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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地处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四川德阳，始建于1959年，与中

国二重、东方电机同时布点建设的学校。隶属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2006年，

学校由四川省经信委、德阳市政府实行“省市共建”。目前在校学生12000余人，

教职工936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246人，校园面积1166亩。学校先后荣获国家高技

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

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称号。

一、学校办学基本情况 二 三 四



随着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装备、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

了更高要求，高职教育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新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人才培

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n 毕业生敬业精神不强，不愿做一线技术工人，岗位认同度低，跳槽频繁。

n 人才培养跟进产业技术发展不够，教学内容更新慢，实战训练不足，毕业生工

作上手慢，适应能力不强。

n 校企合作深度不够，技术应用研究与技术服务项目少，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和社

会服务能力提升不可持续。

一、学校办学基本情况 二 三 四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到哪里，学校办学就跟进到哪

里，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提供什么样的人才支撑”的办学理念。

围绕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产教

深度融合，不断创新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培养懂技术、

精技能、能创新的德技兼修的现代工匠。

一、学校办学基本情况 二 三 四



从2010年起，学校先后与中国航发

北京航材院、中国二重万航模锻、东方

电气集团、中科院成都分院等联合进行

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高端装备制造

业高职人才培养模式(1331模式)

n 搭建一个产学研平台

n 实施“三个对接”

n 推行“三个进入”

n 塑造“大国工匠”精神

一、学校办学基本情况 二 三 四



针对航空航天、燃气轮机、智能制造装备等产业的发展，整合德阳重机备件厂、

材料中心等校内教学科研生产机构，引入科研院所、企业研试中心、创新型企业，

共建产学研平台；汇聚科研生产设备、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创新与服务项目等资源，

协同实施产品试制与生产、技术应用研究、创新创业、师生工程实践能力提升，增

强服务社会能力，实现校企合作可持续发展。

二、搭建产学研平台一 三 四



n 产学研合作，共建“德阳中科先进制造创新育成中心”。德阳市政府牵

头，提供政策支持和1200万元/年运行经费，学校提供人员、场地和设

备设施，引入中科院科技资源和研究成果，联合周边企业共同组建项目

团队，开展科技攻关、共性技术研究、成果孵化转化和人才培养，带动

区域协同创新，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格局。

二、搭建产学研平台一 三 四



n 产教融合，共建“航空材料检验检测中心”。北京航材院提供检验检测技术

标准和规范，中国二重万航模锻组织新产品试制与生产，学校提供设备设施

和组建产学研团队，为420、624、132、中国二重、核九院等企业，开展航

空材料检验检测服务、检测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和从业人员培训。

二、搭建产学研平台一 三 四



n 国际合作，共建“四川省工业机器人应用创新中心”。由省政府推动，省经

信委和德阳市政府共同支持，学校与德国KUKA、成都环龙合作，引进机器人

操作、编程、维修和应用研发的人才培养标准、教材及实训设备。并通过教

育部获得瑞士ABB等三家公司价值500万元的机器人捐赠，进一步增强了人才

培养培训与技术服务能力。

二、搭建产学研平台一 三 四



n 融入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省级工程实验室”。由省发改委批准，

学校投入8000万元，校企共建“装备制造业机器人应用技术、高温

合金切削工艺技术、航空材料检测与模锻工艺技术”3个“省级工程

实验室”，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技术应用研究、工程化试验等。

站在产业技术前沿，引领专业建设发展。

二、搭建产学研平台一 三 四



1.抓住产教融合关键环节，实施“三个对接”

以产学研平台建设为载体，通过政府主导、行业引领、企业参与，建立“快速反应、

同步跟进、动态调整”的产教融合机制，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实

现与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对接。

n  政府主导，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对接。2011年，省经信委下文并组织学校与四川大企

业和特色产业园区对接，在学校搭建“四川省产教融合信息平台”，研究产业发展规划、人

力资源供求状况，学校跟进产业前沿，适应高端装备制造对人才的需求，优化调整专业结构，

服务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重大专项。

一 二 三、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工匠 四



n  行业引领，人才培养方案与岗位职业要求对接。在全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航空学会

等行业组织的支持下，学校成立由行业企业参与的产教融合理事会、专业(群)建设指导委

员会，依据岗位职业要求，结合终身学习和发展，制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系统设计课程

体系。

n 企业参与，教学内容更新与企业技术进步对接。组建专兼结合的产学研团队，开展工艺

技术研发、检验检测服务、新产品开发，将生产、科研与技术服务中形成的工程案例纳入

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更新与企业技术进步对接。

一 二 三、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工匠 四



2.突出实战能力培养，推行“三个进入”

让教师进入产学研平台、学生进入项目、教学进入现场，通过“三个进入”，

将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落到实处。

n 教师进入平台。建立专任教师轮岗制度，保证专业课教师每五年至少一年进入产学研

平台，从事生产与管理、技术应用研究与技术服务等，形成教师工程实践能力持续提升的

长效机制。 

n 学生进入项目。将新产品试制、技术应用研究、技术服务等项目作为工程素质提升课

程，纳入选修课。学生作为项目助手，参与项目实施，提升学生实战能力。 

n 教学进入现场。推行主干专业课“双教师授课”，理论性强的内容由专任教师讲授，

实践性强的内容由平台内的工程技术人员现场讲授；技能课程、工程素质提升课程按照生

产、工艺技术和管理规范进行现场教学。 

一 二 三、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工匠 四



3.立德树人，构筑“大国工匠”成长之路
在“三个进入”的基础上，创新班级导师制度、建立学生党员校企“双汇报、双考察”制

度、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坚持立德树人，弘扬“大国工匠”精神，培养现代工匠。

n 2011年起，在保证辅导员、班主任配备基础上，每班配备一名班级导师，由学校干部、教

授、企业专家担任，帮助学生树立报国理想、规划人生目标、改进学习方法、指导就业创业，

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n 2012年起，针对学生顶岗实习期间政治思想工作“真空”，学校与企业基层党组织签订联

合培养协议，学生党建实行“双汇报、双考察”制度，建立“顶岗实习党员管理卡”，与企业

共同培养和发展新党员329名，入党积极分子205名。

一 二 三、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工匠 四



n 2008年组建“高凤林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2016年组建“胡应华

装配钳工技能大师工作室”，汇集行业企业专家，创编融技术技能与

立德树人于一体的高水平实训教材，开展绝技绝活示范与点拨，技能

大师团队参与教书育人，着力塑造学生报国情怀、精益求精的大国工

匠精神。

一 二 三、培养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工匠 四



六年来，学校与省内100家大企业、10个特色产业园建立对接；组建4个装备制

造类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增设航空材料精密成型技术等专业(方向)59个，

停办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等专业(方向)60个；校企合作开发人才培养方案22个。

为中航工业及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高端装备制造骨干企

业输送毕业生7160名，占制造类毕业生总数的55.9%；学校获得“全国毕业生就业

典型经验高校”等称号。

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一 二 三



先后完成了与中科院重庆院、中国二中合作“700MN液压成型机、

45MN快锻机”项目，与中科院金属所、东方汽轮机合作的“50MW重型燃

气轮机高温叶片用镍基高温合金重熔与纯净化处理关键技术研究”等成果孵

化转化14项，联合开展航空发动机叶轮、南海深海钻钻铤等试验试制项目

687项，为中科院光电所开展精密机床改造维修等科技服务306项，获得国家

专利268项，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积极助力重装产业转型

升级。

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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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四川省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心、智能控制研究所等产学研机构

16个，汇集8万吨航空模锻压机总设计师陈晓慈等工程技术人员217人。

与行业联办四川机械装备网、《装备制造与教育》杂志，完成《四川省“十三

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建设四川现代职教体系的对策研究》、《德阳市“十

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编制研究。为中航工业、东方汽轮机、东方电

机、川油宏华等40余家企业，开展员工培训1.3万人次，学校获得“高等职业院校

服务贡献50强单位”等称号。

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一 二 三



n 2016年2月，省委书记王东明到学校调研，对学校紧贴产业发展实际设置专

业、突出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总结推广校企合作、定向培

养、产学研结合等经验做法。

n 2016年8月，尹力省长到学校调研，对学校搭建平台，服务产业，培养人才的

办学思路和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一 二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