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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结合
“ 课 程 安 排 的 基 本 原 则

是：实践教学优先”

“有时学生问我是不是清华大学毕

业的？我会从容地告诉他们，我是高职

毕业的。”2022 年 9 月，在陕西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开学典礼上，邢小颖作为优秀

校友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向 6687 名

大一新生分享自己的成长感悟。

她的身后，是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

练中心实训室。在这里，邢小颖已任教

9 年，连续 8 年获得训练中心实践教学

特等奖或一等奖。

“深挖专业理论，苦练技术技能。”邢

小颖以言简意赅的 12 个字寄语学弟学

妹。12年前，她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2011 年，邢小颖高考失利，无缘本

科。“复读一年，争取上本科。”父母的劝

说，却不合她心意。

“行行出状元！高职也能学到一技

之长。”颇有主见的邢小颖，自己上网查

信息，填报了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材

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

初入校园，邢小颖和同学们就被带到

学校实训中心参观，一排排实训设备映入

眼帘：这里不像教室，更像车间。几周后上

铸造工艺实训课，学生们需要先制作铸型，

再将金属熔化为液态后倒入铸型，待其凝

固成型。原砂是制作铸型最常用的材料，

因此搬砂箱等重体力活，在课堂上少不了。

作为班里为数不多的女生，邢小颖

刚开始搬砂箱很吃力，搬多了胳膊疼。

她咬牙坚持着，每次实训课都第一个到，

提前向老师请教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

课上一箱接着一箱，拆了练，练了拆。碰

到问题，拿出书本研究工艺，再接着练。

不 久 后 ，考 试 来 临 —— 要 用 大 砂

箱，规格是平时的两倍大，搬起来更费

劲。面对新挑战，邢小颖动员宿舍几个

室友一起练体能，“每天清晨，早起一小

时，去操场跑步锻炼。”姑娘们跑完吃早

餐，再去实训室接着练，“后来，我们跟

男生一样，大砂箱也能搬动了。”

邢小颖的认真和钻劲儿，被材料工

程学院材料成型教研室教师刘洋看在

眼里，暗自称许。彼时，他研究生毕业

没多久，带着学生去各类企业实习，“学

生学，我也学。我是‘从学校到学校’的

教师，实操经验再怎么‘补’也不为过。”

师生们心里都明白，理论与实践之

间有差距。刘洋记得，在一家造纸机械

厂制作铸件时，几吨重的铁水被倒进铸型

的瞬间，如烟花般火星四溅，喷出十几米

高。“上学时我们也练习浇铸，但所用的器

具，只有水杯大小。”刘洋颇为感慨，“书

本和现场大不相同。只有走进一线、近距

离观察，才能看到如此震撼的场景。”

将实践教学落到实处，离不开学校

课程改革的实践导向。《陕西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关于推进学分制改革试点工

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课程安排的

基本原则是：实践教学优先”。

目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的 1632 门课程中，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

分一半以上。

教学与产业相融
“产业学院，相当于一个

‘现代化微型工厂’，既是育
人平台，也是生产平台”

1 毫米误差，让自己起早贪黑半个

月 才 绘 制 好 的 机 械 图 样 被 判 定“ 不 合

格”，只得从头再来——10 年前制图测

绘课上的这段经历，邢小颖至今难忘。

当时的任课老师赵明威，把生产一

线常用的减速器带到课堂上，引起了同

学们的兴趣。见大家围上来，赵明威耐

心 提 醒 ：“先 测 量 ，再 绘 制 。 只 有 测 得

准，才能画得准。”

尺子、圆规、铅笔……一整套机械图

样绘图工具，邢小颖早已备妥。每天清晨，

她背上 1米长的大画板，去实训室埋头画

图。“早出晚归半个月，减速器终于画好了，

看起来还挺漂亮。”邢小颖满心欢喜。

没成想，对每处画图细节，老师都一

一测量、核准。在某个零件连接处，图样与

实物相差了 1毫米。“图样不合格，必须重

新画。”赵明威毫不通融，“差之毫厘谬以千

里，一丝丝的误差，也会导致产品失败。”

10 年后，当初课堂上“1 毫米”的经

历，成就了邢小颖今日的严谨专注。而

对赵明威来说，如何让学生在实训中提

前导入生产一线的规范与训练，则是他

一 直 思 考 的 问 题 。“产 教 融 合 、校 企 合

作 ，才 能 提 高 人 才 培 养 的 契 合 度 。”如

今，赵明威已出任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他牵头负责的先进制造精雕产业学院，

成为校企合作的重要抓手。

轻薄的鸡蛋壳表面，精雕大雁塔图案

惟妙惟肖；纤细的铅笔芯上，米粒大小的

提琴造型精致玲珑……随赵明威步入先

进制造精雕产业学院，数字化仿真与精密

制造实训基地窗明几净，一排排精雕工艺

品引人注目。不远处，学生们正在学院教

学负责人王帅指导下，通过电脑编程给机

床输入指令，机器随即自动运行。

“这些精雕工艺品中，一部分是学生

们操作机器雕刻出来的。”王帅既是先进

制造精雕产业学院教学负责人，也是北

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研发中心

总经理助理。2021 年 10 月，北京精雕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投入价值 2057万元的五

轴精密机床等，与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共建先进制造精雕产业学院，同时派出 8
名企业员工驻校开展教学工作。

今年 3 月，在王帅的悉心指导下，机

械自动化专业学生王晶参与了企业项目，

加工一个关键零部件。方案申请、立项排

期、物资配备、实操加工……王晶严格按

照企业规范流程逐项操作，顺利来到最

后工序“精加工”。他聚精会神，不料在

铣削一个槽时，侧壁仍出现了极小偏差。

“偏差 0.02 毫米，按照校园传统实训

标准，堪称‘完美加工’，但在企业实际生

产过程中就是废品。产业一线的精益求

精，让人印象深刻。”王晶说，项目化实训

教学让同学们尽早融入企业生产模式，

积累了行业经验，提升了职业素养。

“ 产 业 学 院 ，相 当 于 一 个‘ 现 代 化

微 型 工 厂 ’，既 是 育 人 平 台 ，也 是 生 产

平台。”在赵明威看来，“校企合作，需

要相互支持，成为‘两个体系的同一个

团队’。”

如 今 ，更 多 校 企 合 作 正 在 这 里 从

“相加”走向“相融”。陕西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已与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等企业共建了 6 个产业学院，现有 16
名企业员工驻校开展教学工作。《中国职

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 年）》显示，

截至 2021 年，全国组建约 1500 个职教集

团，吸引 3 万多家企业参与，覆盖近 70%
的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建实习

实训基地 2.49万个，年均增长 8.6%。

培养与就业衔接
“通过订单式培养，学生

不出校园，即可提前学习了
解企业运作模式和相关专业
技术”

21 岁的王晶加工零部件时，动作娴

熟利落，俨然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员工。

目前读大三的他，已在先进制造精雕产

业学院实训近 2 年，并与北京精雕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就业意向，2022 年 9
月开始顶岗实习。在先进制造精雕产

业学院，像王晶这样提前进入实训实习

环节的学生，目前有 240 多名。

10 年前，同样念大三的邢小颖，正是

通过顶岗实习走进了梦寐以求的清华

园。2013 年冬天，成绩优秀的邢小颖和

几名同学一道，获得了清华大学基础工业

训练中心的实习机会。“那是我们第一次

去北京。”几个年轻人拖着行李箱，登上了

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全程 12 个小时，

我们兴奋得一夜没睡。”邢小颖回忆道。

一进清华园，旅途中的兴奋劲儿便不

见了踪影。邢小颖的教学经验为零，却要

给清华大学本科生讲课，并且是一边讲课、

一边操作。她心里没底，难免手忙脚乱。

很快，邢小颖冷静下来：实操，自己有信心；

讲课，明显是短板，但并非不可提升。课里

课外，邢小颖经常请教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的前辈，抓住一切机会学习、观察、训练。

夜深人静，邢小颖每晚都要到实训室

练习试讲，对着空空荡荡

的教室，时而模拟操作，

时而声情并茂。进入基

础工业训练中心顶岗实

习一个月后，邢小颖迎来

了第一次独立讲课。前

一晚，她躺在床上翻来覆

去睡不着，虽然闭着眼，

脑袋却在飞速转，一遍遍

预想着讲课的所有环节。

填砂、舂砂、扎气孔、

翻砂箱……第二天首堂

课，邢小颖教的是“手工

两箱整模造型”，属于铸

造实践里的基础课程。

紧张在所难免，但整体节

奏把握得当，课堂上师生

还互动起来。“下课时，学

生们鼓起掌来，我感觉特

别开心。”邢小颖收获了

肯定与自信，“没经验，不可怕，可以靠琢

磨、靠勤奋。”功夫不负有心人，邢小颖出

色地完成了为期半年的顶岗实习，毕业后

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

培养与就业无缝衔接，助推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提出：“与行业领先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

创新、社会服务、就业创业、文化传承等

方面深度合作，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2017 年 5 月，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携手全国 402 家企业，发起成立了校

企协同育人战略联盟。近年来，学校先

后与 58 家企业签署订单培养协议，组建

订单班 382 个，累计受益学生 1.3 万余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四成以上。

王晶所在的“精雕工匠班”，就源于校

企双方共同签署的订单培养协议。2021年

10月，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

院启动第一届“精雕工匠班”选拔。83名学

生报名参加面试，综合学习成绩、技能水平

和职业规划等，27名学生最终被录取。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研

发中心副总经理关山说，以前刚招录的毕

业生实践能力相对薄弱，企业即使培养几

个月，工作时还是比较生涩。“如今，通过

订单式培养，学生不出校园，即可提前学

习了解企业运作模式和相关专业技术。”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

2022 年）》指出，“职业教育坚持面向市

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紧

跟产业发展步伐，人才培养对岗位要求

的适应性不断增强，职业学校毕业生就

业率连续保持高位，中职、高职毕业生

就业率分别超过 95%和 90%，专业对口

就业率稳定在 70%以上。”

科研与生产互促
“既能做实训，又能搞研

究，一举两得”

镜头这端，邢小颖娓娓道来，通过

手中的实物实操，深入浅出地边讲解边

演示技术要领；屏幕那端，陕西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时

而奋笔疾书记录，时而举起手机拍摄关

键操作步骤。去年 12 月，邢小颖主持研

发的一种塑料泡沫切割机被国家知识

产权局认定为实用新型专利。近期，陕

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邢小颖参加

学校的线上科研分享会，为师生们介绍

最新的研究成果。

“职业院校搞科研？很多人对此不

甚理解。其实，相较于研究型高校和企

业 ，职 业 院 校 在 某 些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优

势。”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

学院教师徐广胜说，职业院校拥有很多

生产性设备，适合技术开发、工艺优化

类科研项目。

2017 年 ，徐 广 胜 告 别 了 工 作 11 年

的 一 家 材 料 类 龙 头 企 业 ，入 职 陕 西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专 攻 新 型 钛 合 金 材

料研发、工程化应用、产品生产等。在

他 带 领 下 ，学 院 很 多 学 生 参 与 到 了 他

的课题中。

走进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钛合

金技术开发实验室，一台汽油桶大小的

设备十分打眼。“这是电弧炉，可生产百

公斤级样品。”徐广胜介绍，若是在研究

型高校，此设备一般是几公斤级，大小

像饮水机；在生产企业，一般是吨级，大

小像洒水车。

“高校的设备通常较小，主要用于阐

释原理，与生产一线差异大；企业的设备

过大，试错成本高，不适用小型实验。”徐

广胜认为，职业院校的设备规模介于两

者之间，是开展相关实验的最佳选择。

与此同时，高校和企业都缺乏进行

大量重复性实验的人员，而职业院校的

学生则迫切需要技能训练，“既能做实

训，又能搞研究，一举两得。”徐广胜先

后带领 5 届共 60 名学生开展研发攻关，

进行了 500 余炉次实验，开发出了高品

质钛铝合金产品。

材料工程学院大三学生井超超，从大

一开始便加入徐广胜团队。“能参与科研

项目，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井超超说，

实验有焊接、熔炼、化学成分检测等十几

个环节，他主要操作的是焊接、熔炼部分。

两年磨砺，井超超已熟练掌握焊接

技术，开始带新加入项目的大一同学开

展实验。前几天，两个学弟焊接纯钛材

料，焊完后没几秒，“嘣”的一声，材料上

出现 2 厘米长的裂纹。学弟前来询问，

井超超一针见血：“焊接时间太长，热输

入过大。”

“课本上讲，有色金属焊接易出现

裂纹。杂质含量、热输入大小等都是影

响因素。”井超超讲解道，“但在具体实

操中，含量多大才算大？只有通过反复

实践，方能熟练掌握技能。”

凭借扎实功底，井超超大二还未结

束 时 ，即 与 西 安 一 家 企 业 达 成 就 业 意

向。该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谈及陕西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的 毕 业 生 时 赞 不 绝

口 ：“学 生 在 校 期 间 技 能 训 练 扎 实 ，入

职 后 仅 需 简 单 培 训 ，就 可 直 接 上 生 产

一线。”

“我们将企业技术需求引入教学项

目，师生联合开展工艺研究。”徐广胜说，

学生们思维活跃，经常一起出点子，将科

研图纸变成真实产品。

近年来，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设

立协同创新中心 4 个、研发中心 10 个，

完成科技攻关、研究项目 74 项，面向区

域中小微企业征集服务地方专项科研

项目 105 项，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2.56 亿元。

“科研与生产相互促进，工艺技术

供给和技能人才供给双向发力。”陕西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惠朝阳说，

学校将以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为契机，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 需 求 ，培 养 更 多 高 素 质 技 术 技 能 人

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与产业相融，培养与就业衔接，科研与生产互促

一所高职学校的产教深度融合探索
本报记者 高 炳

面对镜头，从一名高职学生成长为清
华大学教师的邢小颖侃侃而谈：“2014 年，
我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推荐到清
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任教。和我一样
毕业于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清华任职
的，前后有 5批 13人。”

2022 年 5 月 24 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成效。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实
践课教师邢小颖在会上介绍：“上学时，超
过总学时一半的实训课，让我们掌握了扎
实的专业技能，这是我们能够在清华为本
科生讲授实践课的根本原因。”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优
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
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
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
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教育部 2022 年 8 月发布的《中国职业
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 年）》显示，“十

三五”期间，中国职业教育经费累计投入
2.4万亿元，年均增长 7.8%；近 10年来，职业
教育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 6100 万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七成以上来自职业学校
毕业生。

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是带动
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2019 年 3 月，教育部、财政部
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集中力

量建设 5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150
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12 月，两部委公布
了第一轮建设单位名单，陕西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被确定为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
位（A 档）。

今年 1 月，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中期绩效评价结果的通
知》，对 197 家建设单位的中期绩效评价结
果予以公布。其中，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的评价等级为“优”。日前，记者走进陕
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探寻如何提高职业
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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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先进制造精雕产业学院学生在操作机床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先进制造精雕产业学院学生在操作机床。。

图图②②：：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精雕工匠班精雕工匠班””学生的训练作品学生的训练作品：：笔尖上的琴笔尖上的琴。。

图①、图②为本报记者高炳高炳摄摄

图图③③：：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实践课教师邢小颖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实践课教师邢小颖（（右一右一））在上课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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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④④：：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学生在学习弧焊机器人编程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学生在学习弧焊机器人编程。。

图图⑤⑤：：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学院教师刘洋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学院教师刘洋（（左一左一））给学生讲解砂型给学生讲解砂型

33DD 打印生产线控制器的操作要领打印生产线控制器的操作要领。。 图④、图⑤为本报记者高炳高炳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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