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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骨干专业建设典型案例

一、实施背景

1.基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积极响

应中央政策，贯彻落实高技能人才培养任务的必然要求。“没

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

时高度评价了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的重要作用，强调了

技能型人才对推进自主创新的不可替代性。近期，国家先后

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

划实施方案》等纲领性文件，其中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是

其重大人才工程项目和重点举措之一。

2.基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服务当地经

济社会飞速发展，缓解人才迫切需求的有效举措。随着晋城

市开展先进制造业转型发展，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作为制

造业实现自动化、柔性化、集成化生产的基础。在未来“十

四五”期间，区域企业所需求的优秀技能人才缺口巨大，特

别是自动化、智能化控制的工艺人员和电气设备维护维修人

员等。技能大师工作室能在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方面发

挥突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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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人才培养模式带动了学院专

业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通过大师工作室这个平台，专业课

教师可以承担企业方主导的产学研活动，了解企业的新设

备、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等，这将促进学校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专业建设的改革和发展。

二、主要目标

1.师徒结对，青出于蓝——实施“青蓝工程”。结合我

院“师徒结对”方案，发挥技能大师及其团队的领军带动作

用，在技能水平、教学能力上全面开展本校自动化师资“一

帮一”结对子帮扶活动，对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

2.培养精英，以点带面——实施兴趣小组教学。以技能

大师工作室为基础，做好兴趣小组学生的日常培训，确保“绝

技绝活”得到有效传承。并组织学生参加校企合作的产品加

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3.校企合作，深入开展——联合培训高技能人才。以校

企合作为主线，开展校企合作项目，一是联合企业开展技术

攻关；二是开展面向社会企业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及鉴定工

作；三是校企共建师资队伍。

4.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打造技能竞赛品牌。做好历

届竞赛相关资料的归档和总结，分批次地培养一批理论强、

技能高、有创新能力的优秀学生，为参加晋城市、山西省乃

至全国的全民技能大赛作精英人才的储备。积极开展“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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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教、以赛促学”的工作。

5.以研促教，科研兴系——带头承担教科研工作。积极

组织开展国内外机械自动化控制技术的最新发展方向的研

究，及时更新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知识。定期发布最新的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研究论文题目及课题，组织成员撰写

相关的论文或承担课题。

三、实施过程

1.成立调研小组，分赴制造类企业和企业大师工作室调

研。为了建立合理的职业能力目标体系，构建有效的创新教

学模式。我系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骨干教师长时间深入企

业一线和企业大师工作室实践调研，深入了解企业的职业能

力需求，摸清岗位设置情况和能力要求。

2.确立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毕业生主要岗位，修订人才培养

方案。我们对晋城市装备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

究，同时对历届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情况进行回访，。根据企

业调研，修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职

调研组在晋钢集团实地考察调研 调研组在富士康洽谈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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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面向为：机电设备自动化控制、机械零件加工、机电

设备管理与维护等，提炼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典型工

作任务。

院领导主持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3.成立大师工作室，促进学院技能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在传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嵌入技能大师工作

室高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构建“专业+技能大师工作室”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高技能人才培养方案。

四、保障条件

1.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与保障。首先，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文件精神，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国发[2019]4 号）文件为指导，根据《教育部关

机电系杜国华大师工作室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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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2019〕13 号）和《关于组织做好职业院校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

61 号)的要求，结合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做好职业院校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通知》(晋教职成函〔2019〕

49 号)文件要求和学院教育教学实际，把“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积极推行与生

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突出职业教育教学过

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

2. 技能提升实训基地保障。目前，校内实训基地主要

包括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实训室、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实训

室、PLC 实训室、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数控加工实训室等。

另外与晋城富士康工业园区、中道能源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建立了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利用校外实习基地，学生们可

以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真刀真枪地进行职业规范化训练。

3. 以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引领，加强“双师”素质教学

团队保障。目前，智能制造专业群师资雄厚，配有专任教师

22 名，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7 名，“双师”素质教师 21 名。

另外，从企业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共 36 人，参

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体系的开发和教学工作。

五、成果、成效及推广情况

1．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技能竞赛成果显著。近年来，



6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大赛中

屡获荣誉，累计获国家级奖 5 项，省级奖近 30 项。技能竞

赛已经成为学校智能制造类专业明显而独特的品牌，也成为

技能大师辈出的富饶土壤。

2．师徒结对、校企联动培养高技能人才服务地方企业。

近年来，在大师工作室“传、帮、带”机制的带动下，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学生在就业之后，受到了企业的重视和肯

定，涌现出一批在企业表现突出的优秀学子。

3.教研相长，科研成果显著。大师工作室成员和骨干教

师积极组织开展国内外自动化控制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的

研究，组织成员撰写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相关的论文或承担课

题。近年来，累计发表专业论文近 30 篇，累计申报科研课

题近 15 项，其中国家级课题 3 项，省级课题 1 项；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 7 项。

4.依托大师工作室，服务社会。大师工作室成员和骨干

教师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服务社会的活动，把专业发展和社会

国际光博会上院领导和秦海峰同学合影 都俊峰同学在山西全球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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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紧密结合起来。近年来，主要社会服务有技能培训和技

能评价、全民技能提升、技师/高级技师考核培训、企业员

工培训等。

全民技能提升培训

技师职业资格考试

2019 年 11 月份对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研二学生

进行了为期 2 周的工业自动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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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师为山西科兴公司顺利完成了电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

另外，我系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师成磊帮助企业申

请获得轨道交通新型材料结构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2020 年，继续帮助企业获得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科研平台，

帮助企业申报成功两项国家级课题。

六、体会与思考

1.技能大师工作室品牌效应尚不突出。技能大师工作室

在专业建设和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尚未

深入融入当地产业发展，尚未为企业技术公关和更新做出标

志性贡献，品牌效应不明显，仍需持续努力。

2.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产教

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关键在于要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

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但当前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

育人方面，仍未形成稳定互惠的长效机制，普遍存在“校热

企冷”、企业积极性不高和参与度不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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