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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倒班员工培训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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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石化公司  132022） 

 
摘要：本文通过对企业一线倒班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特殊性的研

究，研发出“O+S”,“1+0”等培训模式和方法。有效的解决了倒班员

工没有时间学习和学习热情低等问题，极大的提升员工的技能水平，保

障了生产装置的安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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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模式和方法的由来 
随着公司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培训模式

来加快人才培养。一是企业倒班员工现在实行的是“五班三倒”
或者“四班三倒”的工作形式，不可能把一个装置的所有员工集
中起来一起培训。二是随着企业提出的人才培养理念“一岗通，
多岗精”，要求员工需具备多岗位的操作技能；三是员工流动频
繁、新员工比例增大，员工技能亟需提升以适应岗位需求；四是
设备数量、种类和技术含量不断增加，对员工的业务技能要求越
来越高。乙烯专家工作室经过企业的实际情况，研发出“O+S”,
“1+0”等培训模式和方法。 

二、“O+S”的培训计划 
“O+S”的培训计划指的是：“O”OTHER（他人）—对于他

人的培训，“S”SELF(自我)—对于自我的培养。 
乙烯专家工作室通过研究发现，由一线优秀操作员工当老师

给一线操作水平低的员工讲授生产操作知识更加通俗易懂，更加
容易被员工吸收掌握，虽然员工教师的理论水平不高，但是他们
的实际操作经验丰富，他们的讲解语言更加容易被员工所接受，
他们可以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便于员工掌握。我们要求员工自
己报名当老师，把自己熟悉的操作技能和自己的绝招绝技展示出
来，工作室会根据每名老师的实际情况择优推荐参加工人技师的
评比。 

员工教师在培训他人的同时也会逐渐的感到自我知识的匮
乏，工作室每年都会选派一些优秀的员工教师参加企业和集团公
司的培训，逐步的提升员工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授课技巧。 

三、“121”的培训模式 
乙烯专家工作室根据目前班组人数大约是 40 人左右，提出

“121”的培训模式，按照员工的实际技能水平把员工分为三部
分：一是优秀员工，二是合格员工，三是不合格员工。开展因材
施教，实施抓两头，促中间。把优秀员工培养成精英员工，让他
们准备参加各种国家级和集团公司级别的技能大赛，同时也让他
们作为技能水平不合格员工的教师。 

针对中间大部分技能水平合格的员工通过思想教育、对比考
核，技能知识传授等方法，让他们逐渐往优秀员工这个梯队靠近，
壮大了优秀员工队伍。 

对于技能水平不合格的员工，让他们与优秀员工结成师徒对
子，由师傅和徒弟一起制定培训计划，每个月进行一次考核，考
核成绩以 80 分为合格，考核不合格的对师徒都有惩罚，考核合
格的同时给予奖励，以六个月为一个周期，如果徒弟一直考核不
合格就解除师徒协议，另外给徒弟选派新的师傅，原师傅取消年
末的评先选优资格。 

四、“1+0”的培训模式 
“1+0”的培训模式指的是：1 是小范围集中培训，0 是随时

指导。 
1、小范围的集中培训是利用每个班组倒班的副班时间开展

技术培训“小讲堂” 。 
1.1、范围：对各类规程、制度、工艺流程，本周期的平稳 
率小指标超标情况的解析、安全生产事故的讲解等。 
1.2、操作步骤：主要由“定题、选人、研讨、考评”四个

步骤。 
1.3、选定培训内容：由班组根据近期发生的操作问题难题

选择讲课内容；把本周期的超标的平稳率小指标详细的剖析；在
特殊的时期讲解相应的操作规程（例如：节假日的操作注意事项，

夏季冬季的操作注意事项等）；近期的安全法规要求等内容。 
1.4、确定讲解人员：每次讲课前，确定讲解人员。原则上，

工人技师每年讲课不少于 10 课时，高级技师不少于 20 课时，以
此类推。要求提前确定的内容要求用 PPT 讲解。 

1.5、课后研讨：在授课老师讲完后，其他员工要进行研讨，
可以指出老师讲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补充意见。也可以谈谈自
己的认识，在研讨过程中，让大家对所学知识有一个更加全面的
理解和认知。 

1.6、考评：在下一周期的副班期间对上次学的知识进行考
评，打分：得分高于 85 分的员工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学习，得分
不到 85 分的员工，重新学习，重新测试，直到完全掌握。  

2.工作期间的随时指导 
2.1、范围：DCS 控制室操作过程，现场操作，班后会等时

间。 
2.2、DCS 控制室操作过程：在日常 DCS 操作时，针对主操

员工的操作不熟练，操作过程中的小错误及时进行指导，保证装
置的安全运行。并且由值班长收集这些问题进行整理，在班组副
班集中培训时，对典型事件进行集中培训。 

2.3、在现场操作时，班长要在每次大型操作前对岗位员工
以提问的形式对工作任务、安全措施、风险点等内容进行摸底，
查找现场岗位员工的薄弱点，并且实时进行讲解，争取一次学会，
二次熟练。 

同时要求班长和技师要对现场岗位员工提出的问题现场答
疑，针对员工提出的问题“不过天”。 

针对现场检修的操作，班长和值班长要两次确认，要及时查
找安全隐患，要抽查施工监护人对于监护职责的掌握程度，对于
监护人所监护的区域的安全隐患及防护方式是否明晰。 

2.4、班后会期间，每天利用班后会 5-10 分钟的时间对于班
组当班期间发生的生产操作进行总结，对于平稳率小指标的控制
情况进行分析。首先由当事人说明情况，再由值班长进行讲解，
及时找到问题所在，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五、特色亮点 
1、创新三种模式，确保培训“通俗、灵活、实效”。 
2、这种培训模式以班组为单位进行，分别是：“O+S”培训

计划，“121”和“1+0”的培训模式，分别适用不同形式的工作
需求。 

3、“O+S”培训计划，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不仅提升了广
大员工的操作水平同时也提升了培训老师的技能水平，也为优秀
的员工教师提供了平台，为员工的培养铺设一条新的道路。 

4、“121”的培训模式，本着因材施教，员工缺什么补什么
的原则，为员工人才梯队的建设提供了保障，整体的提升了员工
的技能水平。 

5、“1+0”的培训模式，随时有问题随时更正讲解，采用灵
活的培训形式有利于倒班员工的实际工作性质，对于员工身上技
能薄弱点的攻破实效性非常强。 

六、培训效果 
吉林石化公司乙烯装置自 2014 年开展“O+S”,“1+0”等培

训模式和方法以来，截至目前，仅乙烯装置就培养出吉林省技术
能手 1 人，江城工匠 1 人，吉林石化公司企业级专家 2 人，高级
技师 5 人，工人技师 15 人，乙烯装置主操 21 人，乙烯装置平稳
率由原先的 96.8%提升至 99.9%，五年来没有发生一起人为操作
事故，为乙烯装置的安全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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