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问题的办法

1.将校企技术合作项目融入教学，实施产教融合育人

（1）建设“管、研、教、施”一体化项目团队

校企签订技术合作项目是促进校企深度合作的重要桥梁，学院组织项目开拓、

签订、实施、管理、运行等工作多年，注重以校企共赢为导向，吸纳企业技术研

发工程师、技师等和校内师生一起，组建多元化的“管、研、教、施”一体化项目

团队，服务企业生产的同时，创新育人模式，形成突出实效性的项目运行机制。

图 1 “管、研、教、施”一体化项目团队

（2）标准互通、产教互融

以校企技术合作项目的质量标准为蓝本，研制校内教学标准，将子项目方法

标准设计为实训课程标准，包括背景、目标、原理、方法、步骤、注意事项、结

果分析与反思等。企业技师讲背景、谈现场、说岗位，校内教师讲原理、教技能、

做考评，学生（学徒）识岗位、学规范、悟方法、训技能、养意识、提素质，遵

循“从产中来，回产中去”，标准互通、产教互融。

（3）按子项目做模块化教学设计

将项目内容合理分解为若干子项目，以子项目为模块，以岗位为支点，做教

学化处理，设计教学内容、教学目标、重难点、过程组织等，采用项目导入、任

务驱动、育训交替、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实施理实一体教学，按职业规范和岗

位标准进行过程考核与结果评价，确保子项目与课程教学内容相适。



（4）子项目技术方案作为教学内容

在细研子项目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分解，将子项目方法原理和实操

过程分别作为理论和实训教学的重点内容。在理论教学中，选取专业基础课和职

业拓展课的相关内容作为支撑和辅助，达到学生对方法原理“通透”的效果；在实

训教学中，由子项目双向延伸，引入专业基础技能的强化和拓展技术的应用，注

重学生实验设计能力的提升，达到学生对实操过程“步步清”的效果。

（5）岗位考核与实战比武相结合评价教学效果

学生按工作流程在岗学训，教师现场观测、监督、控制和指导，记录学生学

训过程执行实况，对照职业规范、岗位标准和任务工程文档，考评学生岗位工作

能力；以实操方案作为实战比武试题，训练职业素质，考查应变能力，结合比武

结果，考评学生在岗成长情况，完成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综合考评，考评结

果作为人才培养方案中相关专业课程成绩（学分）置换的重要参考。

（6）通过实验结果分析反思教学过程

由子项目组负责，教师（师傅）提供指导，每天分析实验结果，针对个别异

常数据，要求组员详述实操过程，组内共同辨清问题所在，反馈至教学组织与实

施的各个环节，及时优化教学设计和改进教学方法，切实保证教学效果。

2.因材施教，适应不同生源育训需求

（1）丰富项目库，拓展育训空间

针对生源多样性变化，将教师团队主持的各类科研项目、技能大赛项目、大

学生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双创”竞赛项目等纳入“校中厂”运行项目库，与校企技

术合作项目同方式设计、同模式运行、同流程推进，按项目将师生团队分组，教

师（师傅）作专家，优秀学生（员工）作组长。按项目内容所含不同模块设置针

对性的工作岗位，根据组员知识基础、方向特长、能力优势、性格特点等的不同，

做到组内人岗相适，并适时动态轮换，教师（师傅）主导、学生（员工）主体，

拓展育训空间。

（2）灵活“教”与“学”，丰富育训方式

针对学生（员工）在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性，按工作难易程度

实施分层“教”与“学”，实行层级晋升制度，指导教师和企业师傅在体系性讲授项

目相关理论后，按不同岗位示范实操过程，强调各环节的注意事项，要求学生在

实验异常情况分析找因能力积累上多下功夫，积攒“内化”能力。组内“学长”、“学

姐”作为助教，为“学弟”、“学妹”做岗前巩固培训，做好模式和经验届届传承。



针对关键点和难点，开展实操观摩、组员互评、专题研讨等活动，适时组织学生

赴企业识岗参观和跟岗实习，工学互促，丰富育训方式。

3.注重方法积累与思维培养，促进学生（员工）综合应用能力从内提升

（1）荣誉激励，增强学生（员工）内心认同感

“校中厂”学生（员工）被认定为“专业拔尖学生”，经项目组磨炼成长，在专

业理论与实践技能和职业素养、岗位能力方面大幅提升，成为了各类职业技能大

赛和创新创业大赛选手的储备库，从储备库推荐的大赛选手，经指导团队强化训

练后多数可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跻身国家、学校奖助学金获得者，强力支撑了高

质量就业，激励学生从内心认同“校中厂”产教融合培育模式。

（2）氛围引导，养成学生（员工）自主“乐学”习惯

教师（师傅）更多起到点拨、答疑、把关的作用，充分给予学生（员工）自

主学研的空间，由项目组主导定期不定期组织学研成果公开答辩会，教师和“老

员工”作为评委，充分肯定学研成果的同时，修正思路、指点方向，通过展示、“切

磋”，刺激形成组间、组内你追我赶、互鉴互促的自我发展氛围，让学生感受知

识与技能得以应用和创新的喜悦，在成就感中增强自信、感受价值、积聚学习能

力，养成“乐学”习惯。

（3）问题导向，提升学生（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对各类项目技术路线异同，分类实施，教师（师傅）主导完成“举一”，学

生（员工）自主完成“反三”，包括方案设计、方法论证、实施验证、结果分析等，

并准确详实撰写实施报告，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导向

驱动结果运用，达到触类可基本旁通的效果，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以提升。

4.“厂”校互助，实现工学交替

遵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职业素质课-专业知识课-岗位能力课-职业拓展课

的内在学习规律，厂内针对后 2 类课程，鉴定课程与项目实践过程贴合的紧密程

度，在巩固专业技能、训练岗位能力、拓展职业素质的同时，实行部分课程成绩

置换，由教师（师傅）综合过程表现、岗位能力等情况，给予相应分数，达到课

堂学习支撑上岗工作，上岗工作验证反哺课堂学习，实现工学交替互融，促进学

生（员工）在岗成才。

5.“校中厂”职业化运行，促进学生（员工）职业能力获得

（1）健全机构，保障职业环境

“校中厂”参照企业技术研发部或质检中心的模式组建，由管理委员会领导，



学校分管领导任主任委员，二级学院院长和企业二级部门负责人任副主任委员，

专任教师、企业技术工程师和部分学生（员工）任委员，下设办公室、技术部、

质量部，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员调配、会务组织、耗材管理等，技术部主要负责方

案设计、方法建立、项目实施、技术评价等，质量部主要负责项目监管、质量评

价、制度建设、项目验收等，为学生提供职业环境保障。

（2）完善制度，加强职业管理

质量部牵头制定系列管理制度，包括安全运行、人员准入、岗位标准、工作

流程、培训考核、项目管理、质量检验等。在制度执行过程中，以项目组为单位，

职责到岗、责任到人，促使学生（员工）建立为岗负责、为项目负责、为团队负

责、为效益负责、为职业负责的岗位工作操守。

（3）创新机制，培养职业意识

一是广泛宣传。通过新生入学教育、进班推介、成果宣展等方式宣传“校中

厂”育人理念和学徒成长典型案例，吸引大批热心专业、渴望进步的新生关注与

参与。二是科学选培。通过分组面试确定内训学生名单，利用晚自习和周末给内

训学生开“小灶”，由教师和“老员工”组织相关理论学习、仪器操作、安全运行、

文化理念培训等。经过培训并通过多轮理论和实操考核，达到要求者授予上岗证，

充实到相关的项目组，和“老员工”搭配一起按岗位标准和工作流程完成日常岗位

工作。未通过者视情况继续训练直至取得上岗证后可作为贮备力量。三是客观评

价。所有上岗员工均实行动态管理，从操作可靠性、数据完整性、失误率等方面

记录每个人的考核档案，“劣者”给予警告或调离岗位，由后备力量补充。四是文

化熏陶。通过高、严、细、实的氛围，凝聚学生（员工）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

任感，并在新旧交替中良好传承，促使学生懂得爱岗敬业、团结协作、用心负责

的内涵，端正遵守制度、严谨工作、不断提升的态度，增强安全、环保、高效、

经济的从业意识，培养交际、应变等职业能力。五是补贴激励。按规支取适量项

目经费补贴学生生活，激励、促进“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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