单位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质量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根据评价

结果做出快速诊断与改进。

责任编辑 何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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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职教研究· 69

基于
“
双精准

”
的药学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马 彦
1徐  刚

2

(1,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 东 佛山 5283O0;2,广 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广 东 清远 51151ω

[摘 要] “
精准对接、精准育人”

(简 称
“
双精准

”
)是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

导思想和工作指针,也是职业院校加强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

关键所在。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要适应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必 须以 “双精准
”

为指导,积极

主动地推进药学专业人才培养内容改革,构 建体现针对性、先进性、发展性的
“双精准

”
课

程体系。一是课程内容分层分类,精准对接就业岗位;二是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引 入产业发

展前沿;三是重视专业基本知识,突 出岗位实践技能;四是增强学生发展能力,兼顾职业长

远发展。

[关键词] 药学专业 精准对接 精准育人 课程体系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IJ和教育部等六部委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J,广东省教育厅

提出了
“
职业教育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人

”
的

发展要求。
“
精准对接、精准育人

”
是新时期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指针,也是职

业院校加强专业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

产业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医药产业是顺德的八

大支柱产业之一 ,拥有环球制药、华润制药、大

冢制药、大参林连锁药店等一批知名医药企业 ,

为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利条件。学校药学

专业经过十几年的建设 ,已经成为首批全国职业

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点专业和广东省品牌专业。

但随着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广泛

应用 ,医药产业已经进人了加速发展阶段 ,对药

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
“
精

准对接,精准育人
”

为指导 ,积极主动地推进药

学专业人才培养内容改革 ,构建
“
双精准

”
药学

专业课程体系已经成为药学专业适应区域药学产

业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 目:zO15年 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项目 (项 目

编号: YR99)

1 重构课程体 系的指导思想

人才培养内容和课程体系服务于人才培养目

标 ,在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 ,根据实现人

才培养 目标的需要 ,对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

课、专业技能课进行了全面遴选、优化 ,重构了

体现针对性、先进性、发展性的
“
双精准

”
课程

体系。

1.1 针对性

针对性是指人才培养内容必须对接学生就业

岗位 (岗 位群 )需求 ,通过对就业岗位 (岗 位

群)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

养的精确分析和准确判断,精选出能够胜任就业

岗位的人才培养内容,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
“
学

非所用
”

和
“
万金油

”
现象 [3]。 所以,针对性是

确保
“
精准育人

”
的关键。如果就业岗位群过于

宽泛,所要求的知识、能力、素质偏多,学生在

三年内难以全部掌握,则可以根据学生的职业兴

趣和发展潜能进行选择 ,通 过
“
分层分类

”
,

聚焦到某一或某些岗位 (岗位群 )。

1.2 先进性

先进性是指人才培养内容的改革必须体现药

学专业的时代发展特征,紧密结合药品生产企业

生产实际和医药卫生行业工作实际,反映医药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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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广泛应用的新材料 、新技术 、新设备 、新工

艺 ,更新与生产实际和工作实际不相适应的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 ,尤其是要淘汰落后的过时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只有人才培养内

容的先进性才能保证人才培养能够跟上药品生产

企业和医药卫生行业快速发展步伐 ,才能保证药

学专业建设能够跟上加速发展的医药产业发展要

求。所以,人才培养内容的先进性是药学专业长

久
“
精准育人

”
的基本保证。

1.3 适应性

适应性主张学生在职业发展方面具有较好的

适应能力 ,可 以适应职业岗位群的变化以及相关

职业岗位的改变,具备必须的职业迁移能力。适

应性与针对性是一对矛盾 ,针对性强调人才培养

内容要聚焦职业岗位需求 ,适应性强调人才培养

内容要满足职业发展和迁移的需要。所以,在人

才培养内容的选择和课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一定

要处理好针对性与适应性的关系 ,突出针对性 ,

兼顾适应性 ,即在精准对接职业岗位、完全满足

职业岗位需求的基础上,兼顾学生长远职业发展

和职业迁移的需要 ,尤其是对那些
“
学有余力

”

的学生,要实施
“
分层分类

”
培养,实现针对性

与适应性的统一。

重构课程体系的基本做法

成立校企联合课程体系改革工作组

充分利用顺德医药产业发达的资源优势 ,聘

请药学行业协会、药品生产企业、医药营销企业

以及医疗卫生机构的专家和干部 ,成立由医药行

业企业技术专家、管理干部、毕业生代表和专任

教师组成
“
课程体系改革工作组

”
。

“
课程体系改

革工作组
”

成员 15名 。其中,医药行业企业和

医疗卫生机构人员8名 ,毕业生代表3名 ,药学

专任教师4名 ,设组长2名 ,分别由顺德医药行

业协会秘书长和药学专业带头人担任。确保医药

行业企业在课程体系改革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主

导地位 ,充分信任和依靠医药行业企业 ,把人才

培养内容的取舍杈交给行业企业。

2.2 开展全方位课程体系改革调研

制订详细的调研工作方案和调查问卷 ,深入

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流通企业 (医药公司、药

店 )、 医疗卫生机构 ,围绕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岗位群 (药 品生产、药品营销、药学服务 ),

对不同岗位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职业

素养进行深人细致的调研 ,特别是对前二届毕业

生满足岗位需求的情况和适应岗位发展的能力进

行分析研究。发掘出与岗位需求相对应的知识、

能力、素质 ,总结分析前三届毕业生适应岗位需

求和岗位发展方面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为精选人

才培养 内容和重构
“
双精准

”
课程体系奠定

基础。

2.3 重构体现
“
精准育人

”
的课程体系

在前期对医药行业企业和毕业生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 ,对现行人才培养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剖

析 ,以
“
针对性、先进性 、适应性

”
为指导思

想 ,按照精准对接岗位需求 、全面满足职务需

要 ,又适当兼顾职业发展和迁移的原则 ,遵循职

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 ,对公共基

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课、专业拓展课进

行全面审查、遴选、优化,淘汰偏离人才培养目

标的内容 ,增补企业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

新工艺应用所必需的内容,尤其是结合企业生产

实际加大实践技能培养的内容 ,重构体现
“
精准

育人
”

的课程体系。

3 药 学 专 业
“
双精 准

”
课 程体 系的主 要

特色

3.1 课程内容分层分类,精准对接就业岗位

药学专业就业岗位群比较宽泛 ,就业单位包

括药品生产企业、医药营销企业、医疗卫生机构

等 ,就业岗位群包括药品生产、质量检验、医药

营销、药学服务等 ,就业层次包括药学技术人

员、基础管理干部班组长 、店长 、科室负责人

等 ,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就业层次对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有不同的要求。学校药学专

业在课程设置上 ,兼顾针对性和适应性的要求 ,

学生在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完成必修课程的学习

(表 1)。 并根据个人对职业生涯的规划以及学习

兴趣 ,选择专业拓展课程包 (三选一 ),作为专

业选修课。专业核心课保证学生掌握核心技能 ,

全面满足就业岗位群要求 ,保证适应性。拓展课

程更加精准地对接岗位群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 ,

可以快速适应岗位的需要 ,使
“
学生上岗能上

手
”
,满足针对性。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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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药学专业精准课程设置

3.2 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引入产业发展前沿
近年来 ,随着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广

泛应用 ,医药卫生行业进人了快速发展阶段,药
学专业人才培养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行业企
业的生产实际,是人才培养滞后、脱节的一个重
要原因。因此 ,必须紧密结合药品生产企业的生
产实际,紧密结合医疗卫生单位的工作实际,引
进医药行业产业发展的前沿知识和技术 ,及时更
新人才培养内容。例如,为了满足最新的药品生
产流通要求 ,我们把最新版 《药典》《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GMP)》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 (GsP)》 的相关内容引人教学内容。在药品
生产技术课程中,我们与制药企业紧密合作 ,引
人药品生产一线的真实生产项目,全部采用真实
生产项目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造。
3,3 重视专业基本知识,突出岗位实践技能

岗位实践技能、实际工作能力的欠缺和不
足是影响

“
精准育人

”
的又一重要因素 ,要加

大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内容 ,实践性教学
内容不少于教学内容的sO%,实践教学部分引
人企业真实案例 ,采用任务驱动、项 目教学 、
教学做一体化 ,由企业兼职教师担任实践部分
的编写工作 ,着重培养学生药学专业岗位实践
技能和解决药品生产和药学服务过程中技术问

题的能力。例如 ,在 《制药设备操作与维护》
的编写过程中,专兼职教师紧密合作 ,由拥有
先进输液生产线的大冢制药工程师担任仪表 自
动化课程部分的编写工作。环球制药的工程师
负责最擅长的固体制剂生产设各的操作与维护
部分的编写工作。兼职教师中既有制药工艺的
行家 ,也有设备维修维护的能手。兼职教师按
照

“
校企联合课程体系改革工作组

”
制订的工

作计划 ,主要负责实践项 目的编写工作。具体
见表 2。

4 增强学生发展 能力 ,兼顾职业长远发展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和自我发展能力 ,为
职业长远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是解决好就业岗
位针对性和职业发展适应性的关键。所以,一是
要奠定有利于长远发展的专业基础,二是要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和能力。教学内容的选择 ,在
主要针对职业岗位 (岗位群)需要的基础上 ,适
当兼顾职业长远发展和职业迁移的需要 ,尤其是
在基础课方面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基
本素质。专业课程通过课程内容工作过程系统化
的设计 ,引导学生先思考、探索学习、设计并实
施解决方案 ,达到锻炼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序号

医药营销与 GsP

临床合理用药技术

中药制剂生产技术

中药应用与调剂技术

专业拓展课程包 (选修 ,三选一 )

课程包 1:

制药设备操作与维护

仪表自动化

课程包 2:

连锁药店经营与管理

药店布局与药品陈列

课程包 3:

中药性状鉴别

中药调剂

中药炮制

针对岗位群

1

药品生产与质量检验

2
药品营销

药学服务

3

中药类生产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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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体系

探索与构建

马 彦
I徐  冈刂

2

(1.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 东 佛山 528333;2.广 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广 东 清远 511510)

[摘 要]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 ,“ 两
张皮

”
的问题仍然存在。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挥产业需求侧在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

因此必须探索和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

培养体系是人才培养逻辑起
`点 的必然要求,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 ,是密切校企合

作的有效途径。要实现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必 须做好

“
五个让权

”“
五个借力

”
和

“
五个出

力
”
。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养内容优化、人才培养条件建设、人才培养过程管理以

及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等方面探索和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 产业需求侧 主导 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

卜

o

d

d

职业教育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职业院校
的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发展能力和社
会声誉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由于多重因素的
影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
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 ,“ 两张皮

”
的问题

仍然存在 [lj,在
某些区域和院校甚至还比较严

重。具体表现在 :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不够 ,

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对接不够紧密;人
才培养目标与岗位实际需求有所脱节 ,培养内容
与职业岗位要求吻合度不高,人才培养不能完全
满足用人单位需求;技术技能人才结构性、质量
性短缺依然存在 ,用人单位难以找到能充分满足
岗位要求的人才 ,毕业生难以找到能充分发挥才
干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产业需求侧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够 ,致使人才培
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对接不准 ,甚至出现偏离
脱节。因此 ,只有重视和发挥产业需求侧在人才
培养中的主导作用 ,才能有效地解决职业教育供
给与产业需求偏离的

“
两张皮

”
难题。

1 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体

系的必要性

基全项 目:⒛ 15年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项 目 (项 目
编号: YR99)

1.1 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体

系,是人才培养逻辑起点的必然要求

面向产业 ,服务产业 ,依托产业资源 ,培养
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和专业建设的逻辑起点。只有充分发挥产业需求
侧在专业设置与调整中的主导作用 ,才能够保证
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只有充分依靠产业
需求侧在专业标准、人才标准、课程标准、课程
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
才能够与产业冈位需求相匹配。只有充分利用产
业需求侧在人才培养条件 、人才培养过程、人才
质量评价方面的资源优势 ,才能不断提升服务产
业发展的能力。

1.2 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体

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

人才培养质量是教育教学工作永恒的主题 ,

能否满足就业岗位需求以及满足就业岗位需求的
程度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标准。长期以
来 ,由 于学校片面强调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
规律 ,忽视用人方一产业需求侧在人才培养中的
主导作用 ,导致人才培养偏离产业岗位实际需
求 ,甚至与实际需求脱节。偏离和脱节既表现在
人才结构上 ,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才质量上。
只有把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

程 ,尤其是建立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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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标和人才质量标准 ,把
“
需求侧

”
的质量作为

“
供给侧

”
的质量 ,才能真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3 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体

系,是密切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

之路 ,但当前
“
一头热

”
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产

教融合 、校企合作还停留在较浅层次 ,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深度还不够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的积极性也不高。校企合作还远远没有达到
“
资

源共享、过程共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

的理

想状态 ,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

积极性、主动性 ,必须解决好产业在校企合作培

养人才中的主导权问题 ,只有把人才培养的主导

权交给产业 ,由产业主导
“
培养什么人

”“
怎样培

养人
”“

如何评价人
”
等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才

能发挥好产业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密切校企合作。

2 “
产 业需求侧 主导

”
的人才培 养体 系的

基本 内涵

做好
“
五个让权

”“
五个借力

”“
五个出力

”

是实现 飞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基本前提和主要措

施。
“
让权

”
就是要让行业企业成为人才培养的

主体 :把专业设置与调整的
“
话语权

”
、人才培

养标准的
“
把关权

”
、人才培养方案的

“
审批

权
”
、人才培养内容内容的

“
取舍权

”
、人才培养

质量的
“
评议权

”
让给行业企业。

“
借力

”
就是

要让行业企业成为人才培养的合伙人 :在师资队

伍建设 、实习 (实 训)基地建设 、学生顶岗实

习、实习教学管理、高质量就业方面借力行业企

业。
“
出力

”
就是要为行业企业的发展进步贡献

力量 :为企业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推广、高

端设备运行维护、员工技能培训和鉴定考证、新

员工招聘出力。探索和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体系 ,是推进和实施
“
五个让权

”

“
五个借力

”“
五个出力

”
的重要保障。

3 “
产 业需求侧 主导

”
的人才培 养体 系的

实践探索

3.1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的

基准 ,明确的目标、准确的定位是解决人才培养

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
“
两张皮

”
问题的关键 ,人

才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即培养什么样的人 ,必须

由产业来确定 ,由 产业根据产业发展和就业岗位

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2]。

3.2 人才培养内容优化

人才培养内容陈旧,落后于企业生产实际 ,

课程体系老化僵化 ,与企业生产实际脱节是导致

人才培养难以满足产业需求侧需要的又一重要原

因 [3]。 要彻底转变这一现象,人才培养内容的遴

选优化 ,课程体系的改革重构 ,不仅要让产业全

程参与,而且要依靠产业的力量 ,发挥好产业的

主导作用。

3.3 人才培养过程管理

人才培养过程管理要充分突出产业的主导作

用和主体地位 ,尤其是企业实践教学阶段人才培

养过程的管理必须全力依靠企业的力量 ,让企业

按照员工管理的标准、制度和程序对顶岗实习学

生进行严格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实践教学

质量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顶岗实习阶段普遍存在

的
“
放羊

”
和

“
廉价劳动力

”
现象。

3.4 人才培养条件建设

人才培养条件建设要全面依靠产业的力量 ,

体现产业的主体地位 ,发挥产业的主导作用。师

资队伍建设中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专任教师队伍

的实践培养都有赖于产业的大力支持。实验实训

基地建设中校内实训基地的设计和运行 ,校外实

训基地的建设和管理都需要产业的全程参与。专

业教学资源建设中企业实践教学资源、企业生产

实际案例都必须依靠产业的力量。

3.5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

系是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的基础和前提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理论 、

方法、途径很多,但最可靠、最直接、最科学的

质量评价应该是用人单位一产业需求侧对人才培

养质量的评价。所以,必须建立以产业需求侧为

主体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发挥出产业需求

侧在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中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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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职教研究· 101

高职扩招背景下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药品流通领域营销人才培养模式探

马 彦
1徐  刚

2

(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 东 佛山 528333;2。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广 东 清远 511510)

[摘 要] 全国高职⒛19年扩招 100万 人 ,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和挑战。我们药学专业紧紧抓住招生规模扩大的大好机遇,针对药品流通领域人才紧缺

的实际,把扩大的招生规模主要用于培养药品流通领域营销人才,以缓解药品流通领域人才

供不应求的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扩招学生基础参差不齐、年龄差异较大、身份背景不同等

问题,我们在对药品流通领域人才需求调研和扩招背景下生源质量分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了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药品流通领域营销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制订个性化、差异性的人才

培养目标,实施多类别、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精选针对性、实用性的人才培养内容,探

索交叉式、互动式人才培养途径,建立灵活性、差异性的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以 实现
“
精准

培养,差异就业
”

的人才培养思路和构想。

[关键词] 高职扩招 药品流通 营销人才 产业需求侧主导 人才培养模式

的

索

高职扩招是我国职业教育落实 《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
[刂 的重要举措,是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将对我国职业教育产生深

远而广泛的影响。⒛19年 ,全国高职扩招 100万

人 ,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和挑战。我们药学专业紧紧抓住招生规模扩

大的大好机遇,针对药品流通领域人才需求缺口

大,药品流通领域人才紧缺的实际,把扩大的药

学专业招生规模主要用于培养药品流通领域营销

专门人才,以缓解药品流通领域人才供不应求的

矛盾。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招生规

模的扩大,我们将面临学生基础参差不齐、学生

年龄差异较大、学生身份背景不同等现实问题。

扩招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职

工、新型职业农民四类人员以及有接受高职教

育意愿的在职员工。他们获取入学资格的方式

主要是通过综合素质评价。扩招生源还包括部

分通过高中学考录取的高中生源、通过 3+证书

录取的中职生源 、通过高考录取的高中生源 ,

基全项目:⒛ 19年度顺德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项

目编 子̄: 2019-BZZ21)

以及少量通过 自主招生考试录取的生源。可见

高职扩招生源来源各异 ,构 成成分复杂 ,基础

参差不齐 ,学习愿望不同 ,学习习惯各异。农

民工 、退役军人 、下岗职I、 新型职业农 民这

些生源对实践技能有迫切要求 ,急需解决就业

的需求。企业在职员工则对理论教学和系统知识

有较大兴趣。而高中和中职来源的学生学习能力

较强 ,但是职业规划不够清晰、学习动力有待提

高。多样化的、差异性、不均衡的生源质量给专

业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

盾和问题 ,我们按照
“
精准培养 ,差异就业

”
的人

才培养思路和构想 ,积极探索了
“
产业需求侧主

导
”

的药品流通领域营销人才培养模式。

1 药品流通领域营销人才需求分析

药品流通领域是医药产业链中极其重要的环

节 ,是把产品转化为商品,使药品发挥预防、诊

断、治疗、康复等作用,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中

心环节。药品从完成生产流程成为成品开始 ,就

开始进人药品流通领域。因此 ,药品流通领域涉

及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批发企业 、药品物流企

业、药品零售企业以及医疗卫生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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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医药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人

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 ,药品生产企业

和药品经营企业都在迅速扩张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统计⒛18年年

度报告》显示 ,仅 ⒛18年药品生产企业的数量

就比前一年增加了约 3OO0家 ,药品生产企业中

药品销售部门也需要药品营销人才。而药品经

营企业的扩张则更加明显 ,仅 ⒛18年 就增加了

约 9OO0家药品批发企业 [2],这 还不包括增加更

为迅猛的药品零售企业。持续增长的药品流通企

业对药品营销人才提出了持续、旺盛的需求。

同时 ,随着药品流通领域新技术、新设备、

新材料、新工艺的广泛应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的药品流通企业对药品营销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

许多新的变化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这些变

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零售药店的多

元化、智能化发展,消 费者个性化、多元化的需

求以及互联网、人I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 ,促使

零售药店升级并向专业药房、慢病管理药房等创

新型模式转型。二是在
“
互联网+” 的推动下 ,

~AI机器人 、
、
智慧药房 、无人药房等新科技也将

逐渐在药品零售企业广泛应用。三是随着国家第

三方物流企业审批取消等政策的实施 ,医药企业

不断加快物流资源投入,资源充沛的医药企业正

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医药物流基地。四是随着国家

公布取消互联网药品交易资格审批 ,合法的药品

流通企业可开展 B2B、 B2C营销业务 ,将有更多

的医药电商投入运营。

2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营销人才培养模

式的探索

2.1 制订个性化、差异性的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药品流通领域中不同类型企业 (生产企

业、批发企业、零售企业)对药品营销人才的不

同需求 ,在客观分析学生基础知识 、学习能力、

学习习惯的基础上 ,充分尊重学生的就业意愿 ,

我们按照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原则,与药品流

通企业等用人单位一起 ,制订了个性化、差异性

的人才培养 目标 ,避免人才培养 目标
“
一刀

切
”
。把人才培养目标聚焦到药品流通领域岗位

群中的具体就业岗位 ,培养能胜任具体就业岗位

的药品营销专业技术人才,克服了人才培养目标

过于宽泛、针对性不强的弊端 ,尤其是避免了片

面强调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迁移性的弊端。

2.2 实施多类别、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

针对高职扩招生源的多元性、复杂性以及药

品流通企业不同岗位人才需求的多样性 、变化

性 ,我们在药品流通企业的指导下 ,制订并实施

多类别、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方案。

分类培养主要包括 :①面向社会生源 :针对

社会招收的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职工、新型

职业农民等生源 ,主要采用新型学徒制培养方

案 ,集 中培养学生面向药品流通企业中专一岗位

的一技之长。②企业在职生源 :与 医药公司广东

大参林药业合作招收的在岗职工学生 ,采取现代

学徒制 ,实施两年制培养 ,通过校企
“
双元

”
培

养 ,实现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提升。③普通招

生生源 :实施三年制全 日制教学 ,通过
“
学校一

企业
”

校企合作形式 ,通过校内实践教学 ,校

外实习培养 ,掌握医药基础知识和药品营销基

本技能 ,实 现学生实习即上岗,毕业即就业的

目标。

分层培养主要包括 :我们按照培养目标的不

同层次,把药品流通领域药品营销方面的专业技

能划分为三个层次 ,即 基本技能、核心技能、拓

展技能 (表 1)。 ①最高层次 :选择知识基础较

好、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 ,全面学习基本技能、

核心技能 、拓展技能 ,为 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c

② 中间层次:面向知识基础一般、学习能力一般

的学生,重点学习基本技能和核心技能。③最低

层次 :对于知识基础较差、学习能力较差的学

生,集中学习核心技能 ,重点解决一技之长,满

足就业岗位基本需求。

2.3 精选针对性、实用性的人才培养内容

我们成立了以药品流通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为主的课程建设工作小组 ,按照针对性和实用性

两个基本原则 ,精选教学内容 ,重构课程体系 c

针对性就要针对就业岗位需求 ,围绕就业岗位对

学生知识、技能的基本要求选择教学内容。实用

性就是要突出知识 、技能在就业岗位中的实际

应用。

课程体系包括 :人体结构与功能、临床疾病

概要、药用化学基础等专业基础课程,临床合理

用药、中药调剂技术、医药营销与 GsP等专业核

心课程 ,连锁药店经营管理、网络药店经营管

理、食物营养与保健等专业拓展课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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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门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再根据分类分层的

不同要求进行灵活取舍。例如核心课程医药营销

与 GSP,我们将药品营销学与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整合 ,突出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的市场营销技

术。依据药品市场营销岗位工作任务设计课程的

教学项目,进行项目化教学。基于国家新颁布的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流通企业提出

的新要求 ,我们增加了药品采购、储存、保养、

冷链运输等项目教学 ,在拓展模块中还增加了互

联网+形式下网上药店经营,连锁药店经营 ,创
新创业等课程。

表 1 药品流通领域人才培养技能模块及对应内容

技能模块 教学内容

1 基本技能
人体结构与功能 ,临 床疾病概要 ,药

品管理法

临床合理用药 ,医 药营销 ,药 品经营
核心技能 质量管理规范。药品采购、储存 、保

养、冷链运输、销售策略

拓展技能 晷鏊謦鬟冥鞋努霆丝稹窦
指导,网上药

2,4 探索交叉式、互融式的人才培养途径

对于三年全 日制的学生,我们采取
“
校内实

践一企业见习—校内实践—企业实习
”

的校企交

叉式人才培养途径 (表 2)。 学生通过第一二学

期校内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掌握包括医药学和药

品营销技能等基本知识。第三学期专业核心课程

学习阶段 ,学生到连锁药店进行为期两周的专业

见习,通过校外真实工作环境学习和校外兼职教

师的指导,为学生深入学习专业技能和职业规划

奠定基础。再经过一年核心课程的学习,掌握专

业核心技能 ,第 四学期末到大型医药公司见习 ,

学习
“
进销存运

”
的具体内容和网上药店的运营

管理。第五学期在完成校内实践技能综合训练

后 ,到药品流通企业进行为期近一年的企业实

习,全面学习和掌握药品营销专业技能。

对于两年现代学徒制的学生,由 于学生具备

企业员工和在校学生双重身份 ,我们采取
“
企业

一学校
”
互融式人才培养途径。学生在真实工作

项 目和真实工作情境中学习 ,既提高了核心技

能,又培养了职业素养。我们围绕企业工作岗位

实际需求精简基本专业理论知识 ,重点帮助学生

顺利通过 《职业资格证书》考试。

表2 三年制全 日制校企交叉式人才培养途径

时 间 实践形式 场所

第一学年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校内实践

校内实践 ,

校外见习 2周

校内实践 ,

校外见习 2周

校内实践

校外实习

校内模拟药房 ,营销多

功能室

校内模拟药房 ,营销多

功能室 ,校外企业

校内模拟药房 ,营销多

功能室 ,校外企业

校内模拟药房 ,营销多

功能室 ,校外企业

校外企业

2.5 建立灵活性、差异性的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建立和完善客观、科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体系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的基础和前提。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理论、方

法、途径很多,但最可靠、最直接、最科学的质

量评价应该是用人单位——产业需求侧对人才培

养质量的评价 [3〗 。由于高职扩招生源复杂、培养

途径各异 、培养内容不同,所以必须建立灵活

的、差异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不可统一要

求 ,更不能整齐划一。总的原则是要依靠用人单

位 ,依托就业岗位 ,依据学生胜任岗位的能力 ,

全面、客观地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突 出人才质量

评价的灵活性和差异性。

对于普招学生的质量评价 ,我们引入医药购

销员、储运员等岗位职业标准 ,围绕就业岗位 ,

建成 《营销人才职业技能评价标准》,聘请各类

企业行业专家担任评委,共同参与评价。

对于现代学徒制学生的质量评价,我们引人

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主要依据学生的

岗位实际工作能力,把满足工作岗位需求、解决

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

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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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精准认定助力人才培养

姚 棋 沈豪祥 杨 营

徐 驰 范加珍 ⒛

广东教育·职教 2022年 第 5期

广啄擞创
2022年 5月 25日 出扭

74



赋能人才培荞的装备制造
“
校企共有 ,产教-体 ,融合发展

”
技术技能平台建设

文/广 东南方职业学院 徐 刚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马 彦

随着职业教育进入
“
高水平学校

钉专业
”

发展阶段 ,技术技能平合建

麦已经成为职业院校内涵建设的重要

Π容,技术技能平台建设 的形式、内

= 途径、方法已经成为探索的重点和

不氧:l]。 教育部 财政部 《关于实施中

勇片色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肓:力 意见 (教 职成 〔⒛ 19〕 5号 )》

提彐,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 ,以技术技

董可累为纽带 ,建设集人才培养、团队

霆l殳 、技术服务于一体 ,资源共享、机

钮艮活、产出高效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创

等=台 ,要进一步提高专业群聚集度和

配套供给服务能力 ,与行业领先企业深

夏台作,建设兼具产品研发、工 艺开

气 技术推广、大师培育功能的技术技

芟二台。技术技能平台是职业院校开展

征妄研发、技术服务的重要平台和窗

=~通过技术技能平台的建设 ,把科技

矿丈、技术服务、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

畏.把平台建设与专业建设有机结合起

聂.促进技术技能创新赋能人才培养 ,

t萝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技术技能平

亨≡设的重要使命 [2J。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

吉
=若

干意见》指出,受体制机制等

多乏因素影响,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

需哀刖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

堂E立 ,“ 两张皮
”

问题仍然存在 ,强
渭霎深化

“
引企入教

”
改革。支持引

早上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

言鼓学改革 ,多种方式参与学校专业规

赳 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

实习实训 ,促进企业需求融人人才培养

环节。

为了增强学校技术技能创新服务产

业发展的能力,促进技术技能创新赋能

人才培养,解决装各制造专业群人才培

养滞后、技术技能创新发展水平不高、

适应产业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我们于

⒛1s年通过控股形式引进先进装各制造

企业-—广东南大机器人有限公司,以

及广东智工机床装备有限公司、南大技

术有限公司、广东智芯科技有限公司 ,

建成校内
“
校企共有,产教一体,融合

发展
”

的技术技能平台,产教一体技术

技能平台具各研发、实训、生产三重功

能。通过平台的建设,促进了专业与产

业共融、教学与研发互通、实训与生产

结合、技术创新赋能人才培养。

一、技术技能平台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 )促进技术创新赋能人才培养

为了探索技术技能创新赋能人才

培养的有效途径 ,我们从教学内容、指

导教师、研发团队、研发项 目方面进行

改革 ,一是从研发、生产项 目中遴选

100多个代表新技术、新工艺水平且适

合教学的项目作为教学项目,提高了教

学内容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技能水平。二

是选择优秀的平台技术人员担任实训

指导教师 ,承担实训教学任务 ,实训教

学由校企双导师指导 ,保证了指导教师

的技术技能水平。三是技术人员和专业

教师组成协同研发团队,专业教师参与

平台生产研发。四是设立学生研发项

目,在校企导师指导下开展研究 ,增强

了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以上改革促进

了技术技能创新赋能人才培养。

(二 )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科技研发、技术服务是专业服务产

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白身发展基

础的限制,科技研发团队、研发能力、研

发设备、研发课题、研发经费都是制约专

业科技研发和技术服务的不利因素。

建设产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可以

较好地解决研发团队、研发能力、研发

设备、研发课题、研发经费等制约专业

科技研发和技术服务的难题。企业技术

人员和专业教师组成协同研发团队,优

势互补提高了研发能力。利用企业的研

发项 目、仪器设各、研究经费开展研

究 ,专业教师摆脱了缺项 目、缺设备、

缺经费的困境 ,只需将精力集中到项目

的研发上。所以,建设产教一体技术技

能平台提升了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三 )解决校企合作
“
一头热

”
问题

由于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直面临
“
一头

热
”

的问题 ,究其原囚,一 是管理体

制问题 ;二是经济利益问题。

学校通过控股或参股的形式引进先

进制造企业,建设
“
校企共有 ,产教

一体 ,融 合发展
”

的技术技能平 台 ,

一是学校拥有股权 ,就具有主导权和支

配权 ,能够统筹协调生产、研发与教

学 ,转变了消极被动的局面 ;二是教师

学生参与生产研发过程 ,以及合法减免

部分税费 ,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研发成

本 ,使企业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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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彐 茁教专论

学校与企业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人才

培养成为企业的主业之一 ,可以真正实

现
“
共有共建共享共管共赢

”
。

二、技术技能平台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 )建成产教一体平台

⒛15年 成立的广东南大机器人有

限公司,以及广东智工机床装备有限公

司、南大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智芯科技

有限公司,一是承担专业群新技术、新

工艺的实训教学任务 ;二是结合专业开

展科技研发技术服务。广东南大机器人

有限公司已为 ⒛0多家企业提供了转型

升级服务 ,广东智工机床装备有限公司

生产的智能数控 5轴机床远销东南亚。

产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已经建设成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标准起草单

位、广东省大学科技园、广东省新型研

发机构、江门市新型研发机构、江门市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二 )实现产教资源共享

通过产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的建

设 ,一是实现了设备资源共享 ,生产研

发设备也是实训教学设备 ,共享设各值

“00多万元。设各更新与技术发展同

步 ,既保证了设备的先进性 ,也提高了

设备的利用率 ,避免了职业院校普遍存

在的设备更新换代慢、设各空置闲置的

现象。二是实现了师资资源共享 ,技术

人员也是实训指导教师 ,38名 平台技

术人员承担实训教学任务。专业教师也

是技术人员 ,专业教师全部参与平台生

产研发 ,从根本上解决了双师素质教师

的问题。

(三 )达成产教对接互动

一是实训教学与生产、研发对接 ,

遴选 100多个代表新技术、新工艺水平

且符合实训要求的生产项 目作为实训

项目,真实项 目、真实场景、真教实

做、真学实练 ,利用真实项 目培养学生

技能。二是技术人员与专业教师互动 ,

在生产、实训、研发过程中,通过组建
“
协同团队

”
相互指导、相互促进 ,提

高了技术人员的教学指导能力和专业

教师的生产研发技能。三是选择学有余

力的学生组成机器人技术高瑞班和敖

控技术高端班 ,校长担任班主任.企业

总经理担任副班主任 ,校 企双导师指

导 , 
“
开小灶

”
因材施教分类分层培

养 ,满足了企业对不同人才的需求 ,促

进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四 )形成协同育人机制

学校在拥有股权的基础上 ,充分发

挥主导权 ,与合作企业协商 ,先后制订

协同育人文件 6份 :《 产教一体技术技

能平台设备资源共建共享管理办法》

《产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技术人员参与

实训教学指导工作 的规定 (试 行 )》

《专业教师参与产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

生产研发工作的规定 (试行)》 《学生

在产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参加工学结

合的规定》《关于成立南大机器人产业

学院的通知》《关于成立智工机械制造

产业学院的通知》。通过协同育人制

度,加强对设备、项目、师资、过程的

管理和协调,突出人才培养中心任务 ,

突出教学中心工作。通过实训中心的具

体统筹、协调,保证了实训、生产、研

发的秩序和质量。

三、技术技能平台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连续三年,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特

别是专业技术技能得到明显提高,学生

参加省级、国家级大赛获奖 30多 项 ,

其中获得共青团中央主办的 ROBOTAC

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2项 、

三等奖 3项 ,参加第七届 中国国际
“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

省赛获得银牌一项、铜牌一项。毕业生

就业率 100%,专 业对 口率达 sO%以

上,用人单位满意度达叼%以上,sO%
以上的学生毕业 1年后即成为基层一线

管理干部或技术骨干。毕业生薪酬高于

省内同类专业,学生就业重要指标在广

东省同类专业名列前茅。

(二 )服务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产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的建设 ,增

强了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近三年 ,

起草国家标准 6项 ,获得国家专利 0s

项。其中发明专利 7项。承担横向项 目

I30项 。为 2∞ 多家企业提供了转型升

级强务 .生产的智能数控 5轴机床出口

东南亚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仅用 18

天就研发生产出口罩生产线 ,现已生产

销售 日产能 1CXXXD只 的 口罩生产线

lO3套 。受到江门市政府书面表扬。

(三 )示 范引领功能充分发挥

按照
Ⅱ
校企共有,产教一体,融合

发展
ˉ

的技术技能平台建设思路 ,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群与中国邮政合作 ,建成

佼内
“
蜂创电子商务平台

”
,成为校内产

教一体技术技能平台。护理专业群正在

新会睦州新校区筹建校企共建共享的医

院和养老院c三年来,成果先后被中国教

育报、南方 日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⒗次 ,

省内外⒛多所学校前来考察学习产教一

体技术技能平台的建设经验。

通过建设
“
校企共有 ,产教一体 ,

融合发展
”

的技术技能平台,实现了

校企
“
共有共建共享共管共赢

”
,成功

探索了技术技能创新赋能人才培养的新

路径 ,大力增强了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

力c为采用控股方式引进企业资源 ,校

企共建共享共管技术技能平台,把专业

与产业融合起来 ,把教学与研发结合起

来 ,把实训与生产对接起来 ,推进校企

共有、产教一体、融合发展的技术技能

平台建设提供了成功案例和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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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教专论

构建职业教育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机制

屯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职业教育属于跨界的教育,人才培

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涉及政府、行

业、企业、学校,人才培养机制是指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系统内各相关组织之

间的相互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多年

来,由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机制没有很

好地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

侧之间的关系,没有突出产业需求侧在

人才培养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因而导致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数量、

结构、质量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 ,

“
两张皮

”
的问题长期存在[1],成 为影

响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 ,

成为制约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根

本原因。由于职业院校大多依据自身内

在的办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开展人

扌培养,产业需求侧在人才培养机制中

没有发挥好主导作用,产业需求侧参与

学校人才培养不够,人才培养标准不符

合用人单位要求,人才培养内容与岗位

工作实际脱节,其结果必然是人才培养

的数量、结构、质量满足不了产业需求

侧的需求,技术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长

期得不到解决,用人单位难以找到能充

分满足岗位要求的人才,毕业生难以找

到能充分发挥才干的工作。

要
“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推进人力

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丬l],发
挥产业

需求侧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机制中的

主导作用是关键。只有确立产业需求侧

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产业需

求侧在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侧与产

业需求侧之间的
“
两张皮

”
难题。

∞   广东教育 ·职教 202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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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

专业设呈与调整机制

专业是职业院校培养人才和服务

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专业建设是职业

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专业设置与调整

是院校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的重要体

现。专业的设置与调整除了面向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区域产业发展需

求、遵循职业教育办学规律之外,还必

须发挥好产业需求侧在专业设置与调

整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设置什么专业、

开办什么方向、专业如何调整、建设什

么专业群等专业建设中一系列重大方

向性问题,要依靠产业需求侧来决定。

因为产业需求是用人单位,需要什么专

业的技术技能人才,需要多少,用人单

位最有发言权。只有按照用人单位的实

际需求,精准设置专业,精准调整专业

方向和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我们培养的

学生才能够
“
适销对路

”
,才能够受到

用人单位欢迎。[纠 因此,充分发挥产业

需求侧在专业设置与调整中的主导作

用是解决人才培养结构性短缺,破解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
“
两张皮

”
难题的核心。

现阶段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专

业设置与调整机制还很不健全,职业院

校的专业设置与调整具有很大的主观

性和随意性,专业设置中
“
跟着感觉

走
” “

跟着别人走
”

的现象并不少见。

一般而言,开设专业虽然也进行了面向

产业的市场调研和人才需求调研,但由

于调研工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调

研的广度、深度、高度不够,因而调研

结果往往难以准确、全面、深人地反映

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的真实状况。所

以,我们需要在一定区域内建立一个能

够准确、客观、科学地反映产业发展状

况及其人才需求的机制,职业院校根据

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专业、结构、数

量变化,适时进行专业的设置与调整 ,

这就是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专业设

置与调整机钶。

二、杓庄
“
产业饣求侧主导

”
的

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机制

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是人才培

养工作的起点,只有面向产业需求、瞄

准职业岗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才能

培养出用人单位欢迎、能胜任就业岗位

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人才培养目标定

位普遍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模糊

不清,对专业人才培养技术技能方面的

要求不够明确具体;二是宽泛不精 ,片
面地强调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迁移性 ,

而对职业岗位的针对性不足;三是特色

不明,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相互雷

同,同质现象严重,缺乏区域特色和院

校特色。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发

挥好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作用。人

才培养目标定位现行的普遍做法是通过
“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
研讨确定并审

核通过人才培养 目标,由 于
“
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

中行业、企业的委员

数量不多,而且会议时间通常有限,研
讨往往不够充分,因而往往导致

“
目

标不清、定位不准
”
。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目

标设定机制要求我们在行业企业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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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下,深人行业企业,深人用人

单位,找准毕业生的就业岗位,通过深

人细致的调研,弄清楚这些目标岗位对

学生知识、技能、素质的具体要求,然
后把目标岗位对知识、技能、素质的具

体要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目标,这样才能

解决人才目标
“
模糊不清、宽泛不精、

特色不明
”

的问题。

三、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

人才培养内容更新机制

由于人才培养内容陈旧老化,与企

业生产实际脱节,跟不上企业新设备、

新材料、新工艺等技术进步的发展步

伐,导致学生一毕业就落后于产业先进

技术的发展水平,用人单位还需要对新

人职学生进行较长时间的上岗前技术

技能培训才能使学生胜任就业岗位工

作,这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

业需求侧
“
两张皮

”
问题的常见现象。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使专业的人才培

养内容与企业的生产实际
“
同频共

振
”
,建立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

培养内容更新机制是保证人才培养内

容紧跟产业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

首先1聘请行业龙头企业和大型骨

干企业的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成立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内容更

新工作组,其中行业企业人员必须占绝

对多数 ,确保行业企业在人才培养内容

更新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主导地位,要
充分信任和依靠行业企业,把人才培养

内容的取舍权交给行业企业。开展人才

培养内容更新调研,深人行业企业,围
绕毕业生的就业岗位群,对不同岗位所

必需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职业素养

进行深人细致的调研,为精选人才培养

内容奠定基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

按照精准对接岗位需求、全面满足职务

需要,又适当兼顾职业发展和迁移的原

则,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

成长规律,对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专业技能课、专业拓展课进行全面

审查、遴选、优化,淘汰偏离人才培养

目标的内容,增 补企业新材料、新技

术、新设备、新工艺应用所必需的内

容,尤其是结合企业生产实际加大实践

技能培养的内容,保证人才培养内容年

更新率不低于 ⒛%,充分体现人才培

养内容 的
“
先进性、针对性、适应

性
”
。

四、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

人才培养条件共建机制

师资队伍和实训基地是人才培养

的基本条件,也是专业内涵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于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

密切关系,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条件建设

必须是在
“
产业需求们主导

”
基础上

校企互动、共建、共享的。在师资队伍

建设方面,无论是双师素质还是双师结

构的师资队伍,行业企业的兼职教师队

伍都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只
有制定依靠行业企业,降低学历职称门

槛,提高兼职教师薪酬待遇,提升兼职

教师地位的兼职教师管理制度,吸引行

业企业生产一线的能工巧匠、工程技术

人员和基层管理干部,才能达到
“
兼

职教师承担专业技能课教学工作量达

到 sO%以上的要求
”
。

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无论是校内

实训基地的建设还是校外实训基地的

建设,都要建立和发挥
“
产业需求侧

主导
”

的共建机制。校内实训基地的

立项、设计、建设、运行要依靠行业企

业,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担任设计师、顾

问、指导和督查,按照企业生产实际场

景建设校内实训基地,这样才能使校内

实训基地与企业生产现场高度吻合,在
真实场景中通过真实项 目教学培养真

实技能。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和管理 ,

更要积极依靠企业,按照企业的管理制

度和生产规律,制定灵活的企业实践教

学方案,在企业生产现场管理人员和生

产一线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和

掌握实际生产岗位的真实本领。

五、构建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

人才培养质Ⅱ评价机制

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机制是人才培

养的重要环节,科学、客观的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通过及时、有效地反馈,对人才

培养过程进行诊断和改进,才能不断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但 目前人才培养质量

仍然以职业院校的自我评价为主,缺乏

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产业需求侧等

用人单位的评价也很薄弱。而产业需求

侧等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属

于最直接、最客观的评价,因为
“
产品

”

的质量如何只有用户最清楚 ,“产品
”

应

该如何改进只有用户最有发言权。所以 ,

建立
“
产业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机制至关重要 c

职业院校应该建立和完善
“
产业

需求侧主导
”

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相

关制度 ,使产业需求侧等用人单位对人

才培养质量的评价规范化、经常化。职

业院校通过在用人单位设置固定的人才

培养质量信息采集点 ,设立相应的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有规律地采集毕业生以

胜任就业岗位工作为中心的知识、技

能、素质方面的相关数据 ,从而获得人

才培养质量的第一手资料 ,为诊断和改

进人才培养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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