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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研究基地研究成果凸显
——依托真实生产项目 基地班“遍地生根”

刘玲玲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广西 南宁 530023）

摘要：立足自然资源行业，围绕自然资源“一张图”智慧工程，以国土资源调查专业为核心，以地图绘制与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测量技术、

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等其他自然资源类专业为重点，以真实生产项目为载体，以满足基地班教学工作正常开展需求为目的，建设“专业

+ 行业 +X” 智慧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构建“课程 + 岗位 + x”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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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职业教育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期待，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会技能到能学习、技艺精，从可就业到求

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然资源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先行性、

基础性行业，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面临资源瓶颈制约，发展自然资源行业，人才是关键，培养自

然资源行业所需人才是自然资源行业行政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

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的共同任务。因此，围绕自然资源行业管理

工作和长远发展的需求，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刚性很大，不仅需要

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量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

作为自然资源行业办学背景的广西唯一一所开设有国土资源

类专业的中等职业学校必须适应所在行业的发展要求，如何谋求

各专业的均衡共同发展，探索“专业 + 行业 +X”的专业群建设发

展模式（注：“X”是个变量，是代表应用于行业、企业的主流的

与时俱进的新技术新方法，比如应用于智慧国土的北斗卫星定位

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无人机低空调查技术及即将普及的 5G

网络通信技术），构建“课程 + 岗位 +x”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

体系，建立良好的就业、升学机制，是学校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

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主要做法

目前，学校在 “智慧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研究基地建设”和

“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品牌专业建设”的双重要求下，建立

课程内容与工作技能对接、强训实习与项目实战对接、人才能力

培养与用人需求对接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产教融合，

以具体工作项目融入课程，以项目现场教学形式让学生参与到生

产项目中。每个专业都适合在每个项目的不同阶段实施项目教学，

项目实施过程，也就是智慧国土专业群“立体”的体现。

（一）勇于走出去，承接真实生产项目

学校近五年内积极开展产教融合，先后承担行业内经费在 50

万以上的真实生产项目 7 项。为了保障项目的正常开展，学校成

立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基地班，组织不同专业学生全过程参与现

场教学，逐渐建成“突出行业特色，产教研深度融合的国土资源

行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表 1 近五年内承担项目一览表

序号 承担项目名称 经费金额 参与专业学生 年度

1 国土资源在职培训平台 720 国土资源调查、工程测量技术、地图绘制与地理信息系统 2015-2017

2 国土资源调查特色专业与实训基地建设 500 国土资源调查 2015-2018

3 崇左市江州区、扶绥县、龙州县 1：5 万地质灾害

详查项目

468 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工程测量技术、国土资源调查 2018-2020

4 贵港耕地后备资源调查 60 国土资源调查、工程测量技术、地图绘制与地理信息系统 2020

5 港北区、覃塘区 2020 年度国土变更外业调查举证 108 国土资源调查、工程测量技术、地图绘制与地理信息系统 2020

6 覃塘区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项目 590 国土资源调查、工程测量技术、地图绘制与地理信息系统 2021-2022

7 崇左市辖区、扶绥县和龙州县地质灾害风险调查项目 300 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工程测量技术、国土资源调查 2021-2022

（二）全力做好专业群内涵建设

1. 是构建项目为载体，行业为平台，科研为驱动，教学为支撑，

服务行业、服务社会的产教研深度融合的“专业 + 行业 +X”自然

资源行业特色人才培养建设方案。为自然资源行业培养了一批适

应产业经济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优秀教师团队，促进了职业教

育与职工培训相融合，拓展了职业教育功能，职业教育优质资源

辐射行业、社会共享，并积极探索广西机电工业学校国土资源专

业群与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国土类专业 2+3 中高职联合办

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2. 是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 + 岗位 + x”专业群课程体系

建设方案。紧扣广西国土资源行业“智慧国土工程”发展趋势，

以自然资源行业及单位人才需求为导向，结合专业群的建设，构

建教学、实训、培训和社会服务四位一体的教学服务平台，建立

课程内容与工作技能对接、强训实习与项目实战对接、人才能力

培养与用人需求对接的课程体系。

3. 是通过送出去、请进来、到企业等手段，建设一流的师资

队伍。送出去，每年定期分批次委派教师参加区内外专业技术、

职教理论培训，每学期至少派 2 名教师参加学习交流；请进来，

是聘请行业专家到校内对教师进行全方位培训，或聘请行业专家

和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或聘请拔尖人才壮大专任教师师

资队伍；到企业，是每年定期委派教师下企业实践。

4. 是依托校内实训基地及专业发展研究基地，提升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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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实训基地为平台，依托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发展研究基

地，加强行业技术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

动行业企业的技术革新与发展，为行业服务；聘请职业教育专家、

自然资源行业专家到基地举办讲座，面向国土资源类专业群教师

开展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和技术培训；发挥学校作为自然资源厅直

属机构的优势，面向基层自然资源部门提供技术培训，发挥专业

建设服务行业发展的社会服务功能。

三、成果成效

1.2018-2022 年，学校先后成立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基地班，

完成了基本教学任务，同时起草完成了《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广西

机电技工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和科研项目现场教学、跟（顶）岗实

习劳动报酬支付管理办法》等配套管理制度。

2. 紧扣广西自然资源行业发展趋势，争取生产项目，建立课

程内容与工作技能对接、强训实习与项目实战对接、“课程 + 岗

位 +x”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用人需求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

+ 岗位 +x”课程体系建设方案，以具体工作项目融入课程，实现

专业与企业的零接触。

3. 学校开启了建设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教学资源库工作，激

发了专业教师开发网络开放课程的动力，建设有助于教师和学生

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的资源平台，以此改善促进教师和学生信息

化教学能力提升的软硬件教学条件。

   

图 1 基地班学生外业调查照片

4. 提炼了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 7 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方

向，后续将日益完善相关建设思路、建设内容和配套措施，给学

生创造更大的实训、就业空间。

表 2 创建与培训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序号 基地名称 合作企业 备注

1 自然资源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贵港） 广西贵港农投公司 创建

2 自然资源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南宁越秀路） 广西自然资源规划设计集团 创建

3 自然资源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南宁中新路） 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 创建

4 自然资源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南宁五象） 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 创建

5 自然资源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南宁五象） 广西自然资源质量检测中心 创建

6 自然资源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 培育

7 自然资源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柳州二测院 培育

四、经验总结

1. 建成对接自然资源行业人才培养、实训、产教研深度融合

的开放共享型服务基地和教育实践平台，在此平台上，专任教师

和学生可以全方位参与到生产项目的全过程中。

2. 形成职业教育与职工培训相融合，拓展了职业教育功能，

职业教育优质资源辐射行业、社会共享。

3. 形成广西机电工业学校国土资源调查专业群与广西自然资

源职业技术学院国土资源专业群 2+3 中高职联合办学的“课程 +

岗位 +x”的人才培养模式。

五、推广应用

（一）校内推广应用情况

1. 成果学习应用覆盖全校 23 个专业的学生

基地班的建设，打破了以往行政班级的局限，不同于传统教

学模式，对专任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也更适应行业需求。

2. 制度建设等成果在校内推广使用

起草完成的《广西机电工业学校 广西机电技工学校学生参加

生产和科研项目现场教学、跟（顶）岗实习劳动报酬支付管理办法》

等配套管理制度开始实施，对学校其他科室专任教师和学生起到

了激励作用。

（二）校外影响和辐射作用

 行业需求与职业教育零接触，让行业感受到了我们职业教育

改革的魄力，并让行业了解职业教育的规律和需求，真正做到产

教融合，甚至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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