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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深刻认识发展挑战的“三个新”

一种教育类型 服务产业能力 人才培养改革

职业教育提质升级，自身地位和能力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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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认识发展挑战的“三个新”

p 打破高职专科层次教育的
“天花板”

p 在高职本科以及更高层次
上开展办学实践

p 形成按照类型教育特点办
学的制度和标准体系

处理好单一供给与多元需求
之间的矛盾：

p 面对 “百万扩招” 带来的
生源类型多样、结构复杂、
基础差异等难题

p 面对更加多元化的产业人
才需求，更加个性化的学
生发展需求

p  产教融合成为国
家战略，院校须突破体制机
制瓶颈，通过“自我造血”来
提升服务能力，打造支撑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p  院校须通过专业
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专业之间
的资源整合，匹配产业结构
对人才的新需求，促进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的有机衔接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PART  02
深度聚力关键突破的“四个更加”

01 更 加 突 出 标 准 制 度

03 更 加 依 托 实 体 平 台

02 更 加 强 化 融 合 发 展

04 更 加 聚 力 品 牌 优 势

示范校：平原上立旗杆 “双高”建设：高原上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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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突出标准制度，从“点上突破”走向“系统改革”

示范校建设 重在通过点上改革，

探索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路径

“双高”建设 更须通过系统改革，在标准制度上

实现突破，从资源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各个

层面，建立起一套符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高标准，

引领院校改革发展

二、深度聚力关键突破的“四个更加”

01 更 加 突 出 标 准 制 度

03 更 加 依 托 实 体 平 台

02 更 加 强 化 融 合 发 展

04 更 加 聚 力 品 牌 优 势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更加强化融合发展，从“专业建设”走向“集群提升”

示范校建设 通过打造一批核心的

示范专业，带动和辐射其他专业发展，

专业之间的协同性、整合度并不高

“双高”建设 更须在专业群组建机制、协同机制

上有效突破，通过专业与专业之间，专业群与产业链

之间，专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融合发展，更好地

适应新技术引发的快速职业迭代，提升职业教育服务

产业发展的能力

二、深度聚力关键突破的“四个更加”

01 更 加 突 出 标 准 制 度

03 更 加 依 托 实 体 平 台

02 更 加 强 化 融 合 发 展

04 更 加 聚 力 品 牌 优 势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更加依托实体平台，从“面上合作”走向“同频共振”

示范校建设主要从建基地的角度，

解决了校企合作的理念和路径问题，

总体上还是比较面上的

“双高”建设 更须凝聚产教融合的主线，从单一

的“基地”向综合的“平台”提升，从“虚拟”的合作

向“实体”的运作突破，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实现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二、深度聚力关键突破的“四个更加”

01 更 加 突 出 标 准 制 度

03 更 加 依 托 实 体 平 台

02 更 加 强 化 融 合 发 展

04 更 加 聚 力 品 牌 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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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聚力品牌优势，从“一片平原”走向“形成高峰”

示范校建设 推动了高职院校规模

发展转向内涵发展，促进了职业教育

基础能力的提升，但是同质化办学的

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双高”建设 就是要求学校把自己的个性建出来,

把区域产业特色转化为学校发展特色，增强资源

聚集效应和品牌影响力，打造一所学校不可替代的

发展“高峰”，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二、深度聚力关键突破的“四个更加”

01 更 加 突 出 标 准 制 度

03 更 加 依 托 实 体 平 台

02 更 加 强 化 融 合 发 展

04 更 加 聚 力 品 牌 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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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u 重构专业体系，打造“一老一幼一制造”三大品牌
u 适应多元需求，打造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两个高地
u 聚力体制突破，打造“532”平台的产教融合新格局
u 系统创设载体，打造标准引领的教育教学改革体系
u 实施人才项目，打造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

聚 力 协 同 、聚 集 资 源 、聚 焦 关 键 ，努 力 打 造 “金 华 样 本 ”“中 国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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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打造“一老一幼一制造”三大品牌

从 融合入手 重构体系

融入 ，重点对接
和以数字经济为引擎的

（注：＊为高水平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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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从 优势着眼打造品牌

p  面向“一老一幼”
两大民生工程，做强 和 2
大专业群

p  面向智能化精密
制造领域，做强 专业群，
进一步集聚形成办学特色和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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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打造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两个高地

立足 人才服务

p 面向中小微企业，以“一个专业”对“多个企业”
的形式，探索“1+N”协同模式的现代学徒制，
为企业集群批量培养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

p 深化结构化供给的人才培养改革，面向区域
高端企业，探索“三引领、三融合”的技术技
能拔尖型人才培养改革

实施“一对多”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有效解决单个
中小微企业 “势单力薄”、独立开展校企合作难等问题

面向中小微企业的“一对多”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坚持“标准引领”“技术引领”“创新引领”，深化“德技融
合”“赛教融合”“专创融合”，探索专业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三引领、三融合”人才培养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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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强化 技术服务

p 服务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着力建设一批
区域性的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致力攻克
一批 “卡脖子”技术应用难题

p 服务社会人员终身学习，与政府、企业共
建 “五所学院”，探索 “培训+”的精准服务
模式

面向新型农民、退役军人、企业员工、社区成员、儿童家长
五类人员，建强 “五所学院” ，打造社会人员终身学习高地

以6种形式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1个“线上+线下”的全链式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组成，打造一条集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
技术转化、人才流动、资源共享为一体的技术创新服务链条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打造“532”平台的产教融合新格局

体制上 从实体化和一体化破题

学校以实训基地、智力资源、专利技术等

入股，与企业共同组建生产企业、科研机

构等运营实体

探索实体化的平台建设和运营机制

强化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科技攻关、技术推

广等产教融合平台的功能建设，实现“产学研

训创”一体化运行

探索“产学研训创”一体化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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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布局上 形成“一专业群一平台”

l金义网络经济学院

建特网络经济专业群，实战化运行教学
公司，校企共建新零售技术应用中心和
学生创新创业孵化中心，构建 “产业学院
+集团/联盟+教学公司” 的产教融合新生
态，探索 “运教融合” 协同育人机制

l中天建筑学院

建特智慧建造专业群，与中天集团合作
共建 BIM工程中心、装配式建筑工坊、
智慧建造科技馆和绿色建筑材料及节能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探索 “双标双轨交替
式”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特色产业学院

l智能化精密制造产教综合体
依托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群建设，高
水平培养一批在业内有影响的大国工匠

l儿童教育综合体
依托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高水平培养
一批卓越的儿童教育人才和教育专家

l人工智能产教综合体
依托电子信息专业群建设，构建面向工
程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人才培养体系

l文旅创意产教综合体
依托文旅创意专业群建设，深化 “三层次、
四大类、五分法”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l生物医药产教综合体
依托生物医药专业群建设，以创新课程
为载体，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产教综合体

l浙江省现代农业职教集团

建强现代农业专业群，搭建智慧农业培训中
心、农业技术示范推广中心和现代农业国际
交流平台，打造 “农创客” 人才培养高地

l新能源汽车产教联盟

建优新能源汽车服务专业群，整合新技术
领域的校企资源，建设新能源汽车、智能
网联汽车 2 个实训中心，深化 “双基地轮
训、分阶段培养”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l浙中医养健康职教集团

建精医养健康专业群，提档升级专业化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二管二中心” 智能化校
内实训基地和浙中公共服务与协同创新平
台，打造 “三维并重” 的人才质量标尺，深
化 “三三” 育人策略

职教集团(联盟)

基于校企命运共同体，对应10个专业群集中力量
架构“532”产教融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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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产教综合体占地62亩，
总投资2.4亿元

包 含4个中心：
l 智能化精密制造实训中心
l 智能化精密制造技术研发中心
l 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心
l 中小微企业技术服务中心

建有3个股份制的实体公司：

l金职精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l 金职液压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l 星河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例  区域共享型 智能化精密制造产教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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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研发引领型例 生物医药产教综合体

引进四川抗生素研究所在学校成立分院，是金华首家民营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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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打造标准引领的教育教学改革体系

系统实施 新教改

p 探索 “三贯通、四模式”，在 “1+X”
证书制度的实施标准与路径上发
挥引领作用

p 以课程为核心，系统推进“三教”改革，重点培育“五个一批”
新技术课程群，实施基于“互联网+教学”的“五个一百”计划，
形成一批引领改革的教育教学标准

推动培养方案与“X证书”贯通、学分互认贯通、
职前职后贯通，实施基于辅修专业、竞赛项目、
综合测评、职业培训等模式的学业指导方式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l 着力打造一个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l 建强一所政校行企四方协同的卢旺达海外分校

l 发起成立一个“一带一路”校企协作联盟

l 建设一个区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系统开展 新合作

卢旺达海外分校

中新怀卡托国际学院

泰国华夏国际教育中心

中加酒店管理

中美会计中美护理

中美体育服务与管理

引进一批国际教育教学标准，

打造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建设

区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高水平建设卢旺达海外分校，

形成中国职教援外模式

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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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千师入企”“千匠助教”项目
重点优化双师结构

实施“百工首席”“百师致远”项目
重点打造一批精技善教、行业顶尖的高技艺
“工匠之师”

实施“尖峰”“攀峰”计划
重点引进培养一批专家型、领军式的
高层次专业（群）带头人

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打 造 高 水 平“ 双 师 型 ”师 资 队 伍

强化人才发展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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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学校创新实践的“五个打造”

完善教师发展 机制

l 高质量打造全国示范性教师发展中心

l 高标准建设一批国家级“双师型”基地

l 高水平培育一批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l 优化“4+X”教师考评评价体系
(入选全国40所“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高职仅2所)

l 完善业绩贡献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

培 训 室 咖 啡 室 研 讨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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