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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分析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理念、社会对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学生的技能诉求，在参考本专业其他培养模式
的基础上，根据南昌职业大学的实际情况，明确了职业本科层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人才培养模式。结果：相比传统的机械设计
制造及自动化本科么教育，职业本科层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人才培养模式能明显提高学生职业技能。结论：本文构建的职业本
科层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人才培养模式，可为我国培养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高层次职业人才，满足我国对机械设计制造
和自动化专业人才有着新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Abstract Objective: By analyzing the cultivation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undergraduate talents and the social demand for the skill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referring to other cultivation modes of the specialty, a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Nancha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professional undergraduate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talents is defined. Result: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the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level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vocational skills. Conclusion: The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level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article can cultivate high-level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in China, meeting the new demand for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talents in China, and has important so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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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很多学者、学校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全球机械制造的快

速发展，当前我国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的培养犹存诸多

问题，其中，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1.1 重理论轻实践。我国大多院校在非常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在人

才培养方案中设置非常多的理论课，但是对实践缺乏应用的重视，导致

培养的人才理论非常扎实，动手能力较差，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1.2 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晰。按照我国人才培养类型，高层次人才一

般分为技术研发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和职业技能型人才。很多学校没有

很好分析自己学校所处的人才培养层次，一味追求模仿其他学校，自身

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晰，设置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很好的培养相应的人

才。 

1.3 校企合作程度不佳。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而企业是人才发

挥技术才华的重要平台，两者在人才培养方面密不可分。当前我国大多

学校人才培养均未充分与企业探讨合作，各自关门制订各自的人才培养

方案，推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有效满足企业需求，导致培养的人才企

业无法接纳，人才培养处于落后状态。 

2.职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重要意义 
为解决上述问题，教育部在对国外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决定

在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中设立职业本科层次人才，逐步扩大我国人才规

模，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种类，从而令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满足市场的需

求。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开设职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具有重

要的重要意义。 

2.1 符合国家人才培养战略需求。我国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技术

型、研发型人才培养逐步趋于饱和，但是在技能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

却处于落后状态，为扭转我国在全球技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至

2018 年起，在全国推行职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因此，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开设职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符合国家人才培养战略需

求，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可供国家制定职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国家标准

提供参考。 

2.2 为国培养大国工匠。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特别发达，

根本原因在于高技能人才的大力支撑，而德国的双元制大学，日本的专

门职大学、英国的科技术大学，均是职业本科办学层次。在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开设职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研究，提高职业技能型人

才培养质量，培养大批大国工匠，能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有利

于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差距。 

2.3 实现高等教育社会价值。高等教育为谁育人、培养什么样子的

人？一直是高等教育思索的问题。当前社会对高层次技能型人才缺口非

常巨大，作为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启动器，高等教育满足社会对

人才的需求，全力对高层次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方法及措施进行研究，

培育社会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 

3 职业本科层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人才培养策略 
我校是教育部首批认定的职业本科教育学校之一，至 2018 年开展

职业本科试点工作以来，在近 5 年的教学摸索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建

立具有我校特色的职业本科层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人才培养体系。 

3.1 统一思想。职业本科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国外虽然已开展了

很多职业本科教育，但是由于国家制度不同、国情不一样、以及对将来

培养人才定位不同，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的教育模式。 

为了更好的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我校制订了相应的开展方案，研究

国家领导、教育部对职业本科教育的相关论述及文件精神，统一思想。

目的是为了开展职业本科教育不走弯路，培养的职业本科人才符合国家

诉求，能够为国家职业本科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3.2 深入调研。培养的人才好与坏，学校说了不算，得企业和社会

评价才是真。所以在开展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前，该校组织老

师、教研室主任、专家教授以及学校领导奔赴全国知名机械设计制造企

业进行市场调研，听取企业对高层次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建议，他们期待

职业本科层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

业技能，并与相应的企业制定了共同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合作授

课、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等事宜。为职业本科开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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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3.3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在统一思想和深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结

合教育部发展职业本科要求，该校组织校内外专家、企业骨干人员参与

制定职业本科层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人才培养方案，其人才培养定

位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先进的机械

设计、工艺与工装、制造、生产与质量管理等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具

备按客户要求设计产品，且依据图纸进行工艺与工装设计、编制程序、

组织生产、质量管理的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产品

数字化设计、生产工艺编制、工装设计与制造、生产技术组织、质量管

理、高端数控机床加工编程等工作的高层次技能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

机械系统设计、金属切削加工及机床、机械制造工艺与装备、数控加工

技术及工艺编程、数字化制造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智能传感与检测技术。 职业本科教育重点是增强学生实践动手

能力，为此，人才培养方案相比其他院校，在实习实训环节增加更多的

实训内容，强调在校内外进行数字化设计实训、机械设计实训、产品质

量检测实训、控制技术实训、数控化制造技术实训、智能产线综合实训

等实训，在装备产品或零件生产制造类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图 1 实训场景图 

3.4 推进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为工程技术

学院开设的本科专业。职业本科教育要求重现场实践教学，现场实践教

学是不可缺少的教育教学环节，是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必须投入相当的资源和精力，建立与办学规模和现场实践教学

要求相匹配的实训基地，确保各项现场实践教学任务能够得到有效的落

实。 

为此该校投入巨资打造职业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校内

外实训基地，建有 12000 余平米的集实验实训、实习、科研、创新创业

于一体的实验实训中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近 3200 万元，设有金工

实训、数控加工、电气控制、工业机器人等实验实训场所 60 多个。该

校还与数十家省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深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关系。机

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实施课程考核与“1+X”证书认证相结合、专

业教学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极大提升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3.5 加快校企合作。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与历程角度看，职业教

育必须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及文件要求，积极与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深化

产教融合，更要开门办学，让专业建设紧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推进

校企专业共建，人才培养等改革工作，进一步耦合教育链、人才链、产

业链，与企业实现人才培育交融互补，有利于形成互需共赢的良性局面。

多方协同、精准发力深化产教融合，打造江西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产教

融合示范项目。具不完全统计，该校工程技术学院已和省内外 30 余家

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专业共建项目，极大推进了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

发展。 

4.结束语 
高层次职业人才是我国未来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奠定中国制

造世界品牌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因地制剂培养高层次职业人才，是

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不断思索、不断改革、不断进取的教育问题，南昌职

业大学职业本科层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的探索实践，并取得较好的

成效，是其他高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的一个榜样。教育无小事，教育关

乎国之兴亡。教育就是要苦练内功，强化管理不断进行教学手段、教学

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国家发展壮大，教育

的真谛在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腾飞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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