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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是国民经济中发展完善、分工严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产业，高等职业院校承担着为行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

重任，校企合作是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在这样的背

景下，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引企入校的方式，与无锡合一精机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校内大型实训基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元

制人才联合培养实践。 

    1、基地运行管理模式及制度建设 

金工实训实习基地由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与无锡合一精机科技

有限公司共建，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具体负责。 

根据协议约定，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为基地提供 1500 平方米车

间用房，500 平方米配套用房，投入 150 余万元实施电力增容；无锡

合一精机科技有限公司投入加工中心、数控机床、普通机床、刨床、

铣床等设备设施计 70 余件（台），价值近 400 万元。车间按照 6S 生

产性车间标准进行装修，年可接纳机类、近机类学生实习实训约 400

人。 

此外，校企合作双方就联合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还达成了一

系列合作意向，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制订培养标准，联合确定课程体系



和教学内容，学校老师和企业技术骨干角色互换、共同开展技术攻关

和应用型科学研究等。 

为加强实践教学，规范实习管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

基地与我院实际情况，对基地的组织管理、经费及设备管理、教学质

量管理、教学考评等方面制定了相应制度。 

    （1）基地组织管理 

成立了基地教学领导小组，制定了“领导小组——专业负责人—

—指导教师”三级管理责任制度，负责组织制定各专业实习计划、实

习指导书和实习大纲，检查督促各专业按实习计划完成实习任务等。 

    （2）基地经费管理 

由学校和企业负责基地的经费和设备设施提供，由领导小组负责

经费及设备使用的落实及监督。 

    （3）实习教学质量管理及考评 

实习教学实行指导人员分工负责制。在实习教学过程中，注意运用启

发式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对教学质量坚持执行监督提高的原则，学生实习结束后，向系部

提交实习教学建议，并通过问卷方式对实习指导教师进行评议。广泛

听取学生的意见，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安排。定期开展实习指导教师

教学质量民主评议活动，采用自检、自评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法，

对每一位实习指导教师进行评议，不合格者将提出批评和警告，限期

达标。评议结果直接与经济收入挂钩，优秀者奖励，不合格者扣除相

应的津贴。学生实习成绩考核实习指导老师会同实习单位人员考核评

定。 

    2、基地建设目标、建设思路及建设内容 

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与无锡市合一精机科技有限公司“双元制”

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对原有的金工实习实训基地进

行深化和提高，通过“1+2+1”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深度合作，联

合制订培养标准，联合确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一体化”的方

法编制培养方案， 以培养具有“实基础、强能力、宽适应、重应用”

特征的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标，构建具有辐射作用的机械类专业

人才校企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融合知识能力模块 

以深化实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为

核心，结合机械制造行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知识结构和应用及创新能



力的需求，参照行业执业资格标准，对机械制造领域知识和能力进行

分解、融合，构建“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知识能力模块，贯穿到

各类实习、实训、实践和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中。  

（2）建立双导师制度 

对学生实行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的双导师制度，每个学生根据自

身的职业规划方向，可以选择从事设计、生产、管理等专业领域的企

业导师，为确保教学质量，每个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最多所带人数不

超过 30 人，建立学生与双导师之间的联系手册，学生成绩考核由企

业导师与校内导师联合进行。并且规定学生每年跟随企业导师在工程

一线时间不少于 2 周。 

（3）完善教师队伍建设 

结合校企各自的人力资源，尤其是无锡市合一精机有限公司人员

执业经验丰富、从业领域广的特点，采取多项措施，构建一支行业经

验丰富，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涵盖从业领域宽广的指导教师

队伍。 

  （3）突出开放式、实战性特色 

基地全年全天候开放，学生可以自主进行各类实习、实训、设计、校

外实践以及创新性实验。专业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参与实际工

程项目的设计以及咨询工作。学生的毕业设计可以结合合一精机公司



实际生产任务。学院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企业开展科研合作，为企

业解决工程实际中的技术难题。 

（4）完善实践能力评价标准 

对开放环境下为学生提供更有效教学指导的方法和策略进行探

索。建设能力模块下的实践环节综合评价机制，按逐级达标要求，建

立多元考核方法，对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及创新能力进行更为客观的

评价。 

（5）构建具有辐射作用的机械类专业人才校企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在整合校企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校企深度合作，联合制订培养标

准，联合确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一体化”的方法编制培养方

案，实现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双赢。力求建设满足土木类专业学生工程

应用及创新能力培养、具有示范、辐射作用的大型开放式校企联合人

才培养基地。 

    3、基地建设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成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小组，形成学院领导为组长，企

业专管负责人为副组长的领导机制，全面负责规划周期内的基建项目

的领导工作，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实践环节教学内容、教学

组织、评价标准和教学效果总结机制等。 



（2）管理保障措施 

成立实训基地管理办公室，完善“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培养培训

中心负责人——指导教师”的三级基地管理架构，负责基地的日常管

理工作。制定《基地管理细则》，明确管理机构各岗位职责及其考核

办法，定期考核，确保基地正常、有序、高效运转。并调整学校的人

才政策、人事政策、科研政策和成果转化政策，使之有利于校企合作

教学的开展。 

（3）经费及设施保障措施 

学校和企业共同成立专项资金，加大经费支持力度，严格实行专

款专用。企业提供场所及设备设施，并确保能满足基地正常运行。 

通过加大教研教改经费支持力度，着力推进人才培养计划相关的

各项教学改革深入开展。通过设立聘请企业教师专项基金，用于从企

业聘请教师或导师，保证人才培养计划师资需求。通过设立专业培训

基金，选派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和学习进修。通过加大实习经费支持

力度，保证学生实习或企业挂岗、顶岗实践需要。 

（4）师资保障 

建立有效机制，优化师资队伍。 

修订《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条

件》。除设置教学型教授外，工科类专业将参与校企联合培养人才作



为职称聘任的重要条件。在教学岗位设置、工作量计算、教学津贴等

方面作出调整，以保障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必要的激励。加大奖励资金

支持力度，并按需求设置若干专项奖励资金，对在校企联合人才培养

计划中取得的成果的先进个人、集体进行奖励。对聘请为企业导师的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学校给予一定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