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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共育电子信息行业卓越工程师 

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半导体显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

家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单位。该公司对于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群来说，专

业对口、规模够大、技术先进，在经营理念、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上都满

足了专业群的建设需求。而且企业也期望通过校企合作，利用学校强大师

资帮助他们解决相关科研难题，协助做好员工培训，同时选拔优秀实习生

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用工需求，达到“双赢”的效果。 

（一）主要做法 

为了打造具有广东机电特色的职教靓丽名片，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群与

行业产业认可的龙头企业——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在“引企入教”

改革、订单班人才培养、X证书标准的制定、教师企业工作室、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企业员工培训、产业技术转化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打造“校

企命运共同体”，集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社会培

训等功能为一体，促进专业师资、课程、实践条件等资源整合和结构优化，

批量培养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卓越工程师，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图 1 “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模式 

1. 深化“引企入教”，促进校企联动发展 

①校企共同制定“卓越工程师”培养方案，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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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 

校企双方结合自身条件和资源，以广东省发展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

人才需求为依据，合作创新电子信息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选派优秀技术

人员和专业教师，共同开展人才需求及资源支撑性等调研，订制“卓越工

程师”培养方案，共同开发教材及配套教学资源，并对现有专业的实验、

实训软硬件环境进行改造升级，培育符合企业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技术技能

人才。 

②校企共同实施“订单培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 

结合企业需求和人才培养计划，采用学生自愿报名，通过笔试和实操

选拔组成“华星光电”订单班。校企共同研发“文化+素质+技能”融入训

练方案，精准开展职前项目训练和到岗半年内的适岗稳岗指导，提升人才

适用性和针对性。同时，聘请企业的能工巧匠为兼职教师，参与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确保企业技术标准、岗位技能标准、价值理念

文化提前植入课堂。 

 

③校企共同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书证融通”课程体系，全面

对接产业发展需求 

组建教学资源的校企开发团队，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工

作过程为主线，重构以职业能力单元模块为核心的专业课程体系。根据

“1+X”证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结合 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一

线关键技术岗位需求，遴选质量检测试验类、智能电子产品调试维修类、

智能电子产品开发类等对应各专业的 X证书。与企业联合编写 X证书教材

《智能终端产品的检测与维修》。建立专业教材审核和定期修订机制，使

专业教材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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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职业能力单元模块构建过程 

2. 强化平台与载体建设，推进产学研互融互促 

①建设“教师企业工作站”，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 

校企双方共建“教师企业工作站”，专业教师轮流到“教师工作站”

开展实践锻炼，学习企业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深度参与企业项目的技术

攻关、成果转换，实施“六个一工程”企业实践锻炼考核： 

即完成联系 1个产业导师、参与 1项企业技术攻关、申报 1项高价值

专利、培训 1批企业技术人员、提炼 1份岗位职业技能标准、撰写 1份实

践总结报告。通过下企业实践锻炼，使教师真正融入企业的技术开发领域。 

②校企共建智能互联协同创新中心，助力创新成果和核心技术产业

化 

依托智能互联协同创新中心，组建电子产品、人机控制、物联网应用

3个技术中心和创新团队。通过每年组织 3-5次科研交流活动和技术培训

等方式，开展电子产品、机器人应用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为学生提供一个

面向实际工程应用，自主学习、实践的平台。同时，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高

校师生、企业技术人员、社会人员进行创新创业培训、企业孵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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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制度建设，保障校企合作长效可持续发展 

①建立健全实训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管理办法》《实践训练考核办法》等一

系列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并解决校企合作工作中的重

大事项。基地老师负责实习学员的日常管理、专业实习的组织与实施以及

与企业的协调与沟通，院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对实习实训工作进行不定期检

查。 

②建立产教融合质量“三位一体”评价体系 

严格执行学校制定的教学质量评价相关规章制度，在教学管理和质量

评价制度建设方面，实行专业指导委员会、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企

业教师“四级审核”制度以及集产教融合客观量化指标、人的主观利益诉

求、第三方评价为一体的产教融合质量“三位一体”评价体系，形成了可

持续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确保了质量保障可控化。 

（二）成果成效 

1. 成为电子信息行业“卓越工程师”的人才供应地，社会认可度显

著提高 

近三年向 TCL华星光电输送了 178名优秀毕业生，并均成为公司的技

术骨干；向电子信息行业输送了 1700多名毕业生，部分优秀学生如胡敏、

黄守帆已成为其所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新生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达到

100%，报到率 91%以上，最低分数超过省控制线 20分以上。 

同时，企业教师协助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得优异成绩，包括：广

东省电子设计大赛一等奖 1项；全国职业技能竞赛广东省赛区省级奖项一

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广东省计算机设计竞赛三等奖 1项；“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省特等奖 1项，省一等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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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二等奖 1项和省三等奖 1项，获得广东省大学生“攀登计划”科技创新

项目 6项。 

2. 专业建设成果丰硕 

校企共建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1 个；参与“1+X”证书《智能终端产

品的检测与维修》试点；开发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1本。立项省

级教改项目 2项，发表教研论文多篇，建设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门，

获省教学能力大赛奖 4项。 

3. 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显著增强 

获批立项省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2 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个，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项目 2项，广

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1项、企业横向课题 8项，合同经费 150多万元。授权

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培训企业员工 300 多人。惠州华星

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依托平台成功申报广东省产教融合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