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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外实践基地的 LED 工匠型人才的创新与实践
黄鸿勇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工匠型人才的培养仅靠学校单一主体是很难实现的，

它需要工匠型人才培育的环境，也需要工匠型精神和能力的师资

作为保障，更需要能够以工匠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人才培养体系。

校外实践基地打破了校内实训基地的局限性，也弥补了单纯“厂

中校”管理和理实教学的不兼容性。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光电学院

这一校企共建混合所有制下的校外实践基地，以培养 LED 工匠型

人才为目标，集学校、企业和行业多方资源，工程师和骨干教师

共同培养。6 年来，学院为广东省 LED 行业输送了 700 多名高素质

专业技术人才，助力产业发展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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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和“厂中校”成为近几年职业教育耳熟能详

的词语，然而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徒制和厂中校办学模式

是非常困难的。“现代学徒制”难以实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具有

工匠精神的高水平高技能的“双师型”教师和以企业完全匹配的

实践环境。现在职业教育中，教师更多承担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的

教学，针对的往往是一个班级几十个学生，根本无办法像师傅带

徒弟那样倾注精力；实践环境均是以某些理论教学内容对应的实

践或者实验设备，这和企业多样化复杂化的现实工作环境简直天

壤之别。虽然有高校探索“厂中校”，但是衍生出的问题使得这

种办学模式举步维艰，甚至成了一种顶岗实习的环节，而不是孕

育现代学徒制教学的“沃土”。

《珠三角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珠三角地区要现由“广东制造”

向“广东创造”转变。佛山市作为全国著名 LED 新光源产业基

地，行业人才一直需求紧缺。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是广东省最早开

设 LED 新型电光源专业的学校之一，肩负着培养 LED 人才的重要

使命。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充分利用中央财政支持建设项目和“广

东省省属高校教育专项项目，联合相邻 3 公里的广东祥新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在“产业主导、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

原则下，以学校提供生产性的专业教学仪器设备，企业提供 5840

平方米的教学场地（含装修），投入约 500 万的共享开放研发设

备以及生产实训条件下，采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校企共建广东

职业技术学院光电产业学院，简称光电学院。以此精准对接 LED

行业进行培养 LED 工匠型人才的探索。

一、校外基地立体化建设举措

（一）精准对接光电产业，多元共建混合所有制光电学院

光电学院作为专业与产业精准对接的有效平台和建立校企协

同育人长效机制的有效载体，具有特征如下：混合所有制的组织

形态：光电学院呈现出校企多元主体、多种资本混合而成的教育

实体特征，其面向新型电光源产业服务，进行人才培养、技术研

发服务、职业培训、技术咨询等。多元共建的办学体制：光电学

院由学校和祥新光电双方合作出设备、资金、场地等共建而成，

并引入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职业教育联盟作为软性投入（企业

师资、技术咨询、实习 / 就业岗位等），形成了“多元共建”的

校企合作办学体制。多元共管的运行机制：光电学院实施理事会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运行机制，理事会成员包括来自参与共建

的主体、政府、高校和相关企业行业的专家，负责光电学院的顶

层设计规划。院长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光电学院的运行与

管理，形成“多元共管”的运行机制。

长效运行的保障机制：成立光电学院的“产、学、研”管理

机构，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出台人才培养、师资培育、实训基地、

技术研发等一系列制度，形成较为完备、高效、良性互动的长效

运行保障机制。

（二）精准对接光电产业人才需求规格，构建产教融合的

“3233”工匠型人才培养模式

LED 专业把握光电产业学院这一“产学研”平台，构建基于

光电学院产教融合的“3233”工匠型人才培养模式。光电学院有

三个教学平台，企业实践中心主要由企业的品质部、生产部、事

业部组成，主要是完成针对 LED 生产工艺、生产管理和产品质量

提升技术等企业实践能力的岗位课程；一体化教学中心是学生平

时上专业课的教学做一体化教室；LED 创新中心是由工程部、研

发部、竞赛工作室组成，是学生完成创新课，进行比赛训练、开

展项目研发的场所。学生以这三个教学平台，在专任教师和高级

工程师双师资指导下，通过工学交替、现代学徒制和以赛促学三

模式，完成岗位课程、专业课程和创新课程三课程，实现精准对

接光电产业岗位需求的工匠型人才培养。

图 1 基于光电学院产教融合的“3233”工匠型人才培养模式

以基础课堂、应用课堂和创新课堂为教学形式的课堂教学中

心，以企业工程项目为载体开展精准对接光电产业技术和技能的

专业课程教学。所有课堂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系统地、分阶段地

引入不同技术含量的 LED 新型电光源的工程项目为载体，采用情

境化案例教学模式。

依托工程部、研发部和竞赛组，开展以企业项目、教师项目

和学生项目（攀登计划、挑战杯和创新创业大赛）为载体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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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项目活动（优才计划）；第二项课堂任务是在经教师和工程师

筛选技术过硬、思维创新的学生组建技能大赛兴趣小组（优中选

优）进行，由工作室指导教师负责指导职业技能竞赛（精英培养），

指导内容以企业创新项目和职业技能竞赛的赛题。

（三）精准对接光电产业岗位需求，构建光电产业岗位群课

程体系和岗位职业标准的课程标准

借助 LED 协同创新平台的优质资源，引入 LED 企业行业

岗位技能标准，并对各个岗位群的行动能力进行剥离重构，形

成以岗位精准对接的基于光电产业岗位需求的课程体系。实现

分类培养，分层教学。成立专业课校企开发团队进行核心课程

开发，包括课程开发调研、课程开发标准的确定、课程的确定

到课程实施的指导、监督、课程评价等。实现分类培养，分层

教学。光电产业特别是 LED 产业，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以

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创新性人才为出发点，剥离出上游外延和

芯片制备相关企业中的技术岗位能力需求，开办了以“半导体

芯片制造工”工种职业标准为课程标准的半导体芯片制备课程；

剥离出中游封装企业中的技术岗位能力需求，开办具有上市企

业标准的“LED 封装技术”课程；剥离重构下游应用端的灯具

设计、电源设计、控制设计和产品质量检测等岗位，相应开办

了“LED 灯具设计”“LED 驱动电源设计”“嵌入式应用”和“LED

测试技术”等课程，它们的课程标准都是以企业或者行业标准

作为课程标准。根据每个岗位能力的纵向分解，提炼出具体的

岗位能力，并以项目方式融入到课程章节之中，形成项目驱动，

情境导入的课程内容框架。

二、基地发展引领教师、工程师、学生“三元互长”

如图 2 所示，以平台项目——产品创新平台的建设引领带动，

将学校的专业教师、企业的技术工程师和专业的学生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共参与、共成长。教师进研发、工程师进教学、学生进

项目的“三进”将教学、研发、学习交叉组合，相互补充、相互

支撑、相互促进，最后形成教师、工程师、学生的“三元互长”

的产学研合作新路径。在“三元互长”的产学研路径上，LED 教

学团队已是名符其实的“双师”队伍。12 位专任教师有 4 位被企

业聘为高级工程师，6 位聘为工程师，14 名企业工程师成为学校

兼职教师，团队教师参加广东省信息化教学能力比赛荣获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与 LED 相关的科研教研项目达 32 项，其中有

13 项是市省级以上的项目，项目经费已超 500 万元，为合作企业

培训超 1000 人次。团队教师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共 20 篇，

专利 2 个，两位老师攻读了博士学位，还有 4 位老师职称得到了

晋升。LED 专业学生在广东省技能大赛获奖 17 项；在广东大学生

科技创新培育项目中立项 8 项，立项经费共 14.5 万元。

三、总结与分析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能够将“现代学徒制”孕育在可行性的“厂

中校”之中，培养出满足行业需求的具有一定工匠精神的创新技

术类人才。然而要不断打破传统教育的束缚，需要政府在政策上

不断地引导和支持，需要学校和企业在人力物力上的大量投入，

也需要老师、工程师和学生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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