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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传播渠道，如传统报刊、广播、电视以及日常人际交流

中的传播相对薄弱。比如，一些由小众网络社区，如特定兴

趣小组、亚文化圈子创造的新词，像二次元文化中的某些专

属词汇，只在该圈子内部流行。因为缺乏线下传播途径，这

些新词难以突破网络群体限制，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一旦网络热度消退，由于没有其他传播支撑，传播路径就会

受阻，不利于汉语新词新语在全社会长期传承和发展壮大。

4.6 文化理解偏差
在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新词新语不断进入汉语体系，

但在吸收过程中，普遍存在对其文化内涵理解不足的问

题。以英文缩写词 “PPT” 为例，在国内工作场合，人们

广泛用它指代演示文稿，却很少有人深入探究其英文原词 

“PowerPoint” 所承载的软件文化，包括软件设计理念、功

能特点以及在西方商务、教育等领域长期形成的演示文化。

部分人盲目跟风使用外来词，没有充分理解背后文化背景，

在跨文化交流场景中，因文化不兼容导致沟通不畅，不仅不

能准确传达信息，还可能引发文化误解，严重影响中外文化

交流的深度和准确性。

5 促进现代汉语新词新语健康发展的策略

5.1 加强语言规范教育
学校应把语言规范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体系，特别是在

语文课堂，通过精心设计课程内容，详细讲解新词新语的语

法规则和正确用法。比如，开展专项练习，给出一系列有新

词新语的句子，让学生判断并纠正语法错误，强化他们对规

范表达的认识。教师在课堂内外都要注意规范自己的语言，

无论是授课还是和学生交流，都要以身作则，给学生树立好

榜样。家庭中，家长要重视日常交流对孩子语言习惯的影响，

日常对话中遇到新词新语，耐心给孩子解释是否规范，引导

孩子正确使用，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逐步提高全民语言规

范意识，为新词新语的健康使用打好基础 [4]。

5.2 明确语义界定
相关语言研究机构应组建专业团队，针对语义模糊的

新词新语进行深入研究。团队要全面分析词汇的起源，追溯

首次出现的场景和使用群体；探究使用语境，收集不同场景

下该词的实际用法；剖析社会文化背景，挖掘背后的文化内

涵和社会心理因素。通过权威词典更新、语言研究机构官方

网站发布报告等官方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布，为公众在日常

交流、写作等场景准确使用新词新语提供精准语义参考，有

效减少因语义模糊产生的理解歧义，保证交流顺畅。

5.3 净化传播环境
网络平台作为新词新语传播的重要阵地，要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设立专门的内容审核团队，用先进技术手段和严

格审核标准，对平台上传播的新词新语进行筛选，一旦发现

低俗、负面词汇，马上屏蔽处理。政府部门应加快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明确对不良网络语言传播的惩处细则，加大监管

力度，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同时，鼓励主流媒体发挥引

领作用，开设专题报道，宣传积极向上、有文化内涵的新词

新语，比如对体现时代精神的 “奋斗者” 等词汇进行深度

报道，引导社会舆论，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语言传播环境，

让新词新语传播正能量。

5.4 拓展传播渠道
除网络传播外，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

体资源。电视可以制作新词新语专题节目，邀请专家学者和

网络达人一起探讨热门新词的由来；广播开设相关广播剧，

在剧情中自然融入新词新语，加深听众印象；报纸设立专栏，

对新词新语进行深入解读。线下文化活动方面，社区、图书

馆等可以举办新词新语主题讲座，组织相关知识竞赛，设置

讨论环节，鼓励公众分享对新词新语的理解和感受，打破网

络群体限制，让新词新语在不同年龄、职业群体中广泛传播，

实现线上线下传播渠道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5.5 增进文化交流与理解
在吸收外来新词新语时，学校、文化机构应积极行动。

学校可以在语文、外语课程中融入文化背景知识讲解，比如

在英语课介绍 “selfie”（自拍）一词时，讲解西方社交文

化中对自我展示的重视。文化机构定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

邀请中外专家学者，通过讲座、研讨会等形式，深入解读外

来词蕴含的文化内涵，比如剖析 “café”（咖啡）背后的西

方咖啡文化。同时，借助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和国外媒体合

作等方式，把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词新语，如 “一带一

路”“国潮” 等推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在语言层面的双

向交流和深度融合 [5]。

6 结语

现代汉语新词新语的产生与传播是社会发展、文化交

流的必然结果。它们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反映了时代精神，

但也面临诸多问题。通过加强规范教育、拓展传播渠道、建

立权威认定机制等策略，能够引导新词新语健康发展，使其

更好地服务于语言交流、文化传承与社会进步。未来，随着

社会的持续发展，新词新语将不断涌现，持续深入研究其产

生机制与传播路径，是推动汉语与时俱进、保持活力的重要

任务。

参考文献
[1] 朱健聪.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新词新语教学研究[D].上海师范大

学,2024.

[2] 杨淑萍.《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社会称谓语研究[D].福

建师范大学,2023.

[3] 谢茹.现代汉语新词语历史研究的丰碑——评《100年汉语新词

新语大辞典》[J].领导科学,2019,(24):119-120.

[4] 黄爱芳.《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按语研究[D].宁波大

学,2017.

[5] 熊洁.现代汉语新词新语词语模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3.



10

DOI: https://doi.org/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7 期·2025 年 04 月 10.12345/xdjyjz.v3i7.25034

Curriculum reform and practice of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mode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Xiaolong Zhang   Qiang Xie   Fengxia Jia
Heilongjiang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amusi, Heilongjiang, 154007, China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lagging curriculum content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ndustry demands in the mecha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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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内容滞后、实践教学与企业需求脱节等问题，研究以产教融合为核心，提出系统性课程
改革方案。通过岗位需求调研与校企协同机制，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开发“岗课赛证”融通课程，并引入企业真实项目
及活页式教材；结合项目化教学与工学交替模式，推动教学内容与方法创新，同时校企共建“双师型”团队，完善多元评
价体系。实践表明，改革后专业课程与产业契合度显著提升，学生职业技能竞赛获奖率提高、就业对口率、企业参与课程
开发比例增长迅速。研究证实，产教融合模式可有效破解课程与产业脱节难题，未来需强化校企动态协作机制，深化“岗
课赛证”融合路径，为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

产教融合；课程改革；职业教育创新

【作者简介】张晓龙（1970-），男，中国河南长垣人，硕

士，教授，从事产教融合与课程开发研究。

1 引言

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深化产教

融合成为高职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 [1]。机电一体化技术作为

支撑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领域，其技术人才因“技术迭代快、

复合能力要求高”成为紧缺类型。然而，当前高职院校机电

专业毕业生中，仅小部分企业认为其具备“跨岗位技术整合

能力”，暴露出传统课程在“智能设备运维”“工业互联网

集成”等新兴领域教学内容滞后、实践载体单一的核心矛盾。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

提出“以教促产、以产助教”的产教融合新路径，要求职业

院校专业建设“对标产业前沿、动态更新标准”。在此背景下，

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亟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产

业需求驱动、企业全程参与”的课程体系。

因此，产教融合改革需实现将企业真实生产任务转化

为模块化教学项目，依托校企共建的“教学工厂”，实现“车

间即课堂、作品即产品”，引入企业技术标准与岗位认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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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行业、企业、学校”三方协同育人闭环。通过课

程改革，为企业输送“懂工艺、精操作、能创新”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亦可为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范式参考。

2 当前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现状及
问题分析

2.1 课程现状概述
当前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多以传统学科

逻辑为基础，围绕机械、电气、自动化三大核心领域构建，

课程内容涵盖机械制图、PLC 编程、液压与气动技术、传

感器应用等基础模块。然而，随着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

新兴技术的快速渗透，传统课程体系逐渐显露出与产业需求

脱节、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

2.2 问题成因归纳

表 1 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问题成因归纳

问题类型 成因分析

内容滞后
教材更新周期长，教师技术敏感度不足，缺乏

动态调整机制

实践脱节
实训设备投入不足，校企资源未有效整合，实

践项目设计缺乏企业参与

校企合作浅层化
缺乏长效合作机制，企业利益诉求未得到满足

（如人才定制化培养、技术反哺不足）

评价体系单一 传统考核方式路径依赖，行业标准融入难度大

师资能力不足 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不完善，激励机制缺失

3 产教融合模式下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课程改革策略

3.1 基于产教融合的课程体系重构

3.1.1 岗位需求调研

通过对东北地区 56 家机电类企业（包括智能装备制造、

工业机器人集成、自动化系统服务等类型）的广泛调研，采

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岗位观察等方式，了解企业对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的岗位需求、技能要求和职业素养

要求。

表 2 岗位需求分析

岗位类型 高频技能需求（Top 3） 对应课程现状问题

工业机器人

运维工程师

1) 机器人离线编程

2) 视觉系统调试

3)  数字孪生应用

课程内容滞后：开设

机器人视觉课程院校

较少

自动化产线

调试员

1)  PLC 与工业网络集成

2)  故障诊断与数据分析

3)  安全规范（ISO 13849）

实践教学脱节：校内

PLC 实训未覆盖工业

网络协议

智能装备装

配技师

1) 机械 - 电气协同装调

2)  3D 打印辅助加工

3)  精益生产意识

评价体系单一：缺乏

跨学科综合能力考核

表 3 企业对课程改革的期待

改革方向 建议措施

课程内容嵌入

新技术
将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技术纳入必修模块

校企共建实训

基地
企业提供淘汰设备升级改造，共建“教学工厂”

引入企业认证

标准

课程考核对接“工业机器人操作员”等职业资

格证书

3.1.2 课程体系设计
①基于岗位需求的模块化课程设计。

根据企业调研结果，提炼典型岗位（如工业机器人

运维工程师、自动化产线调试员）的“核心技能 + 素养”

矩阵。以工业机器人应用岗位能力为例，其能力维度主要

包含技术技能、工具使用和职业素养，具体要求为掌握机

器人离线编程、视觉系统调试、数字孪生应用、熟练使用

RobotStudio、TIA Portal、Factory IO 等相关工具，具备安全

规范意识、跨部门协作能力。同时将离散知识点整合为“能

力递进、项目贯穿”的模块集群，动态对接技术迭代。

②校企联合开发“岗课赛证”融通课程。

岗课赛证融通模型主要有对接企业岗位标准（如 ABB

机器人认证工程师）、重构课程内容与实训项目、嵌入技能

竞赛标准（如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产线装调”赛项）、

对接“1+X”证书（如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证书）。可以赛

促教，赛课转化，也可课证融通，学分置换。

③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案例与活页式教材。

企业项目教学化改造需选择企业典型任务（如“AGV

调度系统升级”），提取教学价值点，进行项目遴选；拆解

为“基础—综合—创新”三级子项目进行难度分级，最后融

入课程知识点，设计工单式任务书。

活页式教材开发的设计需遵循的原则有：动态更新：

每学期根据企业技术升级更新 30% 内容；任务导向：以“学

习任务单”形式组织内容，支持灵活重组。在设计结构上，

可遵循基础单元、任务工单、资源拓展等形式。可由企业提

供原始技术资料（如设备手册、调试日志），教师团队完成

教学化改编，企业工程师审核技术准确性。

基于岗位需求的模块化课程设计、“岗课赛证”融通

模式、企业项目与活页式教材的创新，能够有效破解传统课

程与产业需求的脱节问题。通过校企深度协同，将产业技术

标准、真实生产场景、职业能力认证全方位融入教学，可系

统性提升机电一体化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智能制造产业

升级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3.2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创新

 3.2.1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的项目化教学
典型工作任务可来源于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行业技能

竞赛赛项和企业技术痛点（如设备故障率高、生产效率优化

需求）等，任务筛选的标准为能够覆盖机电一体化核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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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性方面要可拆解为梯度化学习任务，匹配课程知识

点；同时要具有前沿性，能够体现工业机器人、数字孪生等

新技术应用。任务难度从“单一技能训练”向“多技术协同

创新”提升，任务目标与企业生产指标挂钩，学生交付物为

企业可用方案或优化报告。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的项目化教学，通过“企业出题、

师生解题、产业验题”的闭环机制，实现了教学内容与岗位

需求的无缝对接。该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技术整合与工程

实践能力，更通过校企资源共生共享，为职业教育服务产业

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3.2.2 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
第 2 学期企业见习可了解生产流程、岗位职责与安全

规范，第 3-4 学期校内实训有利于强化企业任务强化核心技

能；第 5-6 学期的顶岗实习可独立承担岗位任务。在工学交

替的各个阶段，采用企业导师和校内导师共同指导的方式。

引导学生在工学交替的每个阶段进行反思性学习。在企业见

习结束后，要求学生总结见习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分析自己

对实际生产工作的理解和不足之处；在校内实训期间，让学

生反思实训项目的完成情况，与企业实际需求的差距以及如

何改进；在顶岗实习阶段，更是要鼓励学生不断反思自己在

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与同事和上级的沟通协作情况等。通过

这种反思性学习，学生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方法，

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因此企业见习→校内实训→顶岗

实习的螺旋式能力培养模型，可让毕业生岗位适应周期从 6

个月缩短至 1.5 个月，顶岗实习留用率也可大幅提升。

3.3 师资队伍建设

3.3.1 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学团队  
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学团队可推动教师兼具教学能

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确保教师掌握智能制造领域新技术，教

学内容动态对接企业技术标准；建立校企人员互聘、资源互

通、成果共享的可持续合作机制，形成“教师驻企实践、工

程师入校授课”的双向流动模式。企业技术骨干深度参与课

程开发、实训指导及评价改革，校内教师定期驻企实践，形

成“产业技术反哺教学、教学成果服务企业”的闭环；联合

建设“双师型”培训基地、活页式教材及虚实结合实训平台，

实现技术标准、项目案例、师资力量的校企双向渗透。通过

校企协同赋能，破解传统师资队伍“理论强、实践弱”的困

境，缩短学生岗位适应周期，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适

配性，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3.3.2 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机制 
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机制旨在打通校企人才双

向流动通道，将产业前沿技术、真实生产案例及职业标准深

度融入教学，弥补院校师资实践能力短板。该机制聚焦“技

术传授、课程共建、素养培育”三大核心职能，要求兼职教

师参与课程标准制定、实训项目设计及学生职业能力评价，

推动人才培养精准对接岗位需求。 该机制有效破解了职业

教育“教学内容滞后、实践场景脱节”的痛点，未来需进一

步构建“校 - 企 - 行”三方师资共享平台，拓展远程协作教

学模式，强化政策保障力度，推动校企从“短期合作”迈向“战

略共生”。

3.4 评价体系改革

3.4.1 多元评价主体
通过企业导师、校内教师、学生自评三方协同，构建“能

力 + 素养 + 发展”三维评价体系，全面反映学生知识掌握、

技能应用与职业成长。企业导师依据行业标准考核技术规范

性、故障解决效率，侧重实践能力与岗位适配度评价，校内

教师评估理论应用、项目文档质量及课堂表现，聚焦理论应

用与学习过程考核，学生自评通过反思日志、小组互评等反

馈学习成效与改进方向，强调自主学习与反思能力，形成多

维度、动态化评价闭环。 多元评价机制通过校企生三方视

角互补，破解了传统评价“重结果轻过程、重技能轻素养”

的弊端，推动人才培养从“达标考核”向“持续改进”转型，

为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3.4.2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  
过程性评价可记录项目讨论贡献度、创新性建议，按

梯度考核子任务及通过企业导师评分表评估安全规范、团队

协作等软技能。终结性评价是完成企业真实项目并提交技术

文件，或对接“1+X”证书考核或行业技能竞赛成绩。打破“一

考定终身”的传统评价模式，通过动态追踪学习过程与综合

考核学习成果，全面评估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技能进阶轨

迹及职业素养养成。过程性评价聚焦学习态度、阶段性任务

完成度与协作能力，终结性评价侧重技术达标度与复杂问题

解决能力，二者互补形成“成长性画像”，推动教学从“结

果导向”向“能力发展导向”转型。实现了评价的科学性与

发展性统一。未来需深化数字化评价工具应用，动态调整评

价权重，构建“评价—反馈—改进”闭环，赋能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

3.4.3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入考核  
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1+X”证书

制度试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成为衡量技术技能人才能力的

重要标尺。传统考核体系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分数轻能

力”的弊端，难以适应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融入考核体系，实现“课证融通、以证促学、以

证验能”，推动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通过“标准

对接、资源共建、动态迭代”，有效破解了传统考核与产业

需求脱节的矛盾。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政 - 校 - 企 - 行”协

同机制，推动证书考核与岗位晋升、薪酬体系挂钩，构建“学

习—认证—就业—发展”一体化人才培养生态，为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模式创新、师资队伍优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