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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证融通、双元三融协同推进

——机电一体化专业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汤德荣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摘　要：为了培养大批高质量、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

梦提供强有力支持。是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同时又是推进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技能型人才

培养质量终极目标。在前不久全国职教大会上，国家主席、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提出了高等职业院校要培养更多高素质、

高技能、高质量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贯彻落实这一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全方位要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

等教育教学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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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为新时代小康社会培养高质量、高

素质和高技能复合性人才的重要任务。2025 年李强总理政

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全面开展

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

2019〕4 号）文件精神，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我

校机电一体化专业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1. 深化产教融合 , 构建“岗课赛证、课证融通”双循环

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当今新型产业积极转型和升级、数字化经济发展

为主导的时代 , 如何将我国高等职业院校融入车间和企业，

做到校企合作深度融合是非常迫在眉睫的问题。我来解决这

个问题，我校机电一体化专业结合地方经济需求，联合芜湖

奇瑞、海螺型材等多家大型上市企业 , 共同开发基于职业核

心素养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岗课赛证、课证融通”新型

人才培养模式。在“岗课赛证、课证融通”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中 , 采取以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为中心 , 依据工作岗位级别

不同 , 制定相应的“岗位职责表”, 设置项目化模块课程 , 同

时将人力资源部所需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内容融入课程，

按照深度融合的思路 , 开展各种技能大赛、校企合作的技能

比武、双创大赛等赛事。他们所涉及的技能点﹑新技术融入

到工作岗位 , 助力完善岗位 , 进而实现“岗课证赛”的正向

循环。企业的不同工作岗位，决定了高等职业院校开设的各

项技能大赛比赛内容 , 各类技能大赛与职业资格证书达到相

辅相成 , 使相当一部分技能大赛和职业资格相关证书达到互

认 , 从而使得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内容就达到了充实 , 变相的

辅助了学生的就业岗位 , 从而真正的做到学生“岗赛证课”

的逆向循环。这种正向逆向双循环相通培养 , 校企纵深合作 ,

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实施“岗课赛证、课证融通”的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 ,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直接对接，结合竞

赛强化应用能力，使学生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和竞赛检

验，系统提升职业技能和创新能 , 进而为实现学生更高质量

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图 1  机电一体化技术岗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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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岗课融合，以岗位定课程、由岗位指导课程双

元主体，四阶递进课程体系

2.1 制定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课程标准

在进行课程开发时，依据企业提出岗位需求，对岗位

工作任务进行描述，由校企双方对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技

能、素质和知识进行分析确定，将为培养完成岗位“工作任

务”所需“能力”的课程进行配置，最终完成课程体系和课

程标准制定。例如，和我们专业深度合作的校外实训基地马

鞍山钢铁有限公司为例，合作企业马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提出

钢结构构件深化设计员、预制构件施工员、预制构件质检员

3 个岗位需求，并设置各个不同岗位所需完成的工作任务，

如钢结构构件深化设计院需要完成预制梁、柱类构件的深化

设计，预制板类构件深化设计。结合任务分析，校企双方确

定完成任务所需的技能，包括构件拆分能力、图纸阅读能力、

CAD 建模能力等，所需素质包括信息化素养、敬业爱岗、

工匠精神、沟通、协作等，所需知识包括钢材焊接、预埋件

安装等。根据能力要求，学校教师会同企业专家凝练了 3 门

课程，分别是《装配式钢结构构造与施工》《装配式钢结构

深化设计》《钢结构智能检测技术》，作为专业拓展模块课程，

供学生选修。

图 2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课程标准

2.2 实施以真实性案例为基础的项目化教学

重构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的适应性。

构建项目贯穿的项目化课程体系，以企业真实项目案例和科

研项目为源头，校企共同构建基础课情景项目，专业课案例

项目和毕业实践真实项目的课程体系，并开发适应项目教材

与资源。教学资源与项目案例动态更新，持续迭代，以增强

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的适应性。

实施项目化教学，以真实性为重要特征，引导学生在

真实情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持续探索过程中，调动

和激活已有的知识经验，能力基础。项目化教学秉持学做结

合的理念，通过多样态的项目，使学生能联结真实世界，让

学生拥有解决真实情境问题的机会和经历。

图 3  项目化教学课程资源开发与更新

2.3 建立“立体化”教学资源和“开放式”教学空间

结合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数字化

手段，参考国家精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精品课程建设标

准，校企联合，重构教学资源。

立体化教学资源包含精品微课资源，数字化教材、工

作手册，虚拟仿真实训，真实项目案例库，线下翻转课堂等。

按校企自主开发，引进、共享相结合的方式，充分满足学生

多样化学习的需求。

开放式教学空间包含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等公网教

学资源库，校内全天候开放实训场地，微信、QQ 群等学习

社区，合作企业提供的实习实践工作岗位，校内智慧教室等

软硬件设施，可为学生学习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硬件支撑。

图 4  立体化教学资源及开放式教学空间示意图

图 5  以岗位定课程、由岗位指导课程双元主体，四阶递进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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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制定“双师”队伍、灵活的实施任务驱动“三五七”

教学组织形式。

3.1 建立“产教融合、校企混编”型“双师”团队

校企双方围绕“人才培养”共同目标，根据现有专业

的人员结构和发展需要组建双师团队。学校、企业互派优秀

骨干，按职务、职称、专长等进行互聘。双师团队既作为学

校“教学团队”，也同时是“企业培训师团队”和“技术研

发团队”。团队双方不仅可以共同申报教研课题、建设品牌

专业、开发精品课程、创建教学资源等，还可开展实体项目

开发、技术攻关、社会服务等。

校企双方本着团队发展的理念，构建双师团队能力提升

机制。通过专兼互助互促，逐步强化“双师”素质。一方面

鼓励中青年教师到企业生产一线顶岗实践，参与产业服务、

企业管理、项目研发和技术改造，从而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

操作和技术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对兼职教师的岗前培

训、示范教学和经验分享，帮助兼职教师对教学理论、教学

技巧、课堂组织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通过校内教师与兼职

教师合作讲授课程，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库，合作完成企业技

术服务项目，合作建立大师工作室等形式，以混编双师团队

为纽带，形成“结构专兼结合、培养专兼互助、发展专兼协

同”，实现团队式双师能力的提升。

图 6  “双导师育训联合”协同育人模式

3.2 构建任务驱动，“三五七”的教学模式。

结合机电一体化专业特点和企业工作岗位技能培养需

求，按照理论知识、岗位技能相适应原则，构建“三五七”

特色的教学组织形式。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智能仓库送料系

统设计为案例）作为任务驱动，引导学生完 成课前探究、

课中实施和课后拓展的三个阶段学习。 

（1）课前，探究环节对学生提出问题分析，以便于及

时的调整课中的教学设计。

（2）课中，运用职教云平台，博图编程软件、S7-1200

仿真软件、动画、微视频等信息化手段组织“析—拟—知—

攻—评”五步教学活动。采用“虚实结合”和“理实一体化”

的师生共同探究的教学模式，双师巡回指导，及时解决个性

化问题，并对学生共同问题， 精讲精练。 

（3）课后，教师将工业控制知识进行延伸拓展，既巩

固课上知识，又提升学生技能拓 展能力。整个教学过程培

养了学生七种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系统分析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软件编程能力，网络通讯能力，公平诚信能力和技

能拓展能力。

图 7  “三五七”教学模式

3.3 高效课堂，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

线上助学，采用的是“TIA 软件 +HMI 软件 + 平台助学”

形式，课前教师通过平台 发布学习任务，学生可以通过下载

编程软件及虚拟仿真软件进行自主学习。课中，教师在通过云

平台完成线上签到，线上讨论，学生方案上传与展示等环节的

教学内容。 在课后教师发布提升任务，学生遇到问题，随时

可以通过平台讨论及 QQ 群等形式实 现师生互动，解决问题。

线下攻学，采取的是“线下课堂 + 实操训练 + 平台助学”

的形式。线下理实一体化 课堂教学模式。在实训中心，双

师指导，企业导师加入，教学云平台助学，共同完成 课中

的小组讨论，师生互动，教师示范演示等环节。通过平台教

师可以实时进行过程考核打分。

图 8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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