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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行业发展及人才需求研究一

找人才培养改革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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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明确大力发展制造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多次指示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制造强国”战略
党的二十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陕西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大力装备制造业
西安市“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装备制造业核心地位

工信部“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三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人社部、工信部：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
中国智能制造研究中心：智能制造技术发展与人才需求研究

国家双高建设计划：高水平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群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双高A档院校+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群

对接先进制造产业高端--聚焦数字化精密制造核心领域--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制造人才

培养模型--联合北京精雕共建产业学院—校企协同培养制造类高水平技术人才
  

党和国家对制造业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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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后国际上普遍进行新一轮战略布局，都是以智能制造为抓手，抢占全球职业业新一轮制高点。

世界国家制造业发展及布局

国别 中国制造2025 德国工业4.0 美国智能制造 日本《创新25战略》 印度制造计划

发起者 工信部牵头，中
国工程院起草

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
济技术部资助，德国
工程院、弗劳恩霍夫
协会、西门子公司。

智能制造领袖联盟
- SMLC，26 家
公司，8 个生产财
团，6 所大学和 1
个政府实验室组成。

国家意志：以智能计算
机部分替代生产过程中
人的智能活动。

国家意志：通过
智能制造技术的
广泛应用将印度
打造成新的“全
球制造中心”。

发起时间 2015年 2013年 2011年 2006年、2015年机器
人新战略》

2014、2017智
慧工厂

定位 国家工业中长期
发展战略

国家工业升级战略第
4 次工业革命

制造业回归

“成为世界第一的机器
人应用国家”和“迈向
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
代”

智慧工厂、3D
打印、自动驾驶
和5G领域

2020年 制造强国战略 家工业战略2030 先进制造业领
导力战略 社会5.0 欧盟工业5.0

国外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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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预计到2025年，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需求量约为380万人，缺口数

量将近100万人。（数量失衡）

智能制造人才需求及预测（2022）

l 2022年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数量为177.73万人，智能制造从业人员
的主力军仍然是技术人员，亟需加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构建智能制造人
才培养体系。
l 智能制造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岗位划分为六类，系统工程、设计
工程、制造工程、运维工程、信息工程和管理工程。

l  目前：没有专门人才，机械类、计算机类、仪器类、电子信息类、自
动化类仍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要来源。（类型失衡）

供需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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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一：信息技术赋能，制造产业数字化升级加快，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能力不足

促进制造企业协同：高效化

改变制造产业形态：智能化

变革生产组织模式：少人化

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数字化

制
造
业
高
速
发
展

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能
力不足，专业人才培
养不能适应企业需求

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变
化

支撑产业发展的技术
人才需求发生变化
技术型+创新性技术人才

供求失衡 熟练掌握专业
技术技能

熟练应用技术
解决现场问题

+

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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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着力向数字化+网络化+集成化的智能制造发展，产业形态发生变化，岗位发生变化，
学校工具人培养和企业技术人需求不匹配。

操作数控机床变成了操作CAM软件

站着工作变成了坐着工作

劳累危险的人机交互变成了人机分离软件仿真

借助先进的工业软件规划生产计划、设备管理、制造信息
和模拟仿真，完整地定义物理制造端的作业流。

高自动化的完成生产准备，数控机床准确执行数
控程序规划的工作动作和流程，制造过程极大降
低对体力劳动和人工经验的依赖。

 原因二：行业技术发展，制造产业形态发生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落后企业实际需求

学
校
培
养

企
业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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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制造技术对传统加工实现了“革命性”提升，最典型、最直接的改变之一就是脑力劳动已远大过体力劳
动，要求传统熟练操作设备的工人向能够解决现场问题的工程师转变。

改进前的工艺：

工件分中 来料检测

砂轮
径向对刀 粗磨 工件清洁

 工具标定
 孔径测量

余量误差
判断工件装夹

工件
补偿加工

砂轮
径向对刀

半精磨
精磨 下机

……

与粗磨工步流程相同

改进后的工艺：

工件分中 来料检测

砂轮
自动对刀 粗磨 工件清洁

 工具标定
 孔径测量

余量误差
判断工件装夹

工件
补偿加工

砂轮
自动对刀

半精磨
精磨 下机

……

与粗磨工步流程相同

 原因三：工艺水平提升，制造产业岗位能力需求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匹配

人设计方案  机器干活

熟练技能的人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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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强国”战略引领

●产业链“大数据”赋能

●制造与信息技术融合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先进制造：新业态

●生产形式：新变化

●设备技术：新发展

●从业人员：新需求

●专业改革对接行业
技术发展？

●人才培养对接岗位
需求变化？

用人需求：大变化 核心要解决问题行业背景：大发展

专业组群+校企协同 人才培养 不匹配  行业需求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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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国家层：国家战略+部委规划+国家标准

●研究行业层：行业标准+行业规划+调研报告

●分析地域层：地域行业规划+地域企业调研

●决策校级层：国家需求-行业发展-地域需求

●改革专业层：确定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搭建培养平台

●紧抓课程层：目标--实施--评价--反馈--调整--目标

●评价学生层： 评价培养质量，推广典型经验

人才培养改革总路径
国家要我们干什么

技术发展、典型岗位、岗位能力

地域行业发展及企业用人需求

学校人才培养核心领域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改革

高水平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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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协同培养高水平技术人才实践二

找人才培养改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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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赋能，确定培养目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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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化
赋
能
找
准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人
才
需
求
情
况

典
型
岗
位
情
况

国之大者

行业急需

服务产业
大力培养

产业形态变化

技术发展变化

数字化升级明显

专业数字化转型
培养规格提高

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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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位
能
力
情
况

职
业
素
养
情
况

对接岗位能力需求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课程体系

实训体系

师资体系
资源体系

对接
职业
素养
深化
课程
思政

工匠精神

劳动精神

德技并修

职业素养

服务定位：高端制造业
培养规格：现场工程师
培养路径：产教融合
培养抓手：课程体系改革
培养平台：产业学院
培养保障：校企协同团队

数
字
化
赋
能
找
准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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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岗位任务

岗位能力：

单机工艺及质量管控

设备调试与运维

数字化车间管理

产线工艺及质量管控
技术型

+
创新型

单机
工艺能力

单元+产线工艺
与运维能力

产业技术链：单机→单元→产线→数字化车间
   人才培养规格：制造工艺员→现场工艺工程师

数字车间
管理能力

聚焦智能制造
核心领域：数
字化精密制造

数
字
化
赋
能
找
准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单元工艺及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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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培养逻辑，科学推演组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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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文
件

标
准
 

“对建设制造业强国做出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对建设制造业强国做出重要论述”—— 李克强总理来陕讲话
《制造强国战略》—— 党的二十大、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报告
《中国制造2025》—— 国务院，2015.03
《职教法》——国家，2022.05  ； 《职教二十条》—— 国务院，2019.02
《提质培优计划》 》—— 国家9部委，2020.00 ；《职教二十二条》—— 国务院，2021.10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人社部、工信部，2021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 教育部、机械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修订，2021.10至今
《精密数控加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教育部，北京精雕科技集团，2021.03
《多轴数控加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教育部，华中数控有限公司，2020.05
《数控车铣加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教育部，华中数控有限公司，2020.05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教育部，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05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工信部，2021年12月
《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工信部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2020年12月
《机械行业智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趋势分析报告》—— 机械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2020.12
《智能制造技术发展与产业需求研究》—— 中国智能制造研究中心主任屈贤明报告，2020.10
《产业升级背景下人才需求变化与培养路径优化》——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陈晓明报告，2020.05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2019〕13号
《陕西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陕西省人民政府，2021.11
《西安市“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西安市人民政府，2022.01

国家层面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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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趋势及技术特点

第一步：专访中国智能制造研究室主任屈贤明（中国制造2025起草人）

2次专访
2020年12月

2021年5月

智能制造新一代技术

技术融合领域

十二种典型应用场景

人才培养需求

智能制造行业特点
人才培养方向：

    技术型+创新型             

不
断
优
化

动
态
建
设

行业层面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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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智能制造典型企业及核心岗位

Ø 自动化装备（如机器人、数控机床等设
备）

Ø 工业信息化（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物联
网（传感器、以太网、RFID等）

Ø 智能检测装置
Ø AGV小车等

Ø 自动化生产
Ø 柔性制造单元
Ø 立体仓库
Ø 无人化工厂

Ø 单间小批量生产：个性化定制
Ø 单间大批量生产：打磨、涂装、基础零

部件的冷加工等
Ø 多品种小批量生产：3C、汽车零部件及

装配等
Ø 多品种大批量生产：家电行业的生产等

Ø 机械设计

Ø 电气设计

Ø 机械装配调试

Ø 电气安装调试、

Ø 智能制造系统规划

Ø 智能制造系统软件开发

Ø 现场操作
Ø 数字化设计师
Ø 生产数据分析员
Ø 设备维护维修员
Ø 工艺编程员
Ø 系统协调员

核心岗位典型企业

产业链

第二步：
      学习《智能
制造机械行业人
才需求与职业院
校专业设置指导
报告》，分析国
内智能制造产业
核心岗位及岗位
能力。

行业层面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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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技术员核心岗位能力

第三步： 学习《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Ø 能装备安装调试与运行维护
Ø 智能装备的方案设计
Ø 智能制造装备的生产安排
Ø 生产模式及节拍设计虚拟仿真
Ø 机械加工工装设计、编程与检测

Ø 加工工艺
Ø 工业机器人编程
Ø 设备操作保养能力
Ø PLC编程和夹具工装设计
Ø 质量检测为
Ø 液压与气动
Ø MES管理
Ø 生产计划和设备维护与保养
Ø 安全规范和设备的原理与组成
Ø 工业网络
Ø ERP计划管理

Ø 职业道德

Ø 敬业精神

Ø 团队合作意识

Ø 质量意识

Ø 学习能力

行业层面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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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分析陕西制造产业发展及岗位能力需求

传统企业
转型升级

新兴企业
技术细分

企业规模小

设备自动化

军民融合
航空航天

3C
精密模具
机器人

融合技术
强化基础
培养创新
打造复合

机床制造
能源设备
汽车制造

技术升级

设备升级

管理升级

技术领域新

人员要求高

设计：数字化（工业软件）

加工：精密化（高端设备+软件）

检测：数字化（在机+离线）

控制：网络化集成（机电气液网）

管理：信息化（全生命周期）

维护：复合化（多元联调）

人才培养方向

大数据、算法

........

地域产业核心岗位及岗位能力
陕
西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地方层面调查研究

制造能力拓宽+数字化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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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我校制造专业群对接的产业链，明确人才培养核心领域

关键装备制造 智能制造装备集成 智能制造装备应用

▲自动化装备
（如机器人、数
控机床等设备）
▲工业信息化 
（工业软件）
▲工业互联/物
联网（传感器、
以太网、RFID
等）
▲智能检测装置
▲AGV小车等。

▲自动化生产线；
▲柔性制造单元；
▲立体仓库；
▲无人化工厂；

▲单件小批量生产：
个性化定制；
▲单件大批量生产：
打磨、涂装、基础零
件部的冷加工等；
▲多品种小批量生产：
3C、汽车零件部件及
装配等；
▲多品种大批量生产：
家电行业的生产等。

用
机
床
的
人

造
机
床
的
人

集成机床的人

学校层面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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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及定位

01 03

02

      机床制造（秦川机床、

宝鸡机床）、汽车制造

（比亚迪、吉利）、石油

装备制造、3C制造（三星、

华为）等

对接地域产业       回顾我院70年办学历

史，“机床兴学、制造兴

业”特色鲜明，机床制造

和机械加工是我校传统优

势，我们的机械类专业教

学与机床制造与机械加工

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传承优势方能创新

传承自身优势

懂设计  +  精制造  +

能维修  +  会服务 
聚焦

培养目标

造机床的人、用机床的人、
集成机床的人

核心技术

数控机床制造技术

数控机床应用技术

数控机床集成技术

明确人才培养定位

专业层面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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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逻辑关系组建专业群

设计

服务加工

检测 维护

装配

序号 角色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1 核心专业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60104

2 群内专业 机械设计与制造 460101

3 群内专业 数控技术 460103

4 群内专业 机电设备技术 460202

5 群内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 460306

群内专业

装备制造产业高端围绕

对接
岗位群

聚焦
复合型

培养目标

懂设计  +  精制造  +
能维修  +  会服务 

专业群课程层面设计



Mechanical Engineering机械工程学院

构建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型

精密化制造

数字化工艺 数字化检测数字化设计

反馈 反馈

以提高零部件加工质量为核心、以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为目标

网
络
化
链
接
构
建
系
统

数
字
化
反
馈
优
化
质
量

反馈

工程验证中心

协同设计中心 智造仿真中心 质量检测中心

设备维护中心系统集成中心

实施层面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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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专业群建设主线与路径

群专业协同育人

校企命运一体

搭建技术技能平台

打造人才培养高地课程改革
是核心

产教融合
是路径

专业协同
是关键

创新机制
是根本

实施层面明确



Mechanical Engineering机械工程学院

遵循职能力培养递进逻辑，创新“学做创一体化”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学作创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获得孙春兰总理肯定：“走出职业教育的新路子”
学作创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获得怀进鹏部长肯定：“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培养埋下种子、为学生打开高端通道”
学作创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获评：教育部优秀案例
学作创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获评：机械行指委“十佳案例
                                                                                                          

实施层面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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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企协同搭平台  16项举措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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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思路：以产教融合为路径，校企命运一体，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实施校企协同育人

      现阶段，先进技术由企业引

领，先进设备由企业掌握，高水

平技术人才在企业集聚，因此高

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离不开

高水平的企业参与。

      企业发展也离不开学校源源

不断的技术人才培养，但学校培

养和企业需求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企业自己从零培养成本太高，因

此企业愿意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合作企业特征

有技术优势

有教育情怀

有人才需求

共建、共享

共用、共赢     

联合建设原则

合作企业代表

北京精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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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陕 西 工 院

02
北京精雕

03
高端装备制

造业

1+1+
X

定位：校企共同体的典范

              服务制造业的平台

 功能：协同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

               协同服务区域制造业发展

目标：一种可复制的模式

              一套可推广的教育资源

              一片广阔的未来市场

              一群愿意干加工的年轻人

                  

创：教育品牌

树：精雕品牌

促：校企双赢

创校企合作品牌+树长效合作标杆

搭平台措施一：建立先进制造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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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工信部现代产业学院示范案例

教育部校企协同育人优秀案例 全国工人先锋号
人民日报专版报道 中国教育电视台首播

措施二：以产业学院为核心，系统性升级实训体系，支撑高水平技术人才培养 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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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三：明确育人平台核心任务

数 字 化 制 造 & 虚 拟 仿
真 实 训 中 心

数 字 化 制 造 & 精 密 加
工 技 术 研 发 验 证 中
心

数字化工艺+制造仿真

精密加工工程验证+数字化车间管理

学做创一体化
培养逻辑建设

引入企业项目
企业实际场景

3

2 瞄准互联网+精密加工
创新“学做创” 一体化
人才培养模式

1 聚焦高水平复合人才培养
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依托产业学院建设
探索产教融合长效机制

       对接精密制造核心职业能力，创新学做创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先进制造高水平

技术技能人才。

数字化制造&精密加工
技术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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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四：厘清职业能力培养三级递进逻辑

以培育数字化工艺
设计人才为目标

以工业软件及数字
孪生技术为基础

以工艺开发与创新
为核心

以数字化虚拟加工
技术为手段

以精雕SurfMill9.0
软件为平台

校企协同进行精密加工技术工艺研发，参与企业实际精密制造项目，转化为

可用于教学的活页式教材内容。 3

数字化工艺研发实训室+先进制造工程中心

2
借助精工DIY项目，引导学生入门“数字化制造&精密加工”，初期引入并

转化15册活页式教材，以企业实际项目案例为载体，培养“名片学生”。

数字化产品开发实训室

对学生进行五轴精密加工软件的应用、虚拟加工技术、精密管控技术等方面的

基础教学，并承接数字化制造、多轴编程及仿真、精密加工等方面的社会培训。

数字化基础教学实训室

1

平台功能

学知识打基础

仿作练技能

实战求创新 实战锻炼

技能训练

基础学习

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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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五：把握校企协同育人关键环节

1.精密加工人才培养
2.大赛技术训练
3.工业软件专业培育
4.课程建设
5.开发教材

建 设 企 业 环 境
育 人

1.同北京精雕
“精密原型结构件云平台”
合作，承接精密加工项目
2.自主拓展精密加工项目
3.社会培训及技术服务

引 入 企 业 实 际
项 目

运行

校 企 “ 双 师 ” 团 队 服 务

序
号 名称 备注 序号 名称 备注

1 创意直尺 精工DIY 9 五轴赛事案例2 实战项目

2 多面同心体 精工DIY 10 测试左夹爪 实战项目

3 大力神杯 精工DIY 11 医疗骨搓 实战项目

4 竹节上的蚂蚁 精工DIY 12 侧铣小叶轮 实战项目

5 国际象棋 精工DIY 13 弧齿锥齿轮模仁 实战项目

6 蛋雕 精工DIY 14 汽车模具斜顶 实战项目

7 书签 精工DIY 15 五轴电极 实战项目

8 五轴赛事案例1 实战项目 16 实时更新

课程资源

团队
企 业 人 员 学 校 师 生

搭平台

校 企 “ 双 师 ” 团 队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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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六：对接岗位能力需求，构建职业能力课程模块

   瞄准先进制造技术
构建职业能力课程模块

围绕“设计-制造-维修-服务”核

心岗位群职业能力需求和技术方向，

基于“纵向可发展+横向可迁移”的

职业能力培养逻辑，搭建职业能力培

养课程模块，淡化专业概念，打破专

业壁垒。

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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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纵向可发展+横向可迁移”的职

业能力培养逻辑，围绕技能培养规律，依据

培养过程,以三年学制为重点，兼顾探索本科

层次人才培养，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实现

“底层共享保融通、中层分立显特色，顶层

互选育多能”人才培养目标，有效实现了群

内专业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共育。

找准群内专业定位
构建专业群课程体系

措施七：根据群内专业定位，课程模块分解，重构课程体系，力促专业协同 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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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八：对接行业新技术及岗位能力新需求新建１9门课程

技术—课程—能力
序号 技术 新课程 能力培养

1 数字化设计
零件三维造型与数字化设计
机械创新设计
机械运动仿真技术
数字优化分析技术

以三维设计为核心，培养学生面向制造的设计能力，综合考
虑可生产性和可维护性。

2 数字化制造
智能制造与数字化工厂
先进制造工艺技术
数字化精密制造（基础+技术+工程实践）
数控多轴及产线加工技术

在装备智能化的背景下，培养学生应用先进制造技术、编制
数字化工艺的能力。

3 数字化检测
数字化检测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机械产品质量管控

培养学生应用先进检测工具进行在线、离线的检测能力及产
品质量管控能力。

4 智能化控制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
智能生产线控制与维护技术
智能制造单元运维

培养学生智能装备及生产线的应用与维护能力

5 信息化服务
机电设备管理与在线检修服务
生产调度实务管理
生产现场5S管理

培养学生在智能制造时代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设备管理、检修、
生产任务编排、生产现场管理等能力。

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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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九：打造” 校企双循环、人员双素质“+
             “教育教学、技术研发”互融共促师资团队

序号 姓名 工作年限 人员构成及方向

1 安建 4 校内技师，高端设备操作与维护

2 陈伟 5 校内博士，产品开发与工艺开发

3 周新涛 4 校内博士，产品开发与工艺开发

4 祝战科 10 校内教授，项目统筹与工艺开发

5 李翊宁 7 校内博士，产品开发与工艺开发

6 王帅 10 北京精雕，项目统筹与工艺开发

7 赵恒 6   北京精雕，工艺开发与仿真

8 蔡锐龙 17 北京精雕，工艺开发与实践验证

9 关山 17 北京精雕，工艺开发与实践验证

10 李渊志 20 北京精雕，数字化制造技术研发

师资团队新增
国家级教师创新团队 1个、国家

课程思政教学团队1个、陕西省课

程思政教学团队1个、陕西省师德

团队1个、陕西省教学名师2人、

陕西省首席技师1人、陕西省技术

能手2人、陕西省课程思政工作室

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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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量翻倍，科研水平稳步提升

l 2020年专利24项，横向100万

l 2022年专利25项   横向532万

l 2021年专利23项   横向216万

      秦创塬陕西省政府春种基金投入

100万，孵化1个企业。

措施十：校企联合开展科研工作，提升教师技术水平，更新教学资源反哺教学

序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个人 备注

1 带压作业设备用液压
转盘研发 西安泰森科技有限公司 陈伟

2 钛合金单车车架市场调研
与产线规划项目

北京池恩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 李翊宁

3 北京驿厨食品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项目 北京驿厨食品有限公司 李翊宁

4 四川金鳞信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项目 四川金鳞信创信息技术 李翊宁

5 千川蚂蚁商贸(山东)有限
公司技术服务项目

千川蚂蚁商贸(山东)   
有限公司 李翊宁

6 户外运动器材人机交互 
系统第一代样机研发项目

陕西同辉体育用品制造
有限公司 李翊宁

7 陕西三原九九模具制造 
有限公司设备维修

陕西三原九九模具制造
有限公司 蔡美富

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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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十一：校企联合培养青年教师，提升工程实践能力，提升科研水平 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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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班
经过发布招募令、学生自主

报名后、经笔试、心理测试、
面试录取。以激发兴趣和知

识基础学习为核心。
        

精艺班
笃学班学生通过北京精雕中级
精密数控加工技能等级证书

，合格后进入精艺班。
以实际企业案例为载体，以技
术创新与应用为核心。

笃学班
明德班经过产业学院综
合 ，合格后进
入笃学班。以仿作企业
案例为载体，以训练技
术技能为核心。

明德班

精艺班

笃学班

学

做
创

措施十二：构建精雕工匠班三级培养体系，探索现场工程师培养路径 共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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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育人才共建团队共建资源

（1）新技术进课
程,共建数字化精
密制造课程体系
（4门课程）；
（2）企业案例进
教材,引进案例
168个，共编活页
式教材47本、工
具书2本。

（1）协同培养
现代学徒，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双导师实施
教学过程、工学
交替分段培养；
（2）共同培养
青年教师，项目
载体、双向流通。

(1)企业8名高级
技术工程师驻校，
学校教授、博士、
高层次人才配套；
(2)双团队共建课
程、共编教材、
共同教学、共同
研发、共同服务。

激发兴趣：
学习知识
打基础

明确目标：
仿做案例
练技能

培养创新：
实战项目育
创新

学

做

创

工具书2本 认知案例教程17项 加工案例教程30余项
校企双团队（部分）

现代学徒制班学习

新技术

好设备

高人才

学  生

教  师

教  室

企
业

学
校

产
业

教
育

互促共赢

措施十三：企业“人员进团队，技术进课堂、案例进教材”，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共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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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字
化精密制
造领域，
协同服务
地域经济
发展，入
选教育部
2021产教
融合校企
合作典型
案例。

技
术
研
发

创新创业类技术服务类科技研发类

（1）军工保密项目2项；
（2）研究所保密项目4项；
（3）高校研究项目1项。

（1）十二生肖；
（2）笔尖上的乐器；
（3）冰墩墩、镇尺；
（4）大雁塔。

（1）精密磨具项目3项；
（2）医疗器械项目2项；
（3）航空结构件项目2项；
（4）通用机械项目1项。

实战锻炼教师工程实践能力

对接最新技术积累教学资源
教
育
教
学

动态更新课程内容教学载体

校企双团队+企业真项目+学生真参与

：研究生联合培养单位，院士工作站落户，咸阳市设立先进制造技术特
色产业专家工作站。承担教育部师资团队创新项目1项，陕西省重点攻关项目1
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重点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16项。开发《精密数控
加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1 项，编写“1+X”精密数控加工证书配套教材2本。
成效二：培养现代学徒制学生 430 余人，省级以上各类大赛获项 32 项。
成效三：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21 项，为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1000余万元。
成效四：机制专业教学标准和15门课程标准成为赞比亚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标准， 
群内5各专业教学标准和52门课程标准被尼日利亚引进。

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实现双赢

措施十四：广泛开展技术服务，实现“教师干真项目”和“学生学真技术”

共育人



Mechanical Engineering机械工程学院

3 5项实践教学
项目

科研项目，转化为实践

教学项目。

1 6 8项教学案例

对接企业案例，转化

教学案例。

大课程小模块，聚焦数

字化精密制造领域，新

建课程及教材。

编写30本出版教材
开发68本活页式教材
建成37门在线课程

教
学
科
研
互
融
共
促

联
合
企
业
制
定
数
字
化
精
密
制
造
岗
位
标
准

教学资源及时动态更新

教学案例对接岗位实际

人才培养水平
社会服务水平

双提升
课程内容紧跟行业技术

国家级精品在线课课程3门
国家级课程思政课程1门
国家职业教育规划教材5本
省级精品在线课：5门
省级创新课程1门
支持参与专业教学标准4个

措施十五：企业项目+服务项目            转换成教学案例，实现了教学资源动态更新 共育人



Mechanical Engineering机械工程学院

现场项目
管理办法

现场考勤管
理办法及行
为准则

现场设备、
物资管理
办法

措施十六：依托产业学院建设和运行，探索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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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发展 省级 国家级
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人先锋号  1
教育部：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 1

教育部：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 1 

教育部：“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 3
教育部：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1
教育部：国家级在线开放课程  1
教育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1
教育部：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1
教育部：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 1

教育部：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培训基地  1

教育部：国家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2

教育部：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首批试点（SGAVE） 1

教育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  1

全国机械行指委：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十佳案例”  1

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培训基地 1  

  中华全国
总工会、教
育部、工信
部、机械行
指委等多部
门的认可和
表 彰 。   
200余家兄弟
院校来访交
流学习。     
126项国家级
和203项省级
荣誉。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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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贡献
人才培养：1500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年均

技术服务：技术服务合同1300余万，服务企业100余家/年均

经济效益：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年均超过1000万以上/年均

各类培训：年均培训3000人次以上
国家专利：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共160余项

成果转化：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共20项

企业项目：承担企业各类技术研发项目共50余项

教科研项目：承担起省部级以上教科研项目120余项

培训项目：承担企业员工及师资培训项目20余项/年均

技能大赛：承担省级及以上技能大赛共20余次

技术训练：开展高水平复合型技术技能训练人数2000人/年均

校外基地：高水平职业教育校外实训基地共50余家
研究生培养：与西安工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专业群带头人担任研究生导师
服务兄弟院校：对口服务兄弟院校50余家

发挥智库及
产业学院平
台作用，积
极服务社会。  

陕西省军民
融合商会、
咸阳市中小
微企业服务
中心、高校、
院所认可。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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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部长对学校“学习知识打基础—仿做案例练技能—实践
项目育创新”的“学做创”一体化育人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指出，学校目前在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已形成基本经
验，希望学校与企业继续开展深度合作，对接市场需求，校企
共同育人，在人才培养中考虑专业交叉融合，把设计、研发、
生产成体系的模式、经验融入其中，将教育和产业相结合，为
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培养埋下种子。
       怀部长对“将产业的人才培养过程放到学校中来”的产教
融合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陕西工院要结合工业化时代发展状态，及时调整
人才培养方案，既要从我国长期以来工业发展进程中汲取经验，
也要结合工业化时代未来发展方向，不断提升自自身综合能力，
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他还指出，要将先进的设备应用到教学
中，开辟校企合作新模式，为学生打开高端上升通道。

怀进鹏部长高度评价我校
“学做创”一体化育人模式

怀进鹏部长对“将产业的人才培养过程放到
学校中来”的产教融合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2022.08怀进鹏部长来校调研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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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西安市机械工程学会、咸阳市军民融合商会、咸阳市中小微企业

服务中心，建立常态化联系体系。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陕西教育电视台、

西安市机械工程学会多次报道。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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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 永不停步
人才培养 持续创新

感谢聆听
不妥之处
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