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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普通大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是为

了培养学术型和工程型人才服务的，致使学术型工程型人才

与技术型人才中间出现断层，目前社会急需大批能将科技成

果及时转化为物质产品和现实生产、服务的技术型人才。那

怎样能把学到的成果用到社会上呢？ 目前流行的 “校企合

作”模式，既能发挥学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又能共同培养

社会与市场需要的人才，是高职院校与企业 (社会) 双赢的

模式之一。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教学与生产的结合，校

企双方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互

用、利益共享，是实现高职院校及企业管理现代化、促进生

产力发展、加快企业自有人才的学历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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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企业集

团，旗下拥有：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振华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重庆振邦清洁服务限公司、重庆振邦文

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重庆同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渝

中育人学校、重庆市东方学堂连锁幼儿园(大渡 口、沙坪坝、

江北等多所分园) 、重庆正德兴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安保人防服务、安保技防服务 (安防工程) 、岗位外包

服务、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国家职业培训、课外培训、幼儿

园教育、保洁服务、人力资源外包、劳务派遣服务、社汽车

保代理、销售、汽车租赁等业务的综合性业务的企业集团。

集团以专业诚信、成就客户、敬业履职、追求卓越为目标，

着力打造一支以退伍军人为主的年轻化、职业化、专业化服

务团队。

集团公司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总后勤部

自主择业的军人发起设立，公司主要负责人曾经参加新中国

建国50 周年国庆大阅兵，具有 20 多年的部队带兵及经营管

理经验。公司的管理人员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空军司令部的自主择业的军人组成。

集团公司将“以亮剑精神、再显军人本色”为指导精神，

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公司立足现在、着

眼未来、汇聚人才，提高服务质量，拓展业务市场，努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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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打造全国企业品牌，从而为建设和谐社

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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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

键环节。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有机衔接，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

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与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积

极响应国务院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精神，借助中国消防

工程业快速发展的行业浪潮，采用定向培养、专业共建、联合培

养的办学模式，共建校企合作消防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协同

育人机制。

2019 年经重庆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报备审批计划，市教育厅核

准收费标准，双方学费统一在省教育厅、物价局报备，每年专业

联合培养预算 80 万余元，双方统一收费。按照预算报备，拨付核

准的原则，企业方费用在学院党委会通过后按照流程报销审批后，

每年足额拨付给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协议，招生人数达到 200 人，由学院提供场地，重庆振

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投放价值 230 余万元的消防安全设备实

训室等硬件设施。自 2020 年开始招生，至今两个年级学生共计 270

余人。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按照协议于 2021 年 6 月投资建设了

消防安全实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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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成的部分实训教学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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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庆市璧山区消防救援支队、重庆市大渡 口区消防救

援支队、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签订校

企合作协议，建立良好的合作(接纳学生顶岗实习、认知实习

以及部分学生就业)机制。见表 3-1。

1 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有限公司 认知实习

2 重庆龙海石化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3 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4 重庆市璧山区消防救援支队 顶岗实习

5 重庆市大渡口区消防救援支队 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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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表 4-1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基本信息

专业名称 消防工程技术 专业代码 540406

专业类别 5404 建筑设备类 学历层次 专科

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或

同等学力
修业年限

3 年，最长修业年限 5年(参军,

创新创业除外)

接续本科 消防工程、安全工程

4.1.2

本专业立足于重庆，面向西南片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社会

经济发展为宗旨，以提升技能为导向，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培

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良好工作态度、责任意识

和团队精神；具有自主学习、创新发展能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文化素

养，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火灾科学的

基本理论、消防安全技术与方法、安全消防政策法规，具有消防安全管理、

火灾隐患评价、控制及安全消防设施操作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http://www.studa.net/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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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人才培养规格是工作岗位对员工知识、能力、素质、职业素养四维度

中重要的整体要求 (见表 4-2) 。

表 4-2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一览表

序号 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描述

1

知识

了解层次
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

消防政策及相应的法律法规。

2 理解层次
火灾调查分析及评估知识；
消防电气技术、消防概预算等知识；

数学、计算机等自然学科和消防技术基础知识。

3 熟悉层次 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的安装、使用和维护。

4 掌握层次
企事业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

防火设计规范及企事业的防火防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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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描述

5 运用层次 会运用消防知识来进行隐患排查和治理。

6

能力

通用能力
运用系统安全原理和消防安全检查方法来完成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消防防火防爆、消防培训等。

7 专业能力
消防安全管理及防火防爆能力、应用文写作能力、消防安全检查能力等。

8

素质

政治思想素质
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自觉遵守国家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健康向上，原则性强。

9 身心素质

具备的健康的体格，全面发展的身体耐力与适应性，合理的卫生习惯与生
活规律；
具备稳定向上的情感力量，坚强恒久的意志力量，鲜明独特的人格力量；
能够和谐的与人交流，互相团结协作，较好的与人合作和社交能力。

10 人文素质
有着丰厚的人文素养，兴趣广泛、谈吐文明，追求较高的学习要求；具有

真善美的价值观。

11 创新创业素质
严谨求实，开拓进取，创新意识强，工作作风硬，质量与效益意识强具；

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为创业打下良好基础的新型学习模式。

12
职业

素养

职业信念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正面积极的职业心态和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意识具备；

爱岗、敬业、忠诚、奉献、正面、乐观、用心的职业信念。

13 职业技能
在职业环境中用以合理、有效地运用消防专业知识、具备消防人的职业素

养、消防安全检查、消防控制室监控及消防设施操作和维护等技能。

4.1.4

4.1.4.1 职业面向

表 4-3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土木建筑大类 所属专业类 建筑设备类

对应行业

国家机构、教育、建筑装饰、装

修及其他建筑业、专业技术服务
主要职业类别

工程技术人员、办事

人员和有关人员

4.1.4.2 岗位 (群) 描述

表 4-4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职业领域与主要职业岗位表

序号 主要职业岗位 职业方向 职业资格证书

1 消防工程检测

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和在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事消防设

施检测、维修、保养

消防设施操作员

(初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A0%E8%AF%9A/1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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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防系统运行和维护管

理

消防维保

消防安全管理员、

消防设施操作员

(中、高级)

3 消防工程施工管理

消防技术咨询、评估、消防安

全管理、消防安全技术培训、

消防设施检测、火灾事故技术

分析、消防设施维护、消防安全

监测、消防安全检查等

消防工程师、施工

员

4 消防救援 各类企事业单位 消防应急救援

消防设施操作员 消防安全管理员 施工员

图 1 本专业职业生涯发展路径

4.1.4.3 典型工作岗位―任务―能力－课程任务分析表

在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岗位中为了更好的完成高职学生的岗位对接，主

要从以下三个工作岗位进行典型工作任务的过程分析，具体见表 4-5。

注册消防工程师

项目经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88%E9%98%B2%E8%AE%BE%E6%96%BD/421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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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工作岗位－任务－能力－课程分解表

序

号

工作岗

位

典型工作任务 核心能力 支撑核心课程

1
消防工程

检测
消防检测

消防设备检测能力；消

防系统的测试能力；

应用消防设计及施工验收规

范的能力。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

动与控制、防排烟工程、消

防设备工程技术、消

防电气技术

2

消防系统

运行和维

护

管理

消 防设施设备

的检查、维

保

检查消防设备设施的性能，

日常巡查，排查火灾隐患，

火灾时疏散人群、扑救初期

火灾和报警等应急处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

动与控制、消防安全管

理、消防给排水工程、

消防施工技术

3

消防工程

施工管理

各类消防系统的

设 计、施工、运

行、调试和维护

具备消防安全管理、火灾事故

技术分析、消防设施维护、消防

安全监测、消防安全检

查等能力

建筑防火设计、消防法

律法规、消防事故案例

分析、防排烟工程

4
消防救援

消防救援 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与预案的编制

技术、危险品性能检测

与评价

4.1.5

参照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及岗位职责，对安全消防岗位进行职业分析，

打破原来的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将原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

进行解构，按照“具体工作岗位→提炼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学习领域→

设计教学项目→形成课程体系”的过程，重新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

系。在充分考虑工作过程的完整性、任务的难易程度、学时分配的合理性

和教学组织的可操作性前提下，根据认知及职业能力形成规律，按行动领

域所承载的知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能力培养的递进关系确定学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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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课程。部分课程设置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课程设置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1 消防基础知识 专业基础课 A 专业必修课

2 基础化学 专业基础课 A 专业必修课

3 消防制图与识图 专业基础课 C 专业必修课

4 消防法律法规 专业基础课 A 专业必修课

5 消防安全管理 专业基础课 B 专业必修课

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与控制 专业课 C 专业必修课

7 建筑防火设计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8 危险品性能检测与评价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9 消防给水排水工程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0 消防防排烟工程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1 消防设备工程技术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2 消防电气技术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3 消防事故案例分析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4 应急救援与预案编制技术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5 消防技能训练 专业课 C 专业必修课

16 体能训练 专业课 C 专业必修课 (项目教学)

17 消防车的认知和实战 专业课 C 专业必修课

参照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及岗位职责，对安全消防岗位进行职业分析，

打破原来的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将原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

进行解构，按照“具体工作岗位→提炼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学习领域→

设计教学项目→形成课程体系”的过程，重新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

系。在充分考虑工作过程的完整性、任务的难易程度、学时分配的合理性

和教学组织的可操作性前提下，根据认知及职业能力形成规律，按行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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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承载的知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能力培养的递进关系确定学习领

域课程。部分课程设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课程设置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1 消防基础知识 专业基础课 A 专业必修课

2 基础化学 专业基础课 A 专业必修课

3 消防制图与识图 专业基础课 C 专业必修课

4 消防法律法规 专业基础课 A 专业必修课

5 消防安全管理 专业基础课 B 专业必修课

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与控制 专业课 C 专业必修课

7 建筑防火设计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8 危险品性能检测与评价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9 消防给水排水工程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0 消防防排烟工程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1 消防设备工程技术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2 消防电气技术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3 消防事故案例分析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4 应急救援与预案编制技术 专业课 B 专业必修课

15 消防技能训练 专业课 C 专业必修课

16 体能训练 专业课 C 专业必修课 (项目教学)

17 消防车的认知和实战 专业课 C 专业必修课



— 19 —

4.2.2.1 教学环节周分配表

表 4-1 学期教学周数安排表(括号内周数因专业各异)

学期 入学教育 军训教育 课堂教学
职业体验

(认识实习)
(综合实训及
跟岗实习 ) 顶岗实习 考试 机动

(社会
实践) 合计

一 1 3 14 1 1 20

二 18 2 20

三 18 1 1 20

四 18 1 1 20

五 10 8 1 1 20

六 18 1 1 20

合计 1 3 78 2 1 26 5 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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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教学进程安排

表 4-2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课程教学进程安排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
程名
称

课 程
类型

考 核
形式

课 程
学分

计划学时 按学期分配(学时)
课 程
性质

0501010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Ⅰ

A √ 1.5 24 20 4 24 24 必修

0501011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Ⅱ

A √ 1.5 24 20 4 24 24 必修

050101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Ⅰ

A √ 2 32 28 4 32 32 必修

050101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Ⅱ

A √ 2 32 28 4 32 32 必修

05010106 形势与政策 Ⅰ A

1

8 8 0 8 8 必修

05010115 形势与政策Ⅱ A 8 8 0 8 8 必修

05010108 形势与政策Ⅲ A 8 8 0 8 8 必修

05010109 形势与政策Ⅳ A 8 8 0 8 8 必修

05010103 大学体育 Ⅰ C 2 36 4 32 36 36 必修

05010113 大学体育Ⅱ C 2 36 4 32 36 36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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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
程名
称

课 程
类型

考 核
形式

课 程
学分

计划学时 按学期分配(学时)
课 程
性质

05010114 大学体育Ⅲ C 2 36 4 32 36 36 必修

06010502 军事技能 C 2 112 0 112 0 112 必修

05010133 军事理论 A 2 36 36 0 36 必修

05010134 入学教育 A 1 24 24 0 24 24 必修

0501012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Ⅰ A 0.5 8 8 0 0 8 必修

0501012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Ⅱ A 0.5 8 8 0 0 8 必修

05020412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
实务

B 2 32 24 8 32 32 必修

05010118 创业就业指导 B 2 32 24 8 32 32 必修

05010116 计算机基础 B 4 64 12 52 64 必修

05010101 应用数学 A √ 3.5 56 56 0 56 必修

05010102 实用英语 Ⅰ A √ 3.5 56 48 8 56 56 必修

05010112 实用英语Ⅱ A √ 3.5 56 48 8 56 56 必修

小计 共 22 门课程 / / 38.5 736 428 304 608 268 164 76 40 32

0502041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A 1 16 16 0 选修

05020414
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欣
赏 B 2 32 24 8 32 32 2 选

1
05020411 实用文写作 B 2 32

05020409 普通话 B 1 16 12 4 16 16 2 选
1

05020404 演讲与口才 B 1 16
05020415 音乐欣赏 B 0.5 8 8 0 0 2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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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
程名
称

课 程
类型

考 核
形式

课 程
学分

计划学时 按学期分配(学时)
课 程
性质

06060101 公共安全教育 B 0.5 1

小计 共 4 门课程 / / 4.5 72 60 12 48 48 48

合 计 共 26 门课程 / / 43 808 488 442 656 268 164 124 88 32 0

14162101 消防法规 A 4 56 56 0 56 56

14162102 基础化学 A 4 56 56 0 56 56

14162103 消防制图与识图 C 4.5 72 0 72 0 72

14162104 消防基础知识 A 4.5 72 48 24 48 72

14162105 消防安全管理 B 4.5 72 48 24 48 72

14162106 消防电气技术 B 4 64 24 40 32 64

14162107 消防技能训练 B 4 72 32 40 0 72

14162108 消防设备工程技术 B 4.5 72 16 56 16 72

小计 共 8 门课程 / / 36 536 280 256 256 112 144 144 72 64

1416220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
与控制

C 4 64 8 56 16 64

1416
2202

建筑防火设
计 B 4.5 72 48 24 48 72

14162203 消防系统设计与施工 B 4.5 72 16 48 3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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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
程名
称

课 程
类型

考 核
形式

课 程
学分

计划学时 按学期分配(学时)
课 程
性质

14162204 消防事故案例分析 B 4.5 72 16 48 32 72

14162205
应急救援与预案的编制
技术

B 4.5 72 32 40 32 72

14162206 消防给水排水工程 B 4.5 72 32 40 32 72

14162207 防排烟工程 C 4.5 72 16 56 16 72

小 计 共 7 门课程 / / 31 496 168 312 208 144 288 64

14162301 危险品性能检测与评价 B 4.5 72 40 32 40 72

14162302 职业卫生 B 2 32 32 0 32 32

14162303 防火防爆技术 B
4 64

40 24 40
64 2 选

114162304 消防系统设计调试检测 B 32 32 32

小 计 共 3 门课程 / / 10.5 168 144 88 144 32 72 64

消防体能训练 (项目练
习 ) / / 每天训练 2h

14162109 认知实习 / / 2 48 48

14162110 跟岗实习 / / 1 24 24

14162111 毕业设计 / / 2 48 48

14162112 顶岗实习 / / 24 48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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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
程名
称

课 程
类型

考 核
形式

课 程
学分

计划学时 按学期分配(学时)
课 程
性质

小计 共 5 门课程 / / 29 600 24 24 48 480

合计 共 23 门课

程

/ / 106.5 1800 592 656 608 144 144 360 360 192

合计

/ / 149.5 2608 分期教学周数 14 18 18 18 12

分期课内学时 23 22 26 24 26

分期课程门数 10 10 10 9 6

分期总课时数 400 340 440 440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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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学时 (学分) 统计表

表 4-3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学时 (学分) 统计表

课 程 属 性 学时数
占总课时
百分比

学分数 占总学分
百分比

理 论
学时数

实 践
学时数

实践学时占总
课时百分比

公共基础课

公共必修课 736 28.2% 38.5 25.8% 428 430

59.7%

公共选修课 72 2.8% 4.5 3.0% 60 12

专 业 课

专业基础课 1136 43.6% 65 43.4% 280 856

专业核心课 496 19.0% 31 20.7% 168 312

专业选修课 168 6.4% 10.5 7.1% 114 88

合 计 2608 100% 149.5 100% 1050 1558

根据消防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工程施工的过程，将整个系统的施工分

为 17 个项 目，每个项目又分为学习目标、项 目导人、学习任务、实施条

件、操作指导、问题探究、知识拓展与链接、质量评价标准以及项目总结

与回顾 9 个模块。通过任务驱动、探索式学习、过程性评价等方式，让

读者通过具体项 目的实施来掌握消防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施工的过程、规

范和方法，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实现了“做

中学、学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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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针对高职高专教学特点，突出实践能力培养。让学生们更好的

去掌握燃烧与爆炸的基本原理，危化品的防火与防爆技术等措施的基本能

力。结合最新技术标准， 系统阐述了燃烧与爆炸的基本原理、防火防爆

的基本技术与措施，并且专题介绍了危险化学品和典型危险场所的防火与

防爆技术，火灾与爆炸事故管理和火灾与爆炸事故的现场处置技术，具有

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本书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实施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201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 GB 50116—2013) 、

《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 2010 年版) 》 (GB 50193—1993) 、《泡

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 GB 50151—2010) 等规范、标准为依据，主要介

绍了建筑防火材料，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厂房、仓库和材料堆场防火设计，

建筑防火构造与设施，建筑消防系统设计，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

建筑防火与减灾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动气体和

泡沫灭火系统，建筑灭火器的配置，消防系统供电，建筑消防系统的布线

及接地等内容。

本教材是一本课证融合的教材，依托注册消防工程师的考试内容，里

面涵盖了《消防安全案例分析》《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和《消防安全

技术实务》的重要知识点。紧扣规范，按照“总结考试要点，构建思维导

图；内容归纳解剖，图表理解记忆；规范条文链接，案例每 日一练；历年

真题研究，把握出题思路”等方面对教材每章的知识点进行提炼，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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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归纳和解剖，为学生的学习和考证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书系统阐述了事故管理技术和事故应急救援的原则、任务，以及事

故应急救援的预案编制、管理、培训、演练方法和操作步骤。按照“重点

突出，具体实用，易操作”的原则，重点介绍了事故认定与调查，事故应

急救援装备配备和使用，事故发生后的现场抢险和处置方法，现场急救方

法等应急救援的关键环节，针对典型事故，介绍了应急处置的方法与防范

措施。

内容包括给水排水管道系统概论、给水排水管道工程规划与布置、水

力学基础知识、给水管网系统的设计计算及优化设计、排水管网系统的设

计计算、给水排水管道材料与附件及给水排水管网系统的运行管理和维护

等。

系统地介绍了建筑防排烟工程的基础知识及工程技术，包括高层建筑

火灾的基础知识，自然排烟、机械排烟和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的理论知识及

系统设计要点，还介绍了地下建筑与地下车库的通风与防排烟设计，并汇

集了高层建筑防排烟系统的设备器材和设计常用资料，结合实例，使读者

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建筑防排烟工程的体系和功能，并能掌握其基本

理论及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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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校内实践教学条件

为确保学生掌握扎实的实践技能，完成课程教学效果和专业培养结果

的考核，实行目标效果考核，建立实践教学保障制度。这就要求校企双方

共建并完善实训基地。学校提供已购买的教学实习设施设备给该项目教学

实习使用，其他需要的教学设施设备由企业负责出资购买以及建设相关专

业实验实训室。企业两年内共投入 300.00 万元,包括对教室、实训室、教

学设备进行改造、装修等。第一年投入 150 万元 ( 壹佰伍万元) ，第二

年投入 150 万元 ( 壹佰伍万元) 。后续根据学生人数按照比例进行投入，

根据教育教学需要进行追加。具体专业实践教学条件的各项指标要求见表

4-1。
4-1

主要指标 具体要求

校内实训条件
具备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要求所必须的实训条件，充分利用好消防体 验
馆 等实训室。 (部分是企业完成)

校外实训条件 具备能满足当前学生多类实习需要的、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企业完成)

实践教学管理

实训实习管理制度完善，有专门的实训实习管理人员。有齐备的实训教学标准
(大纲 ) ，执行良好；实训开出率达 100%；实习基地运行正常，组织实施多类实习

教学；积极推行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等多种实习形式，实习累计时间原则上不低于 6
个月，各种实习有目的、有任务、有记录、有检查、有指导，合作
企业参与实习学生考核。 (校企共建)

4.3.1.2

为了能够达到消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取得较好的教学效

果，实施本人才培养方案时应该提供必要的实践教学条件。校内实训基地

主要包括 7 大实训系统，8 大实训项 目。下表列出 了每个教学班校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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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设备配置 (表 4-2) 和实践教学环境能够完成的实践教学课程。
4-2

消防实训基地

消防设备系统 消防设备操作训练

防排烟系统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防排烟系统

宿舍逃生系统 紧急缓降系统

消防控制室 消防控制中心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VR 逃生体验系统 VR 模拟逃生体验

模拟超市系统 消防卷帘

4.3.1.3 校外实践教学条件

本专业拥有校外实训室 (基地) 3 个，能满足课程标准中的实训项 目

的教学需求， 保证本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与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

管有限公司、重庆龙海石化有限公司、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知名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建立良好的合作(接纳学生顶岗实习、认知

实习以及部分学生就业)机制。见表 4-3。

4-3

1 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有限公司 认知实习

2 重庆龙海石化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3 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4 重庆市璧山区消防救援支队 顶岗实习

5 重庆市大渡口区消防救援支队 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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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阶段式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职业院校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总体要求，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安排教学任务的规范性文

件，是实施专业人才培养和开展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为 了进一

步深化教学改革，以校企合作为平台，以职业能力为主线，创新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以行动导向的课程开发为切入点，校企

合作实施人才全过程培养。本专业与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密切合作，在行业专家、安全管理人员参与下，对安全消防

职业岗位群进行分析，根据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确定学生应具

备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在学生阶段培养的过程中，

创新“校企合作，三阶段，三环境，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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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1 所示。根据消防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依托重庆振华

这一企业的资源和平台，结合职业标准和企业岗位能力需求及专

业实际情况，将三阶段，三环境引入教学过程，真正实现行业、

企业、校内资源有效利用，将行业、企业要素融入教学中，实现

以学生为中心，全方位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第一、二、三学期，职业基础知识和职业基本技能培养阶段。

进行基础课程的学习和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完成职业基

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

第 四、五学期，职业核心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阶段。学生在

学校、消防管理部门、企业之间进行交替学习，根据课程的需要

进行有针对性的生产见习和实践，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基地、消防

行业管理部门、企业三种教育资源环境的师资、设备和技术优势，

使学生在不同的教育资源环境中“教中学、学中做、做中学” ，

提高学生消防和消防管理专项能力及综合能力。将学生分成若干

个实习小组，进行消防专项能力及综合能力训练，同时完成专业

拓展能力的培养。通过专业核心课程学习及技能训练，使学生掌

握先进的消防管理技术，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第六学期 ，顶岗实习。为职业岗位能力培养阶段，这一阶段

主要是在重庆振华安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安排学生以员工

的身份进入企业进行安全消防顶岗实习和社会消防顶岗实习。顶

岗实习实行“双管理，双考核”机制。实习前，设计制定顶岗实

习方案，成立实习指导小组 ( 由学院和重庆振华共同组成的) 。

实习中，检查、指导与协调，实习指导小组成员各负其责，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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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企业技术人员承担学生顶岗实习的全程指导，指导学生

制订工作计划、填写工作 日记、撰写实习总结，负责学生的出勤、

工作态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学校老师分片巡回指导，

解决学生在工作岗位上遇到的问题。实习后，成绩评定， 由学生

提供实习成果，校企双方共同对学生进行岗位技能及职业素养综

合考核，共同评定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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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满足并适应我国快速发展的消防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的需求及专业发展需要，提高校企合作专业教学质量，大力提高

校企合作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就业竞争力，校企双方

按照“素质培养为先、职业定位准确、培养模式先进、专业特色

鲜明、人才质量优良”的培养目标，以校企合作为依托，构建“校

企一体、岗位能力为主”的专业课程体系，开展教学内容与教学

方法的创新与建设，以“教、学、做、知识、能力、素质”六位

一体的教学方法为突破 口，突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训打造教

育理念新、教学水平高、业务素质硬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开设了

学生素质提升课，针对消防方面的专业训练，提升学生的身体素

质和消防实践双重能力，增强校企合作专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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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共享共赢。但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

题需要解决。比如，在制度方面，尽管国家和省、市政府相

继出台了一些指导方针及原则，但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

政策法规和实施细则，缺乏约束力和驱动力，降低了企业参

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在运行方面，校企合作缺乏起协调服

务作用的第三方。校企合作是学校和企业两个利益主体之间

的合作。应有第三方进行协调、监督和服务，这样才能保证

校企合作顺利进行。在内涵方面，合作的层次还比较低、范

围还比较狭窄，基本停留在学生就业和企业招工层面。这些

都制约了校企合作的广泛深入开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和企业的不断壮大，校企合作的的前景还是一片光明的。

6.1 政府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增强

各项优惠政策将不断推出并得到全面落实，责、权、利

对等的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逐步形成。一是鼓励企业建立健

全职工培训制度，借助职业院校的培训优势，有计划地对职

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二

是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

规定，对于支付给学生实习期间的报酬、意外伤害保险费等

费用，资助和捐赠给成员学校的用于教学和技能训练的资金

和设备费用等，进行税前扣除。三是建议把是否积极参与职

业教育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作为和谐企业、和谐园区和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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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评选等评先评优活动的一个约束性指标。四是充分发

挥各种媒体作用，大力宣传高技能人才以及为高技能人才培

养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典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激励企

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

6.2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作为职业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企业不能只是满足于用人，

还应积极参与人才的培养。随着经济发展、产业格局的逐步

形成，将有更多具有战略眼光和一定經济实力的企业成长起

来，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

一步增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一来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增强企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二是可以为企业的

发展培养和储备更多的技能人才，保持发展的不竭动力，不

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6.3 校企合作内涵进一步拓展

一是要充分发挥与市经信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桥梁

作用和职教联盟的平台作用，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构

建更加广泛、更为巩固的校企合作关系。二是积极探索“把

学校建在企业，把企业建在学校”新的校企合作模式，吸引

企业融资合作办学。吸引更多的骨干企业引进校园，提升校

企双方的融合程度和合作水平，共同做好技能人才的培养培

训工作。三是加大“订单培养”合作力度。在所有专业和班

级都建立相对稳定的校企合作平台。逐步扩大定向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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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招生与招工同步，教学与生产同步，实习与就业同

步。

总之，校企合作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正确方向，

是又好又多又快地培养技能人才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它

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政府部门、职业院校和产业企

业的共同努力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校企

合作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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