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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作概况 

自2012年起，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与我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多年来双方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学生顶岗实习、人员交流、产教融合等方面开

展了深度的合作，成效显著。 

1.1 企业情况 

天虹纺织集团创立于 1997 年，是全球最大的包芯棉纺织品供应商之一，集

团致力于高附加值时尚棉纺织品的制造与销售，目前已成为中国棉纺织行业竞争

力前 10 强企业，是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天虹产业布局以国际化思维及全

球化视野进行延伸发展。目前已在上海浦东新区、江苏徐州、常州、泰州、南通、

山东济宁、浙江浦江以及越南同奈省和广宁省拥有多个产业基地，拥有 180万纱

锭及 1100 台喷气织机的生产能力，投资总规模超过 80亿人民币；土耳其、乌

拉圭等地也是发展中的产业基地。集团雇佣员工超过 20000名。拥有中国市场及

全球主要市场全覆盖的销售办事处，逾千名国内外客户，客户基础雄厚，年销售

额超过 100亿人民币。 

1.2 合作整体情况 

公司与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历时长，渊源深，双方合作符合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与职业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契合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发

展需求，多年来双方通过合作实现人员培养、人才互聘、成果共享，成效显著。 

2. 企业参与办学 

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公司积极参与学校的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如参与论

证人才培养方案，参与实践教学标准制定，参与实践指导培养与顶岗实习指导；

与学校积极开展科研合作；实现企业深度参与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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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常州天虹纺织公司领导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 

 

 

图2 教师带领留学生与天虹企业人员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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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投入 

在资源投入方面：公司积极支持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各类实践教学、

专业建设和专业顶岗实习，一方面积极提供企业生产现场用于现场教学，用于教

师拍摄实践教学素材；另一方面企业工程师定期深入学校、深入课堂，实地指导

专业建设规划与课程设置；目前企业还有计划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3.1 人力资源投入 

在人力资源投入方面：公司人力资源部沈桥庆高级工程师被聘为常州纺织服

装职业技术学院纺织专业企业专业带头人、常州市产业教授；每学期到学校参与

人才培养方案论证；公司其他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顶岗实习或作为论

文指导教师参与指导学生毕业论文。 

 

图3 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沈桥庆先生与专业教师进行专业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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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校企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与企业项目 

2014年，双方开始合作共同建设“纺织车间管理”教材资源并开发车间管理

案例；2015年顺利完成部委级规划教材“纺织车间管理”；2015-2016年双方合

作完成“纺纱设备维护”、“针纺织品检验工考工实训”等课程资源库素材搜集

与制作，为资源库的顺利验收提供了保障。企业与学校教师就功能性纱线开发也

进行了深入合作。 

4. 参与教学 

4.1 共商人才培养方案，共育高质量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企业全方位参与到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积极协助院校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商定学生的顶岗实习计划；

同时结合学校的情况将企业的生产、管理标准改造成为与课程相关的教学标准；

将企业的岗位能力要求充分体现到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中；为学校培养合格的高素

质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2013年以来，企业平均每年接纳10名左右的学生参与顶

岗实习；毕业后有一半以上学生留在企业工作。目前有多名同学已成为企业众多

岗位的技术骨干。 

4.2 打造混编团队，实现共赢 

公司主动将优秀人力资源输入到学校教师队伍，优化“双师型”教学队伍；

一方面安排企业管理者为学生做企业管理、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报告，帮助学生

开阔视野；另一方面邀请学校教师去企业进行轮岗实践，有效提升教师的实践能

力与水平；公司通过讲座、报告等形式将企业的管理理念传递给学生；有效提升

学生对未来职业的认同感，明确了未来努力的方向。教师通过企业轮岗实践完善

了实践教学资源，反哺于教学，有效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升。总之，企业与学校

的良性互动有效加深了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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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色互动 

5.1 以教材建设为抓手，打造教材资源新高地 

近年来，企业与学校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将企业的生产实践融入教学中去，

成为教学内容的来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了教材成果，如“棉纺工程”、

“纺织车间生产管理”、“纺织设备与实训”等。有效提升了学校现代纺织技术

专业教材建设水平。 

 

图4 校企合作共建教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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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以国家资源库建设为抓手，构建专业课程资源 

在双方通力合作下，现代纺织技术专业承担的“纺纱设备维护”、“针纺织

品检验工考工实训”两门国家资源库建设任务圆满完成，目前“纺纱综合实训”

课程已完成校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目前正积极申报江苏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

项建设。未来企业会持续在微课拍摄、资源制作、项目合作方面进一步提供支持。 

 

图5 校企合作成果——在线开放课程 

 

6. 企业和学校师生共赢 

6.1 学校方面 

学校通过与企业的深入合作强化了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拓宽了实践教学的

形式，实现了对师资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就业质量得到了提升；有效提升了

学校的美誉度；未来学校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指引下，在与天虹纺织大力合作

的基础上会进一步加大纺织类专业留学生培养力度，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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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天虹公司良好的对外投资背景与基础，实现新的突破。 

6.2 企业方面 

    公司利用自身优势资源，通过与学校的合作，实现了企业关键岗位人才培养

的连续性，能力不断提升的优秀毕业生，解决了公司的人才资源积累的问题，大

量的新鲜血液的输入，让公司在创新方面保持着充沛的活力。校企合作的课题与

项目切实解决了公司的难题；为企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支持。 

6.3 学生方面 

深度的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了立体的、多场所的学习环境；学生对在企业实

施的实践类课程兴趣很高；混编的师资队伍将一线的生产经验转变为教学资源，

有效提升了教学的效果，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提前介入生产与工作环境有利于使

学生提前建立起对职业的认同感；实践类课程的项目化、团队化学习也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校企

合作，校企共育的过程中高素质学生不断涌现，他们在技能大赛、创新项目上屡

创佳绩也是校企合作成果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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