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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突破目前高职院校实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中大部分以高校为中心、学校专

业发展为需求的模式理念,转而从企业视角规划,通过校企共建高职人才培养“悦达模式”,校企共建“产教融合”为特色的

纺织服装云实训平台,实施高职“技能菜单”专业课程教学体系,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准职业人”,学生职业技能得到全面提

升,专业教学成果显著,形成明显的辐射效应,获得第三方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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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很多高校的研究案例分析可以看出,“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的高校模式目前较为普遍,在某种程

度上收到一定效果,但眼前的各种“校企合作”仅仅一

头热,企业主观能动性差,仅是为了帮助学校解决教学

的相关难题,而不是当成自己履行高职教育的义务,因
此实现 不 了“共 赢”作 用,高 职 教 育 很 难 有 大 的 成

效[1-2]。一个企业若要保持好的发展就需要有源源不

断的新生力量,即需要高职院校毕业生满足企业不断

变化的需求,只有这样高校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
式才是成功的,这就需要改变现有的模式观念,从企业

的视角充分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模式,充分调

动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1 目前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现状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技术技能人才,学校应从企业

长远发展的需求和生存重点要素出发,构建“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与满足企业员工技能需

求具有直接的关联,而市场是多变的,因此企业生产技

术的改变决定了企业用工需求的差异性,但目前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稳定性和固定周期严重滞后于企业的发

展,阻碍了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相互需求一致的校企

合作,高职院校如何从企业发展出发去开展“产教融

合”与“校企合作”,使培养的学生精准对接“准职业人”
(是指学生毕业后达到企业所需的职业素质与职业技

能,缩短企业对学生的培训时间,学生直接适应企业技

术技能与素养需求),这是当前高职教育急需解决的主

要问题。高职院校要想实现“准职业人”的培养目标,
就要时刻保持在企业视角下,对接企业需求和社会需

要,使学校培养的学生能直接走进企业的工匠岗位,为
企业创造最大的财富。对于纺织服装行业,我们也需

要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使人才培养能紧跟

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策应产能国际化转移发展趋

势。

2 企业视角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指导思想

  我校一直贯彻行业与企业在“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引导地位,指出行业企业做好“媒介”。如我校在

盐城市政府的带领下,与江苏悦达纺织集团、南纬悦

达、中恒集团、双山集团等企业建成了盐城市纺织职业

教育集团联盟,拓宽当地的纺织行业企业在我校开展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深度,让纺织企业自愿并且乐

意加入到学校现代纺织技术、纺织品设计、服装设计等

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去。另外,通过定期

召开校企产教对话活动,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凝练职业

技能、素质要求,学校与行业相关部门共同下发人才培

养改革文件,让企业乐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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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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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企业与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对接改革

如图1和图2所示,突破目前高职院校实施的“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中大部分以高校为中心、学校

专业发展为需求的模式理念,转而从企业视角来规划,
即在相同专业背景下以“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为依

托,兼顾行业企业员工入职标准,开发专业教学标准,
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调动企业的职业助推及参

与积极性,完成学生在“知识、技能、方法、育人”等方面

素养的全面提高,实现学生在校的职业化发展,使职业

目标、职业规划合理,我们将现有的“多对一”、“一对

一”、“多对一”转变成“多对多”共赢的“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模式,即同专业众多企业有效对接同专业众多的

高职院校,形成相互协同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
制。

3 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宏观做法

3.1 学校办学层面

高职院校的办学必须契合当地的社会经济,盐城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出从企业角度考虑如何深度融入

“盐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有效对接盐城市重点

发展产业集群—纺织服装专业、汽车产业、机械设计及

制造产业等行业企业。

3.2 专业群(院系)层面

我校专业群的建设严格与当地产业群(链)发展相

吻合,目前所设置的药学、建筑、纺服、经济、汽车、机电

等大的专业群,都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审定与修改专业

群培养方案,设立企业职业技能菜单,站在企业角度完

全对接盐城市相关支柱产业。

3.3 专业建设层面

我校在建设与发展各个专业的过程中,要求在专

业培养时必须零距离融入企业所需要的技能标准、操
作规范、职业素养等内容。如我校汽车检测与维修专

业在建设时,充分考虑与到盐城市重点支柱产业汽车

企业之间的关系;我院现代纺织技术专业在建设时,充
分考虑到与盐城市重点支柱产业纺织企业之间的关

系。

4 现代纺织技术专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具
体做法

4.1 形成独特的纺织类校企共建高职人才培养“悦达

模式”
“悦达模式”以我校和悦达纺织集团为共同体,培

养适合纺织企业转型升级及纺织产业两端发展的人

才,以新型的职业技能岗位为导向,对接纺织职业国际

化发展,设计满足不同职业特质学生需求的多方向课

程地图,建立校企互通的师资团队,提供校企共享国际

一流装备的省级以上实训平台,实施“导学导做”课堂

教学模式改革[3]。“悦达模式”重点解决了“如何实施

企业与时俱进的岗位需求为引领的课程改革、如何激

发企业发挥重要主体作用的内生动力、如何实现校企

合作双方资源互补应用的最大化”等多个教学问题。
在“悦达模式”引领下,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瞄准问

题,坚持“岗位引领、学做合一、菜单施教”的育人路径,
尊重学生个体职业特质差异,以德育扬长为核心,技能

扬长为支撑,因“长”施教,强化岗位技能以实现职业立

身,培育职业素养以实现技术报国。

4.2 企业视角下建立高职“技能菜单”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各专业核心能力要求、学生的类别及技能等

级证书要求,以新形势下企业现实需求岗位(群)典型

工作任务,共同开发专业“技能菜单”[4]。根据岗位类

别,设置由基本素质、基本技能、专业核心和专业拓展

组成的“技能菜单式”项目化课程体系。依据职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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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学生需要掌握的技术技能,厘清各技能点内在的

逻辑关系,构建专业核心技能套餐。学生可进行“技能

点餐”,或者自主选择“技能套餐”,精准提升学生的技

术技能水平。“技能菜单式”项目化课程体系的架构对

原有的高职模块化课程体系进行发展,充分考虑企业

视角下岗位特征和学生个人特点,注重不同菜单的关

联性、灵活性和差异化,实现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

变。如今的纺织企业对技术工人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对熟练掌握高精尖纺织行业设备的操作技能、具备技

术改造和创新能力的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变

多,瞄准纺织企业需求,构建企业所希望的“技能菜单”
培养方式,正与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目标相一致。

4.3 企业视角下校企共建产教融合为特色的纺织服

装云实训平台

作为刚刚验收通过的我校唯一的江苏省高校品牌

专业—现代纺织技术拥有较好的专业基础,以获得省

产教融合实训平台建设为支撑,结合结构创新与模式

创新,在国家级纺织服装实训基地基础之上,运用仿真

和虚拟技术,整合多方资源与江苏悦达棉纺公司多形

式探索共建云实训平台[5]:包括云检测中心,实践一体

化教学;以厂中校的形式与悦达纺织合作建设智慧实

训车间,实践工学交替;依托绿色智慧纺织产品研发打

样中心,开展技术研发实训,提供纺织服装师生及社会

人员的教育培训、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多个技能实训

模块,为“技能菜单”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

5 企业视角下工科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与产

教融合实践成效

5.1 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应用实践中,根据企业实际的职业技能需求,企业

直接参与“点单”(列出职业技能),学校“下单”(对学生

的职业技能进行培养),最后再由企业“验单”(企业考

核职业技能达到与否),学生毕业后可以无条件地被社

会“买单”,学生专业技能学习目标更加明确。学校将

技能菜单教学与各类技能大赛、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
职业技能鉴定、企业真实生产项目等有机结合,利用校

企共建的“产教融合实训平台”,模拟企业真实环境训

练并达到企业所需的职业素养和技能,保证学生在毕

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能达到就业与企业岗位需求的零距

离对接。

5.2 促成大量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从企业视角下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师生教

学成果丰硕。学生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获奖层次不断

提高,课程体系构建更加贴近企业需要和学生实际。
现代纺织技术专业建设省产教融合实训平台1个,完
成省重点教材3门、省在线开放课程4门,正式出版部

委级规划教材12部,取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7
项,省部级教学大赛获奖32项,获国家创新创业导师、
省六大人才高峰等人才项目15人,打造了一支省级

“双优团队”。

5.3 促进企业深度参与教学改革

学校与企业通过联合调研、人员互派、成立专业建

设委员会等多种形式,校企双方打造优质共享型核心

课程,学校与行业企业共建评价体系,做到考核主体、
考核方法、考核指标体系多样化、层次化,有效促进人

才培养质量提升,现代纺织技术专业先后与悦达棉纺

公司、悦达家纺、中恒集团等12家企业建立“厂中校”,
累计有8门课程置换到企业进行教学,先后有720名

学生直接在企业受到高质量的技能学习与训练。近年

来,学校先后与企业共同开发12门专业核心课程,编
写8本特色教材,培育16项新产品和新技术,与悦达

纺织订单培养160人。

5.4 带动其他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

构建盐城职教联盟平台与课程改革联盟,从企业

视角下开展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也成为盐城

本地与省内外其他高职院校学习的指导思想,学校在

应用实践期内将现代纺织技术专业“技能菜单”专业课

程体系建设与改革经验向联盟内6所院校推广,覆盖

了15个专业、38门课程、52名专业教师,产生了明显

的辐射作用。我校李仁和校长受邀在第二届中国纺服

职教发展论坛介绍学校企业视角下“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成果经验,39所国内兄弟院校来校交流学习并应

用实践。

5.5 赢得第三方的高度评价

学生毕业后所展现的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受到无

锡一棉、无锡大耀集团、水星家纺等知名企业的高度认

可。《光明日报》刊发“如何让学生‘技高一筹’”,对“悦
达模式”培育技术技能人才进行重点报道,悦达模式中

的“双主体”做法得到了江苏省教育厅的认可,入选了

省高职教育改革案例集,《中国教育报》也大力表扬我

校“技能菜单”模式取得的实效。

6 结语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继续以“校企产教深度

·95·     2020年第2期             教学研究




融合”为宗旨,以企业视角下审视高职教育,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朝着开放型国际化办学之路发展,紧
跟纺织产业国际转移新形势,携手国内纺织行业企业,
拓展与越南、埃塞俄比亚等产业转移集聚国家的校企

深度合作,进一步促进专业建设企业视角下的“课程内

容企业化、师资素质企业化、社会服务企业化、学生素

养企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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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Howtoimprove
“IntegrationofIndustryandEducation,School-enterpriseCooperation”

inHigherVocationalCollegesfromthePerspectiveofEnterprises
———TakeTextileandGarmentMajorasanExample
ZHAOLei,ZHANGSheng-zhong,XUShuai,

ZHANGLin-long,JIANGWei-qing,CHENHong-wu,LIUHua
(SchoolofTextileandClothing,YanchengInstituteofIndustryTechnology,Yancheng224005,China)

  Abstract:YanchengInstituteofIndustryTechnologybrokethemodeconceptoftakingcollegesanduniversitiesascenterand

schoolprofessionaldevelopmentasthedemandinthemodeof“integrationofindustryandeducation,school-enterprisecooperation”

implementedbyhighervocationalcolleges.Fromtheperspectiveofenterprises,throughschool-enterprisejointconstructionof“Yueda

mode”ofhighervocationaltalentstraining,andschool-enterprisejointconstructionofthetextileandclothingcloudtrainingplatform

withthecharacteristicof“integrationofproductionandeducation”,theprofessionalcoursesteachingsystemof“skillmenu”wasim-

plementedin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sothatstudentscouldbecomereal“quasiprofessionals”.Students'professionalskillswere

comprehensivelyimprovedinanall-roundway,professionalteachingachievementsweresignificant,radiationeffectwasobvious,

whichhadbeenhighlypraisedbythethird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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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变色和变形性能新型材料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日发布消息

称,该院一个科研团队通过模仿变色龙、蛇等生物,研

制出了一种能够根据需求变色和变形的新型材料,有

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该研究成果7月31日发表在

国际权威期刊《细胞》旗下的材料学专业期刊。
据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副研究员杜学敏介绍,变色龙的皮肤中存在许

多规整排列的纳米颗粒,当皮肤舒张或收缩时,纳米颗

粒的间距会发生改变,从而改变光的反射效果,呈现出

肉眼可见的颜色变化。
根据这一特点,科研人员制作了一个类似变色龙

皮肤纳米结构的薄膜材料,调控该材料在特定溶剂蒸

气中暴露的时间长短,就可以实现不同的颜色变化。
同时,科研人员还模仿了蛇和蚯蚓的运动方式,让

这种新型的材料“动起来”。当溶液蒸气和材料本身的

厚度满足一定条件时,该材料就能兼具变色和变形两

种性能。
杜学敏表示,把变色和变形两种智能性能集成到

一种材料上,这是此次研究的一大突破。未来,通过这

种理念设计的新型材料有望应用在特种机器人身上,
实现机器人与环境的实时交互。

(来源:纺织科技杂志)

·06· 纺织科技进展            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