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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焊接示范特色专业校企

合作机制建设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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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焊接示范特色专业以深化“产学交融、校企轮训”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主线，通过建设“产学交融”的
育人模式、创新“校企轮训”的教学组织模式、实施“多方参与”的人才质量评价模式等措施，以求切实提高学校育人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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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是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的一种合作模式，更是高职高专院校谋求自身发展，实现与最新最

前沿的市场接轨，大力提高教书育人质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一线实用型技术人才的重要措施［１］。

校企合作的初衷是要让学生把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企业的实践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

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求切实提高学校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

人才的培养质量［２］。近年来，我院以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示范特色专业建设为契机，在校企合作机制建

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有力促进了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扎实提高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１　建设基础
１．１　初步形成了“市场调研、适应产业”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健全运行制度。制定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章程》《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原则性意见》《专业市

场调研工作制度》，较好地规范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流程。

及时调整专业建设内容。根据湖南机械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每年组织１次专业
调研，召开２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根据调研结果动态调整专业方向、课程内容。
１．２　初步建立了“互利共赢、长效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

依托名企育人才。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山河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了人才共育、基地

共建、人员互聘等合作。３年来，“订单”培养人数占总人数的６３％，建立了１２家校外实训基地和３个校
内实训基地，接受企业捐赠设备价值８５万元，组建了有１５名企业兼职教师参加的２８人教学团队，兼职
教师专业教学课时占总专业课时的２５％；校企共同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３份，合作编写实习指导书５
份、教材２本；全体专业教师均深入到合作企业进行专业实践。依托企业参与，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大幅
度提高，“双证书”通过率１００％。

服务企业促合作。３年来，校企合作进行了１２项焊接工艺研究，并已经在湖南超宇科技有限公司
等７家企业得到了应用；学院举办合作企业焊接操作培训７期，共培训合作企业焊接操作人员２０５人，
有１９５人获得了中高级焊工证；学院图书馆、体育设施对合作企业员工免费开放，成为合作企业员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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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技术资料、专业论文和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平台；合作企业积极选聘毕业生，２０１１年南车时代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一次性接受毕业生２２名，目前均已成为生产骨干，提升了合作企业焊接生产技术水平，企业
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建章立制保长效。学院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蓝天焊接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等２０家企业
签订了合作协议，成立了“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校企合作理事会”，制定了《焊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校

企合作章程》，出台了《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办法》《企业兼职教师聘任管理办法》《专业教师企业

实践实施办法》等９项制度，初步形成了“互利共赢、长效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
１．３　初步建立了“工学结合、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分段共训焊接技能。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

合作实施“工学结合、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的特点，将岗位训练环

节分为：识岗（认知岗位）、仿岗（企业岗位模仿操作）、跟岗（师傅指导下企业现场实训）、顶岗（校外顶

岗实习）４个阶段，合理划分各阶段训练时间；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教学场所按教学做一体化教室、校
内实训基地和校外生产性实训基地进行了合理划分。企业实习、学校训练相互交替进行，专兼职教师协

同完成每一个阶段教学任务，各取所长，优势互补，生产性实训比率提高到了５１％。
工学结合共培焊接人才。校企联合每年对毕业生职业成长情况进行２次调研分析，了解毕业生岗

位表现与职业适应性情况，每年５～６月学院、企业、行业和学会一起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来源于企业焊
接工段的教学项目１１个，１００％的学生在合作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并得到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兼职教师
每学期平均兼课３２课时。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得到合作企业支持与参与，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增强，到堂率达到９２％，主动训练率９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湖南省教育厅举办的职业院校学生技
能竞赛中，本专业学生分别获得三等奖、二等奖。近３年，本专业学生对口就业率平均达９５％，用人单
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达到９５％。

２　深化“产学交融、校企轮训”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２．１　建设目标

依托生产性实训基地、校中厂和厂中校，协调组织教学与生产活动，根据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需要，

交替安排学生在校内实训和企业实训；以学生技能培养为核心，选择真实产品为载体，融合国际焊接标准

设计训练项目，实施“产学交融、校企轮训”的培养模式。生产性实训课时占总实践课时６０％以上，学生顶
岗实习半年以上。学校、行业企业、社会机构参与的多方评价体系运行良好，学生毕业必须获得焊工上岗

证，并在国际焊工资格证书、国家焊工职业资格证书、国际焊接技师资格（ＩＷＳ）证书中任考得一个。
２．２　建设思路

采用国际焊接标准，遵循国际焊接人才培养规范，培养国际化焊接人才。以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

推行以做为主、做学合一的教学模式。精选企业真实生产任务或产品作为教学项目载体，课程教学实行

五个“合一”的产学交融。根据学生技能成长规律，分阶段安排学生到企业进行识岗、跟岗、顶岗实践活

动，实施校企轮训的技能培养模式。采用ＩＳＯ９６０６国际焊工标准评价学生技能水平与职业素养，学校评
价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

２．３　建设内容
２．３．１　建设“产学交融”的育人模式

利用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厂中校、校中厂，将专业教学与焊接生产有机结合，实现人才培养过程中

“老师与工艺师合一、学生与操作人员合一、专业实践与生产项目合一、学院实训室与生产车间合一、学

生作品与企业产品合一”的五个合一。

采用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课程开发模式，遴选企业真实的小型焊接构件为项目载体，融合国际焊

接技术标准，设计焊接工艺评定与规程编制、焊接缺欠控制与质量检验等６门核心专业技术课程内容，
引入国际焊工培训标准，采用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焊条电弧焊技术应用、熔化极气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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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技术应用、钨极氩弧焊技术应用、焊接结构生产４门课程都设计有技能基础训练和综合训练，基础训
练选择真实产品焊接过程中的某道工序，工作成果是一道焊缝；综合训练是按企业生产流程将产品生产

出来，最终工作成果是合格的产品。在训练和生产过程中执行 ＩＳＯ１５６１４－１焊接生产工艺规程和
ＩＳＯ５８１７熔化焊质量标准，将国际化焊接技能人才要求落实到课程教学中。
２．３．２　创新“校企轮训”的教学组织模式

学生理论学习与基础技能训练在学校进行，职业岗位训练分识岗、跟岗、顶岗３个阶段在企业进行。
识岗是新生入学之初，到企业参观，认识企业焊接技术应用和焊接岗位工作。跟岗阶段，学生在师傅一

对一的指导下直接参与焊接生产，提升焊接操作技能。焊接加工产品就是学生的作品，老师根据焊接产

品评定成绩，学生“做中学、学中做”。顶岗实习阶段，学生在师傅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焊接生产任务，在

岗位上成长为合格焊接生产人员。利用暑假进行跟岗等实践活动，学生在企业有２４周时间实岗锻炼。
２．３．３　实施“多方参与”的人才质量评价模式

推行多证书制度。除学历证书外，在学生中推广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国际认证证书（国际焊工证、

国际焊接技师证）、焊工上岗证等。毕业学生“学历证书 ＋焊工上岗证 ＋国际焊工证（或国家四级焊工
证）”获得率１００％。

学生技能、素养评价采用国际焊工评价标准，学校评价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合作企业主要对学生

实践训练、顶岗实习过程中职业道德、职业素质、职业技能、专业知识、综合表现等４个方面进行评价；学
院主要针对校内学生思想道德、课程学习、技能训练、专业实践、综合表现等５个方面进行评价。

教育主管部门、企业、第三方机构、社会、毕业生参与评价焊接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主管部门依

据技能抽查与技能竞赛结果评价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企业依据学生毕业后的岗位技能、职业素养满意

度、职业成长能力等项目评价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行业、学会通过参与学生技能竞赛、技能抽查及技能鉴

定和认证，综合评价专业学生培养质量。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调查收集毕业生和企业的意见，评价焊接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２．４　保障措施
组织保障。学院成立项目负责人、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科研处长等参加的焊接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工作小组，邀请行业专家、职教专家进行广泛论证。在企业教学基地成立教学保障小组，

负责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制度保障。制定《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办法》，制定实施细则。项目载体

在相应教学资源库中体现，在教师大学城空间展示，校企轮训活动、学生作品等在专业建设空间发布。

经费保障。学院单列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专项经费，结合省财政投入，确保项目任务的完成。

３　结语
职业教育要想真正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３］，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的高技

能技术型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需要业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探索，特别是政府

的支持［４］。今后，我们将继续探索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新路，加快培养高技能技术型人才，为高职院校长

期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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