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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教育教学研究
——以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为例

陈　团

（兰州航空工业技工学校，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当前，随着我国工业行业的飞速发展，社会对于机械设计与制造方面的人才需求数量与质量都在日渐攀升。为了应对这一严

峻形势，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对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了全方位、多层

次的指导性意见，这也为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坚定地走产教融合之路，不断消除专业教育中

的既有问题，以此来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为社会输出更多高素质、技能型和应用型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人才。基于此，本文以产教融

合为背景，就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的既有问题与改进对策做了详细阐述，以期能够为广大教师带来一些新的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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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职教育而言，其本质目标就是培养与社会发展和岗位

需求相匹配的高精尖人才。所以，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应当重视

专业教学的适应性，保证教育教学和市场需求的衔接。而产教融

合正是以此为立足点的一种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下，校企之间能

够实现“联姻”，专业教学与产业发展能够实现有效结合，这不

管是对学生的就业发展，还是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都是极为有利

的。然而，我们也能够看到，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育教学依然

存在着诸多问题，这既限制了产教融合育人效果的体现，而且也

给机械专业生的学习与发展埋下不良隐患。

一、“产教融合”背景下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的既有

问题

（一）育人目标缺失

当前，市场上的机械制造企业的人才需求标准较高，不但要

求他们要拥有丰富的机械专业知识储备，而且也要求他们有着高

超的技术能力，还要求他们要具备良好的综合素养，而这也要求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应当以此为基点，进行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

确定。然而，当前，一些院校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使得人才培养

目标的科学性与适应性缺失，这显然是不利于学生学习、就业和

发展的。

（二）课程体系不当

机械设计与制造的相关岗位对于学生专业知识的广度与深度

都有着较高要求，而若想扎实培养学生的机械专业知识，做好课

程体系设计是关键所在。然而，当前，很多院校的机械设计与制

造专业饿的课程设置存在着不合理、不恰当的情况，没有结合企

业的需求和产业的特点来进行课程设计，经常教授一些不重要、

不实用的课程，且方法模式落后，使得人才培养效果不尽人意。

（三）实践环节缺乏

首先，当前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普遍存在实践环节缺失的情

况，不管是校内实习，还是校外实训，都在课程安排、教育督导

方面存在缺失情况。与此同时，实践师资队伍不足也是阻碍实践

教学良好推进的因素，这也直接导致学生离校之后达不到机械专

业的人才标准，造成学生就业难、发展难的窘境。

二、“产教融合”背景下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的改进

对策

（一）明确教学目标，优化课程设置

首先，对于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而言，应当做好教学目

标的明确工作，应当积极参考机械企业、产业以及行业的需求与

发展形势，将培养高精尖、技术型的一流人才作为本质目标，从

而发挥自身的社会服务效能，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

助力。其次，在课程设置方面，应当秉承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原则，

尤其要做好实践环节的课时、场地等安排、教学督导工作，而且

要将一些前沿性的机械行业知识引入到教学内容中来，提高课程

内容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再者，专业教师应当对教学方法等加以

革新，如可将信息手段、项目教学以及案例教学等与专业理实教

学进行联系融合，丰富专业教学的内涵与形式，借此来提升育人

效果。 

（二）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要不断深化产教融

合。该模式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教育形式，能够推动专业与产业、

行业的衔接，使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对此，院校及机

械专业教师应当正视产教融合的教育促进作用，积极牵线机械相

关产业，积极为师生创设到企业实习实践和顶岗的契机，同时也

要积极联合机械企业，对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教学目标、实践

基地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合作创新，通过校企合力共同打造

新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新常态。

（三）完善实践师资，提升教育效果

首先，高职院校可积极牵线企业，为机械专业教师创设到企

业顶岗练习的契机，不断丰富其对机械企业岗位、实践操作教学

等方面的认知。其次，院校可定期组织机械专业教师与机械企业

技工之间的交流会，让教师能够把握好行业的发展趋势，提高专

业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再者，院校可积极聘请企业技术人员

来校担任兼职实践教师，并借此打造双师化的机械专业师资队伍，

切实提高专业教育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之，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仍然存

在着一些教育教学问题。院校及专业教师应当以产教融合与校企

合作为依托，对教育教学进行改进和创新，借此来提高人才培养

的有效性，为学生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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