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上的差距。我国企业最薄弱的环节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最

为迫切的需求是创新性人才[1]。近年来，在“中国制造 2025”“互

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背景

下，形成了“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新格局。新兴技术、新兴群

体、新兴模式正逐步改变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也为创新创业提

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对如何培养模具专业创新型人才也提出

了新的要求。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培养学生分析

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技术改革与方法创新等能力，在职业

教育中已是迫在眉睫。

1 当前地方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存在两个主要

问题

1.1 人才培养模式缺乏企业参与，学生所学与企业实际生产有

脱节现象

目前，我国部分高职院校存在办学模式陈旧单一、人才培

养目标定位有偏差等问题，存在着理论教学和实际生产脱节等

现象[2]。

1.2 对学生创新意识培养不足是传统教学模式的一大弊端

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教学中教师忽视学生本应该

有的主体作用，忽略了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学习的内容往

往围绕课堂教学中教师上课所讲授的内容和各种考试的应试内

容，忽视了学生探索新知识和获取新知识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2]。

2 “产教协同、双轮驱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本文提出的“产教协同、双轮驱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就

是搭建校企深度融合的合作平台，产教协同发展，形成“共建专

业、共管过程、共育人才、共担责任、共享成果”的新格局；以行业

企业用人标准和技能大赛要求作为双轮驱动，以学生全面发展

为出发点，强化实践能力培养，探索并实践“产学研一体、学做赛

合一”的人才培养新思路，根据模具行业转型升级和全国技能大

赛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在保证“善教”和“勤学”的基础上，强化

“做”和“赛”，促进学生精通技术、精进技能、勇于创新。九江职

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唯一一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我校双高校建设，为全省其他高职院校的建

设和发展提供建设经验，也是学校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改革

传统教学模式、探索“产教协同、双轮驱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具有更为深远意义。

2.1 产教协同，优化模具专业人才培养的软硬件条件

在产教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下，推进“双主体”育人的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优化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建

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学科研创新团队，

构建校企优势互补的校企共建实训基地，优化模具专业人才培

养软硬件条件。

2.2 大赛引领，激发学生创新潜能

结合行业需求和技能大赛平台，从技术改革和方法创新方

向整合原有课程，开设拓展课程，开发和丰富模具专业的创新教

育资源。通过运用3D打印设备等新型工具制作产品原型，体验

双创的典型案例，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3 双轮驱动，培养适销对路的模具专业创新型人才

紧跟行业的发展动态，调研用工单位的岗位需求，主动参与

制订行业企业的岗位资格标准，及时调整模具专业的人才培养

方案和课程设置，实现专业的转型升级。培养模具 CAD/CAE/
CAM方面高端技能型人才，以满足行业和用人单位对创新型人

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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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院校模具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步

骤和策略

3.1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促进产教深度协同发展，优化专业教

学的软硬件条件

面对新业态，充分利用机械行指委、专指委、模具工业协会

等工作平台，主动与行业企业对接，搭建多个校企合作平台，深

度开展校企合作。校企共建平台时要融入企业文化和用工单位

的管理制度；安装调试企业生产设备和工装时，按照行业企业真

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岗位配置；实习实训中要按照行业企业真

实生产的产品、给定真正的企业生产任务、按照企业对员工的要

求管理实习实训的学生。在已建成的模具多功能开放型生产性

实训基地的基础上，建立用于模具专业实习实训的“校中厂”“厂

中校”，优化模具专业的软硬件教学条件。

图1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3.2 以行业标准和竞赛要求为双驱动，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开展现代学徒制教学

深入企业进行调研，召开由校企专家参加的产业发展趋势

与岗位需求分析座谈会，及时跟踪行业发展动态和岗位需求，主

动了解并参与制订行业企业的岗位标准，结合模具高水平竞赛

的要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在实施“双主体”育人的

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成立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就竞赛的组织与

选手的培养、教学管理、互派人员的考核与管理、实习实训基地

共建与共享、实习和就业的安排、科研服务等问题开展产教融

合、协同创新。

3.3 优化课程体系，培养创新型人才，开展对外技术服务，服务

创新创业

在优化课程体系时，除了要考虑行业企业的岗位需求外还

要注意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一是在强化学生工艺基础和设备操

作能力的同时，提升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和面向复杂精密模具

的设计与加工能力。二是以技能大赛为引领，按照技能大赛内

容和流程，优化实践教学环节，使实训内容更加贴近模具企业生

产实际，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三是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中，按照启发创新思维、训练

创新技能、摸索创业方向三个层次阶段开发创新创业课程。

3.4 以技能竞赛为平台，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模具专业

“青年匠师”

充分利用世界技能大赛，国家、省市、行业等各类技能竞赛

平台锤炼师资队伍，完善技能竞赛指导体系，选拔一批中青年教

师组建技能竞赛教练团队，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国家级和行业技

能竞赛；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参与合作企业模具产品研发和技

术攻关，为周边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打造模具行业“青年匠师”。

图2 以技能竞赛为平台、搭建技能大师工作室

3.5 搭建云端自主学习平台，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基于“互联网+”搭建云端自主学习平台，紧紧围绕模具专业

的人才培养目标，基于行业企业模具的生产过程，直接选用或改

造大赛样题、赛题以及企业真实产品作为教学载体，与行业企业

技术骨干一起共同开发教学资源，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和专业教

学资源库建设，开展基于MOOC、SPOC为主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改革。依托智慧职教、微知库、智慧树等平台建成国家级精品

资源在线课、精品资源共享课、省级精品资源在线课、省级在线

开放课程；开发包括职业资格认证、职业技能大赛、校企合作服

务等在内的拓展教学资源，以满足不同用户需求。以VR/AR技

术为支撑，创建虚拟现实数字化工厂，为专业构建一个虚实结合

的完整的教学实训环境，完成模具智能制造虚拟车间和模具拆

装虚拟实训室建设。

3.6 引入多元评价体系，建立职业能力考核评价体系

按照行业企业的岗位需求，确定课程培养目标，进而建立学

生学业评价标准。企业负责实施的课程和教学环节由企业根据

学生是否满足企业岗位能力的要求，能否完成岗位实际生产任

务进行考核。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评价机构对模

具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进行测评，实现社会评价、企业评价、

学生评价、教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4 课题应用成果

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在本校和其他院校模具专业 2016级、

2017级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

就业竞争力、月收入、专业对口率等关键性指标明显提高。毕业

生对母校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相比往届都有

大幅度的提高。表1-表5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评价

机构的研究报告。表 1是 2016级、2017级毕业生调查的有效样

本数统计表，样本数为就业率、月收入和毕业时的工作能力样本

数的最小值。

表 2是 2015级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竞争力指数，表 3是 2017
级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竞争力指数。通过数据对比发现模具设计

与制造专业通过两届学生的试点实践后，就业竞争力、毕业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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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就业率、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等均有明显提高，毕业

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也从4328元增长到5306元。

表1 2016级、2017级毕业生调查的有效样本数统计表

相关调查项目

调查总样本数

就业

竞争力

专业培养特色定位

满意度

校友评价

专转本

就业竞争力指数

毕业半年后就业率

毕业半年后去向

失业人群就业历史

月收入

专业对口率

职业吻合度

离职率

毕业生从事职业

毕业生就业的行业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足度

是否愿意推荐本校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专业教学中最应该改进的地方

选择读本科最主要的原因

模具专业2016级

140

98

80

140

112

102

122

122

122

118

120

105

122

135

138

138

8

模具专业2017级

152

105

98

152

122

121

130

130

130

128

128

120

130

138

145

145

12

表2 2015级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竞争力指数

专业名称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本校就业竞争力指数

最高的会计专业

本校就业竞争力指数

最低的某专业

本校平均值

就业竞争

力指数

85.1%

95.3%

83.2%

/

毕业半年

后的就业率

85.2%

94.5%

85%

94.4%

毕业半年后

的平均月收入

4328元

6103元

3739元

4225元

毕业时掌握的

基本工作能力

55.6%

65.3%

43.8%

50%

表3 2017级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竞争力指数

专业名称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本校就业竞争力指数

最高的会计专业

本校就业竞争力指数

最低的某专业

本校平均值

就业竞争

力指数

95.7%

96.1%

83.6%

/

毕业半年

后的就业率

95.6%
本校最高100%

95.6%

88%

94.4%

毕业半年后

的平均月收入

5306元
本校最高6403元

6403元

3839元

4509元

毕业时掌握的

基本工作能力

65.6%
本校最高66%

66%

44%

52%

从表 4和表 5可以看出通过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与实

践，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都有明

显提高，从而也说明“产教协同、双轮驱动”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

与实践是成功的。

表4 2015级-2017级毕业生对母校从满意到非常满意的满意度统计

本专业

2017级

96.5%

2016级

95.8%

2015级

82.3%

表5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统计

本专业

2017级

92.3%

2016级

88.5%

2015级

78.2%

5 结论

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本校以及其他院校模具专业的应用

实践，发现推进“产教协同、双轮驱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与实施，有利于实现校企共建、产教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产

学研一体、学做赛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培养“青年匠

师”和“大国工匠”，能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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