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Vol. 2 No. 04 2019Adva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改革与实践

为一些学生最不重视的课程，对于课程学习热情不高。要增强课

程对于学生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必须首先

要具备深厚的人文知识底蕴，在讲授课程内容时，能够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从而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更为生动和丰富，以提高

教学的成效。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

的思想道德品质等既能够感染和影响学生，也是其自身不迷失方

向的保证。

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通过经验交流、学术研讨、

集体备课、教学观摩、实地参观等形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以

严谨的治学态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学生言传身教，

使学生从教师身上获得人文意识，借此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

四、结语

总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于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

培育具有重要作用，但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以

提高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是基础；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转变传统观念，重视和保证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质量是保障。实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的建设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技能扎实，人文素

养过硬的新世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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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以及拥有成熟市

场推广经验，产业核心竞争力强，在新能源汽车高端产业中具有引

领示范作用。针对高职新能源汽车专业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

产教融合不深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不能有效衔接，

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人才培养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提出高

职新能源汽车专业建设途径的创新与实践：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

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在人才培养目标、

教学标准、课程体系、教学资源、实践教学、教学效果评价等六方

面途径进行全面深化产教融合，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培育高

技能人才，推动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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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不少专业没有达到预期的人

才培养目标，原因是专业与产业高端企业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

培养质量不高，人才培养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2017 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

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2018 年《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指出，构建

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本文提出高职新能源汽车专业建

设途径的创新与实践：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人才需求为导

向，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标准、课

程体系、教学资源、实践教学、教学效果评价等六方面途径进行

全面深化产教融合，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培育高技能人才，

推动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

一、“六融合”概念

六融合：职业学院专业人才培养以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职

业学院与产业高端企业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标准、课程体系、

教学资源、实践教学、教学效果评价等六方面途径进行全面深化

产教融合。

二、基于“六融合”高职新能源汽车专业建设途径的创新与

实践

（一）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

学校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实施“比

亚迪新能源汽车精诚英才培育项目”，制订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

比亚迪卓越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解决企业对人才需求和发

掘的途径和方法，为企业培养高素质人才。

（二）创新途径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端企业深度融合

1. 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人才需求相融合。人才培养目标以新

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人才需求作为导向，满足企业需要，符合

岗位需求，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培养高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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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标准与企业标准相融合。教学标准基于企业用人标准、

技能标准、考核标准、晋级标准作业要求制定，利用学校资源整

合教学过程，减少企业培训成本，教学效果符合企业要求，通过

阶梯性无缝衔接顶层设计，师、匠互聘、互为导师、共上同一门

课程，共传同一门技艺，使学校教学标准与企业标准同步运行。

3. 课程体系与企业岗位能力要求相融合。教学内容以工作岗

位需要的知识、技能、经验及工作情境为基础，以岗位任务进行

模块化教学。不同模块组合构建基本课程内容，递进教学进程与

模块化课程相辅相成搭建以企业真实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工作过

程为依据课程体系。

4. 教学资源与企业培训资源相融合。核心教师参加比亚迪专

业岗位培训和技术岗位轮岗实习。学校教学资源与比亚迪培训体

系资源融合，师生共享比亚迪经销商学习与管理平台，比亚迪班

师生纳入服务体系，共同完成比亚迪企业要求的相关培训内容和

工作任务，以企业的要求标准来独立考核各自的能力，获得相应

的能力等级便同步获得比亚迪企业技能等级认证。校企合作开发

实训设备。通过资源共享同步获得比亚迪最新技术，使教学与新

技术无缝对接。

5. 实践教学环节与企业定岗实训相融合。学生需要完成两年

在校学校和一年企业生产性教学实践环节。生产性教学实践按照

岗位要求进行岗位轮训和定岗实训相结合方式强化学生技能提高，

企业岗位都是真实的和典型的工作内容和任务，有效保障学生在

短时间内掌握技能要求。

6. 教学效果评价与企业人才能力评估相融合。人才能力评估

以企业标准和要求进行，首先对师资要求，只有获得相应资质的

教师才能胜任教学工作。其次是对学生要求，学生按照标准和要

求学完在校期间课程和企业课程，进行线上和线下考核，考核通

过后进入企业实践教学。在校学习程度直接影响到后续学习企业

课程能力，企业会给出合理评估以检验学校学习效果。学校根据

企业对人才能力评估改进教学方法和方式以满足企业需求。

（三）推动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通过与新能源汽车高端企业比亚迪的深度融合，提高了新能

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有效解决比亚迪对人才需求问题，为

比亚迪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提高学校知名度。学校获得比亚迪最新技术知识及硬件支

持，学校教学始终与高端企业同步，提高学校知名度，为学校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为学生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学生学习最新最实用技术

知识，进入优秀销售服务店中进行工作或实习，为职业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部分学生成为维修、接待岗位主力军和企业培养对象。

3. 为比亚迪企业人才发展提供保障。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

为企业提供优质员工。

4. 解决比亚迪销售服务店招聘难题。保障新员工整体技术水

平，缩短新员工店内培养周期。

三、结语

（一）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

实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精诚英才培育项目”，以企业人才

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解决企业对人才需求和发掘的途径和方法，

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创新途径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端企业深度融合

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标准、课

程体系、教学资源、实践教学、教学效果评价等六方面途径进行

全面深化产教融合。

（三）推动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通过深度融合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端企业，以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端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解决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不能有效衔接，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人才培养供给与需求结

构性的突出矛盾，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企业培育高技能人才，

推动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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