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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技能人才综合职业能力的背

景下，技工院校培养的单一工种、单一技能的专业毕业生很难

适应企业日益提高的用人需求。技工院校应积极探索机电类专业
先进技能理念、评价体系及人才培养模式，深入专业建设、深

化课程改革。其次要充分借助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平台，适

应装备制造业发展趋势，结合世界技能大赛标准建设一批高水平
机电类专业，加快培养企业急需紧缺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为

《中国制造 202 5 》添砖加瓦。

1　技工院校的教育现状
当前我国技工院校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即专业设置不合理、

内涵建设任重道远和规模需求失调等，即企业需要的培养不出

来，培养出来的企业不需要，具体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生源贫乏、文化素养欠佳

笔者所在的城市，所有的初中毕业生均通过该平台进行填报

志愿，高中学校第一批次录取、职业中学和技工院校第二批次
录取。相对于高中和职业中学，技工院校的文化成绩较低。其

次，大部分学生及家长还是注重学历；第三，大学3+4 和高职

院校的不断扩招，生源争夺战异常激烈。在此基础上，技工院
校的生源质量可想而知。

1.2技工院校专业设置的合理性有待于提高

很多技工院校在办学时墨守成规、不愿意改革，或者改革
流于形势；二是没有深入企业调研，挖掘岗位核心能力；三是

技工院校的专业设置不够合理，没有突出专业的内涵。四是专业

设置没有完全与企业岗位能力对接。
1.3技工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有待于加强

开展技工教育，硬件方面要符合要求是基础，关键在于师资

队伍，教师的业务能力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果。技工院
校首先在制度上进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引导教师多参加国家、

省市或者行业组织的各种培训；其次，技工院校要鼓励教师深入

企业，学习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业务水平。
2　技工教育改革建议

2.1 专业设置对接企业，推进专业发展

根据调查分析，技工院校针对某个工种开设专业培养的技能
人才已不能满足机电类专业技术岗位要求，技工院校机电类专业

要想顺应时代发展，为社会输送新型复合型技能人才就必须对照

企业当前甚至未来需求，切实开展课程改革，围绕岗位能力要求
开发新的课程体系。因此，开发或梳理贴合企业及岗位需求的专

业是技工院校推进专业课程发展的重要举措。

2.2专业课程对接世界技能大赛，深化课程改革
技工院校的单一技能的教学理念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建立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是目前技工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

复合型人才是多功能型人才，是具有多种学科知识和能力的人才。
技工院校应充分借鉴世界技能大赛的先进技能理念、技能标准、

评价体系，对接世界技能大赛，全面提升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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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建立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站，重构技能实训资源

企业新型学徒制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教育模式，能促进企业
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对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采用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模式，首先要梳理、整合学习

任务，以 “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融教、学、做为一体，让员
工 “在学中做，在做中学”，通过实际的企业典型任务分析，使

员工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相应专业技能水平。其次，重构

技能实训资源、建设专业工作站，为学习任务或载体顺利开展提
供必备的场所，为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4加入行业联盟，助推产业升级

笔者单位从2019年便加入《全国机械行业技工院校高水平专
业建设联盟》，专业建设联盟，能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推动机械行业技工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的

重要举措。专业建设联盟是多方合作的平台，能发挥各方优势，实
现机械行业技工教育优质资源有效利用，开创合作共赢新模式。

它能引导技工院校专业设置、专业教学标准制定、课程资源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站建设、技能竞赛等，提高机械行业技工教
育教学质量，促进人才培养更加实用产业发展需要。

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对接企业、对接世界技能大赛，促进技工

教育与世界先进标准接轨，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和跨专业多重技能
融合的教学模式深受企业欢迎，毕业生的待遇有相应的提高，社

会地位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也会直接促进技工院校招生。

专业课程设置和建设应成立由企业工程师、世赛专家和技工
院校骨干教师组成专业建设组委会。组委会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梳

理技能点和知识点，然后依据技能点提取典型工作任务，按教学

需求进行建立工作站。其次要明确人才培养培养方案，体现对全
产品周期和多技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技工院校要充分借助此次契机，认真研讨企业、世赛和院校

对管理模式、师资队伍和文化建设方面深化改革。在此过程中，技
工院校在政策上要向参与的骨干教师倾斜，给予相应的奖励；其

次要充分激发骨干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对于培养技能

过硬的双师型教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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