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企业概况

大连日佳电子有限公司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由国家认证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秉承“视品质为企业生命之本”的经营理念，现已发

展成为拥有总资产 2.8 亿元、占地 42,000 ㎡，扩建后的新厂区 2021 年 5 月已

投入使用。公司生产涵盖 SMT 表面贴装、电子线路板组装、轨道交通照明、民

用照明等，同时具有多个研发生产方向的优秀民营企业，先后通过 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IRIS 国际轨

道行业基准，并获得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纳税信用 A级企业等荣誉称号。

图 1 大连日佳电子有限公司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大连日佳电子有限公司与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自 2016 年开始进行合作，

大连日佳电子有限公司与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签署了长期校企合作协议，企

业重点参与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建

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工作，开展了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订单式人才

培养等具体合作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专业的产教融合、校企双主体教学和就业

工作。企业合作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 2016 年被评为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示范专业，2018 年被评为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特色专业，2019 年

被评为国家骨干专业；2020 年被确认为国家“1+X”证书制度试点专业，2021

年获评为辽宁省高等职业教育五星级专业。近年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

社会声誉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生源数量逐年递增，对区域内同类院校相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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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

三、企业资源投入

1.企业为专业教师工程实践提供良好条件

大连日佳电子有限公司拥有先进的电子产品制造技术和SMT专用设备，为专

业教师提供了良好的企业实践机会。截止目前专业共有7位教师利用假期前往公

司进行工程实践培训。通过培训，教师对电子产品智能化生产技术的新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有了更多更直观的了解，也深入领会到了企业先进的

工艺管理及良好的企业文化，这些都逐渐融入到日后的教学内容之中。

图2 专业教师企业工程实践

2.实训基地投入逐年增加

大连日佳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学校的校外实训基地，承担学生的跟岗实习、

顶岗实习，每年接收 50 余名学生实习，时间达 6 个月以上。近年来，公司自行

研发了智能化插件机、分拣机等先进生产设备，并应用于实习现场，学生通过

在真实的工作岗位进行现场工作和实训，有效提高了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3.专业课程进行企业课程置换

构建企业、学院教学团队，将部分专业课程内容进入企业车间，实施课程

企业现场教学，落实专业跟（顶）岗实习，即“厂中校”模式。跟（顶）岗实

习专业课程主要学习电子生产设备的工作原理、现场操作、常规维护、 常见故

障检修等内容，实践性很强。公司结合先进生产与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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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课程进行企业课程置换，并配套了操作视频等教学资源，所有的教学内

容均来自于工程实践，教学内容零距离对接职业岗位，边学边做，迅速提高了

学生的操作技能。

表 1 企业课程置换

校内课程 企业课程置换

电子信息专业导论 企业文化与管理

安防工程技术 机器视觉技术

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技术 工业网络技术

开关稳压电源技术 工业机器人应用

4.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培训

订单班成立前，企业派出人力部门负责人来学院给学生做企业文化宣传和职业岗

位介绍。学生入职后，企业技术人员为“日佳班”的学生做专题报告和技术培训，例

如大学生职业规划、电子产品工艺流程、集成芯片制造技术等，帮助学生尽快熟悉工

作环境，更好的理解当前电子信息产业和发展前景，解答未来职业发展的困惑，迅

速实现由学生到员工的角色转变，使学生在短期内获得较大的进步，掌握学校

学不到的一些知识技能。

图 3 公司技术人员为订单班的学生做岗位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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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1.实施产教融合的“双元”育人模式改革

按照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合作实施“四化、六融合、六共同”

的“双元”育人模式改革。以企业真实产品或生产任务为载体，融入“任务驱

动、项目导入、教学做一体化教学”的全部特点，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

性和创造性。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学生的培养以电子产品制作项目和生产性

实训为主，将专业技能、职业道德与职业素质的培养融入到各个教学实训环节

中。通过专业基本技能实训，掌握电子技术基本技能；通过“双元”育人模式

改革，开展校外生产实习和顶岗实习，完成从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工作人员的

角色转变，掌握岗位职业能力；达到学生校内生产性实训和校外顶岗实习教学

环节的有机衔接。

图 4 “四化、六融合、六共同”的“双元”育人模式

2.与学校合作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学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建立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与

课程体系重构的动态更新机制，建立基于职业岗位的“双核（素质+技能）递进

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5

图 5 参与学校“双核（素质+技能）递进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

3.支持学校合作开发教学资源

企业积极参与学校的教学资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讨，制定课程

体系框架、课程设计，确定校企合作共同课程资源开发、考核评价机制。

图 6 参与学校教学资源建设研讨

4.企业导师指导顶岗实习

在顶岗实习中，采用“双导师”制，企业指派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学生的师傅，手把

手的为学生传授技能。每位学生除了校内的指导教师，都由一名企业的工程师作为指导

教师，与学生实习的岗位相结合，企业导师重点负责工程实践方面的指导，校内教师定

期检查顶岗实习工作。通过“双导师制”，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动手实践方面都得到了较

大的提高，培养了学生敬业精神，养成了良好的职业道德，练就过硬的职业技能，从根

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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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导师指导学生顶岗实习工作现场

五、助推企业发展

学校坚持走校企合作之路，以产教融合、订单培养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切入点，引导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高技能

人才，从而带动专业整体建设水平的提升，积极助推企业发展。

1.学校为企业输送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企业与学校合作开展优质“订单式”人才培养，为企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

电子技能人才，实现了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和协同育人。自从 2016 年校企合

作以来，学校订单班共为日佳电子输送了百余名优秀毕业生，这些学生为公司

的建设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很多已经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和技术骨干。

表2 2022 年优质订单班实习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年级

1 杨星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2 王志全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3 李乐 女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4 刘私怡 女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5 刘凯齐 女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6 张航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7 曲文龙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8 葛同欢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9 李林谦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10 孙佳文 女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11 范馨蕊 女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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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新春 女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13 王诗源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14 刘照弘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15 孟雨轩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16 张健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020 级

17 王博 男 工业机器人技术 2020 级

18 陆安祺 男 工业机器人技术 2020 级

19 宋佳阳 男 工业机器人技术 2020 级

20 齐红震 女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020 级

21 王天驰 男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2020 级

2. “订单定制式”人才培养

企业与学校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中，包括“订单式”人才培养和共建校外

实习基地。“日佳班”的学生于第五学期，进入公司进行顶岗实习。实习过程

中完全按照企业学生在真实的企业环境和生产现场，接受真实的技能训练，体

会到了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如何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图8 签订的“订单式”人才培养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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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校企签订 “订单式”人才培养洽谈

六、问题与展望

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正在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电子信息行业已经迈入了智能制造的工业 4.0 时代。根据辽宁省工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要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的总体部署，确定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数字视听、新型元器件和智能应用电子等产业是未来我省电子信息行业的主要

发展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主要有：

1.作为电子产品制造业技术人才，必须掌握更加全面的专业知识，具有复

合型人才的素质。

2.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制造技术飞速发展，电子制造业正朝着更加智能、

安全、环保、快速的方向发展。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跟上科

技进步。

随着国内电子制造业技术的不断升级，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

量将急剧增加，校企深度合作共同培养电子信息人才将是电子企业主要选择，

是企业智能化生产转化升级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