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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面向智能制造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探究
严　鑫

（富蕴县职业技术学校，新疆 阿勒泰 836100）

摘要：随着我国“智能制造 2025”发展战略的提出，市场对

基于智能制造领域的中职院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但是在当前的中职院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建设过程中还存

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制造业作为我国的经济基础产业，其人才培

养质量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近年来，我国经济产业转型

升级的步伐不断提高，制造行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发

展，这对中职院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此，本文通过深入探究“智能制造”行业背景下中职机电技

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的相关策略，以期能够提高机电技术应用专

业建设质量，为促进中职院校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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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我国进入

了经济新常态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职院校作为服务社会、培

养人才的主阵地，应该跟随行业变化，不断调整专业课程的建设

和改革方向，实现课程建设与市场需求的无缝衔接。对中职院校

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而言，目前的改革方向在于实现机电技术应

用专业建设与校企合作模式有效结合，以求学生的就业能力和行

业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实现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的有效培养。

一、通过课程改革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

在产业转型升级向智能制造迈进的背景下，机电技术应用相

关行业对职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岗位需求。中职院校机电技术应

用类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形成良好的

知识实践能力。中职院校机电制造专业的建设应该以学生的就业

为导向，在这样的职业要求下，如果想过要通过专业建设培养出

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势必要对本身的专业课程实

行改革。

以我校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的课程改革为例。我校的机

电技术应用专业课程设计为基于教学规律的模块设计，在每个模

块的教学内容设计上，要求包含一项机电维修岗位能力中所包含

的特定的能力或者知识。从而确保每个模块的知识内容与实际的

岗位需求的对应。在进行知识模块化设计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各知

识模块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补充，在知识模块的排列形式上采用平

行、递进和延续的形式，将基础的拆装、维护等内容排列在前，

系统检测、电路检测等比较复杂的检修内容排列在后，实现机电

技术应用理论知识的合理递进，促进学生专业机电技术应用知识

学习水平的有效提升。

二、结合校企合作推动学生技术实践

随着我国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智能制造行业要求学生具

备丰富的实践能力，但是在中职院校传统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教学活动中，教师采用的往往是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的教学模

式，这样导致中职院校专业人才实践能力的人欠缺。根据党的

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工作者大会的相关要求，校企合作模式和现

代新型学徒制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的职业

技能符合企业、行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因此，中职院校机电技

术应用专业在建设过程中要升华校企合作模式，推动机电技术

应用专业人才的发展。

例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中职院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的教师应该主动到合作企业进行调研，探寻行业标准，对课程

做优化设计，使得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学生在知识学习的过程

中，能够养成符合复核岗位实际需求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同时，在阶段性的教学活动完成以后，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师

要深入到市场中进行调研，并积极联系合作企业，安排学生进

行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知识实习活动，一方面对学生的学习成果

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使学生进入到真正的工作环境中，推动学

生实践能力的发展。

三、结合现代学徒制度推动实践培训工作

在中职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的环节，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

决定了学生能否适应社会需求。因此，中职院校机电技术应用

专业教师在专业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通过

校内的实训基地与合作企业的新型学徒制度相结合，通过项目

驱动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走进企业，推动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学生

的全面发展。

例如，我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准备在每个学期的寒暑假或者

小长假的假期时间都会安排学生到岗位进行有偿实习，引导学生

对行业发展形成深刻了解，同时结合现代新型学徒制度对学生进

行职业培训，引导学生学习既定工作经验，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形成了初步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学

生今后参与社会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机电制

造行业由传统型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中职

院校的机电技术应用专建设要做到与时俱进，通过对机电课程改

革实验模块化设计，同时结合校企合作模式和现代新型学徒制度

推动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使学生在养成专业知识学习能力的基

础上，形成良好的专业实践能力，为学生今后在机电技术应用建

设行业中的就业、择业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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