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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数控技术专业产教融合策略与实践研究 
——以四川现代职业学院为例 

余再新 1 董钰铖 1 安铃芝 1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摘要：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的融合，本文对国内外产教融合的现状进行研究，结合笔者学校实际，着力于进行适合于笔者学校的产教融合的策

略探索及实践研究，为其他同类职业院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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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必由之路，产

教融合是我国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国内外的

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经历了较长的探索过程。 

一、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现状研究 

（一）国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成功经验 

国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实践经验较丰富的主要是德国、

美国、日本等国家。德国的“双元制”——学校和企业是双元，

学生与学徒是双元。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政

府和企业共同办学，但以企业办学为主，其教育体系更像是一种

关注实践与技能，为未来工作而学习的思想。 

美国社区学院人才培养模式[1]——社区学院利用当地工商业

的各种优势和资源，服务于当地社区经济。学校按企业所需制定

人才培养目标，企业将自己最新的科学技术送入校内课堂，根据

市场需求研发新型课程，学校聘用企业高级技术人才来校指导教

学促进校区更深层次融合。 

日本职业教育的一大特色是企业办学。大企业兴办的“工学

院”既为自己企业培养急需的专门技术人才，也为客户提供技术

培训。在企业技能培训与学院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以企业为主，学

校为辅，各学校之间组成“产学管”联合项目[2]，合力共同解决

问题。 

（二）国内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现状 

在我国，随着新时代教育政策的不断出台，职业院校普遍重

视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模式的研究改革与实践。各地方、

学校建立了依托行业的各专业指导委员会、职业教育集团、创新

职教园区，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渠道。在区域职业教育与产

业对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例

如，天津职业大学以高职学校为主导，采取“以产养教，以教促

产，重在教学”微利润运行机制的“校中厂”[3]。苏州工业园区

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企业型大学实现产教深度融合[4]。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探索“院园融合”混合所有制育人模式[5]。 

二、我院数控技术专业产教融合的实施 

我院坚持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指导思想，从我院数控技

术专业实际出发，进行产教融合的探索与实践。除进行常规的贴

岗实习与顶岗实习外，我校数控技术专业在促进校企合作，深化

产教融合方面还进行了如下探索与实践： 

（1）开设“订单”班 

我校数控技术专业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与多家机械加工企业

协商，在数控技术专业大一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开设订单班。

基础课程由学校负责提供场地、开展教学；与企业生产有直接关

系的课程由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场地，对订单班学生实施订单

培养，让学生有针对性学习，毕业后就能够达到企业上岗要求，

直接进入企业工作，并独立进行生产加工。 

（2）开设“专项”班 

我校数控技术专业与合作企业进行友好协商，并签订合作协

议，在数控技术专业大二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开设专项班。学

生在大二下学期要进入企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贴岗实习，为促进

企业、学生、学校三赢，通过与企业协商，企业与学生双方进行

双向选择，学生自愿参与专项班，进行包括贴岗实习在内的为期

2 个月的专项班学习。并指派教师专门负责专项班工作事宜，以

帮助学生更快地适应企业生产，达到上岗要求。 

（3）开设生产性加工班 

我校数控技术专业利用现有的设备、场地等资源，主动承接

企业的产品加工，将企业产品引入课堂教学并进行加工。以校内

生产性实训基地为依托，承接以车、铣、钳为主的生产加工，开

发基于工作过程的生产性实训课程，组织学生进行生产实训教

学，让学生体验“做中学，学中做，学以致用”。 

三、结论 

我院数控技术专业将持续探索适合于我校的、适合于数控技

术专业的、适合于社会发展的、适合于企业需求的，行之有效的

产教融合实施策略，培养更多的符合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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