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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及《中国教育

现代化 2035》《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等一系

列重要文件把产教融合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承载着产业与教育两大系统融合的国家

发展战略使命，其对技工院校教学改革的价值与作用不断凸

显。但受体制、机制等因素限制，“校企脱节”“上热下冷”

等痛点问题阻碍了产教融合深入持续发展。论文仅从“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中技工院校数控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方

面进行一些策略上的有益探索 [1]。

在响应国家政策，不断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育人模式的过程中，其存在的校企双方合作动力不足、培养

目标错位、上热下冷等痛点问题不断显现。

题的原因

当今科技发展迅速，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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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调控之下不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既是企业

的动力之源。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育人过程中企

业要派出技术骨干指导教师、学生生产，与教师一起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调整课程标准、共建实训基地

等技工院校的专业建设工作，影响企业资源成本及生产计

划，且利益回报甚微，甚至于利益受损。因此对参与如此高

投入、低收益的活动意愿不强。

技工院校教师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深

入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教师具有“教师”和“经济人”双重

身份，作为“教师”，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责，

有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精进技能、提升道德修养等精神追

求，在教育指导学生的同时希望得到学生的尊重。作为“经

济人”，教师和其他企业员工一样，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

领导认可并获得职位晋升，进而获取个人物质需求。而“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需要教师打破原有的教材体系，

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评价体系；放弃假期和闲暇进行校外培

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花更多的时间、经历，掌握难度

更大的教学方法。

此外，教师还要对产业发展和企业实际重新备课，使

得教师工作难度提高，教育教学成本增加，而经济收入得不

到相应增加，教师成为产教融合过程中的最大阻力，基于种

种原因这种阻力无法“发声”，表现为“产交融和，校企合作”

模式推进过程中的“不作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是通过促进学生的

发展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学生是产教融合对象和最主

要的受益主体，然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学生同时具

有“学生”和“经济人”双重身份，作为学生，渴望接受教育，

提升自己专业知识和技能，促进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提升；作

为“经济人”，学生希望找到好的工作，获得丰厚的收入，

过上幸福生活。通过问卷对技工院校学生利益需求统计分析

发现，学生的利益获得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推进深化成正相关，而短期内“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

模式无法改善学生的物质需求。

在整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深入推进的

过程中，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被动地接受教学改革或

好或坏的结果，不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产教融合深入推进的过程之中。

学生也并非完美天使，他们也追求不劳而获，追求享乐，

追求轻松通过考试，也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偷懒、作弊，而“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带来的是学习和考试难度增加，

培养学生的勤奋、务实和精益求精。使得学生的学习过程不

再轻松，进而表现得漠不关心。

数控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探索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布迪厄认为，行动主体的发展

受场域结构和环境的影响深远。“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

人模式就是要打破空间壁垒，融入企业真实工作场景，实现

技术、资源、人员的有效融合，让学习、生产过程界限消弭，

教师和学生直面企业生产，真刀真枪真做真干，实现教学与

生产的无缝对接 [2]。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下技工院校数控专业课

程体系中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将学校教学实训课程

依附于企业生产，由实训教师和企业技工联合指导学生同步

加工企业产品，用企业生产周期、质量检验标准对学生的加

工成果进行检验，合格产品投入市场，学生获得相应计件薪

酬。以此把数控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种”在“产业经济”里，

“长”在“企业用人市场”中，不断推进产业与教育两大系

统的深度融合。

课程体系中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学生作为产

教融合最主要的受益主体，沉浸在真实的企业生产和企业检

验标准中，不仅能提升个人综合职业能力、产品质量成本控

制能力及综合职业素养，更能深刻理解企业生产周期、批量

加工、精度、成本、效率等企业元素，未来学生可以很快融

入企业岗位工作中，为毕业、就业无缝衔接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学生获得合格产品计件薪酬，这样不仅满足了“学生”

身份需求，同时满足了学生“经济人”的身份需求，双重激

励下，学生学习、生产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更强。因为学

生个人综合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提升，暑期学生可以到企

业打工，在生产岗位强化专业技能同时获取薪酬，个人成就

感增强，再回到学校，学习目标和学习意愿更强，如此形成

良性循环。

课程体系中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教师作为产

教融合深入持续推进的关键，基于同步企业产品的任务驱动

教学更具目的性，实效性，与企业技工一同指导学生生产，

教师对企业加工工艺、生产流程和企业文化更加熟悉，更能

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实时把握新技术、新工艺、新市场动向，

进而及时调整教学，使培养的技能人才紧跟市场变换的步

伐。同时正常学生实训教学刀具、材料成本抵扣学生废品成

本，剩余部分归属实训教师，刺激教师的内生动力，教师获

得“教师”“经济人”双重身份的需求和激励，更能积极主

动关注市场，实时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认真教学、指导

监督生产 [3]。

课程体系中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企业技工指

导教师、学生生产，承担为国家培养技能人才的社会责任，

同时学生合格产品依附于企业技工计件，获得低于企业计件

标准的薪酬，差额归属指导生产的企业技工。企业技工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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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和利益诉求得到满足，企业技工与教师、学生团结一

致，在企业生产周期和学校教学计划内生产更多合格产品。

课程体系中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企业积极贯

彻国家产教融合发展战略，承担为国家培养技能人才的社会

责任，与技工院校一起培养满足市场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同

时企业获得加工本企业产品学生的优先招聘特权，获得劳动

力供给同时，招聘到与企业岗位匹配度高的技能人才，节约

新员工培训成本。

课程体系中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技工院校积

极贯彻国家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办学质量提升，教师综合能

力增强，学生就业通道打开，学校办学声誉扩大，同时学校

育人成本降低。促进职业教育健康良性发展。

搭建网络共享平台，各合作企业及数控职教集团内成

员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真实生产项目，技工院校教师根据

学生所处不同实训阶段，同步引入满足阶段培养目标的真

实加工项目，教师与企业技工及时沟通指导学生完成加工

任务。

创建企业真实项目库，引入企业近期真实的生产项目，

并按学期及时更新。因企业生产项目变化多样及技术保密

等因素，一些项目不一定满足计划内的学生培养目标。实训

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需要根据校企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

案，提前确定满足新学期培养目标的实训任务，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关注网络共享平台各企业发布的新任务，用满足计

划内同样培养目标的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及时替换计划任

务。在企业大的生产周期及相应实训教学目标计划课时内完

成尽可能多的合格产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中技工院校数控专业课

程体系就是要综合考虑学生、教师、技工、企业、学校多方

利益平衡点，打开校门，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将人

才培养融入市场、融入经济，实现多方共赢、共荣、共生，

促进产教融合持续良性发展，培养满足企业需要并与企业零

距离对接的高质量数控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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