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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企业优势，培养高质量“飞手”的探究与实践
——以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无人机专业为例

姚文琳　张　玉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0499）

摘要：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

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等文件，我院致力于从传统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转变，将学习场所

从学校扩大到企业、社会机构等，实现多元化全方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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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分析

无人机的发展和使用已近百年，并逐步从军用领域扩展到了

民用领域。2015 年我国无人机开始了大规模的拓展，产值达到

66.4 亿。随着技术的成熟，民用无人机近年来市场需求已超过军

用无人机。

行业的快速发展激发了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我院顺应时代的

发展，开设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2017 年 5 月开始，学院更新培

养理念、创新培养模式，大力推进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及课程体系改革，先后与四川泛美智飞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玉珑天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领直航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开

展校企合作，共育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根据国家政策、行业标准、AOPA 协会标准以及实际岗位需求，

我院主要从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培训模式三个方面出发，做出

相应改革。在实践过程中打破传统教学方式，构建课证融通、理

实一体、与岗位无缝衔接的课程体系；打造专兼互动、角色互换、

能力持续提升的师资队伍；建立学做合一、工学交替、面向真实

应用场景的实习实训体系，使人才培养质量更上新台阶。

二、教学改革思路

改变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重构以实践能

力为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其核心是从职业岗位需求出发，在专

业设置上以职业分析为依据，在培养目标上以职业能力为本位，

在课程设计上以职业活动为核心，在教学内容上，以职业素养为

基础，以实践教学为主旨，通过深度校企合作，校企共建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做到理实一体、课证融通、学分置换，使学

生毕业时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同时获得从业资格，毕业后能迅速

上岗。

三、主要解决教学问题及方法

（一）主要解决教学问题：

1. 解决课程内容与无人机执照知识点不匹配问题

2. 解决高校教学过程与社会、企业要求脱节问题

3. 解决生产环境下的技能实训问题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 构建课证融通、理实一体、与岗位无缝衔接的课程体系

根据国家和行业要求，我专业在课程设置中融入 1+X 的要求

和考取职业技能证书所需知识点，学生无论是否参加考证培训都

能学到人才培养方案中所有知识点，达到课证融通的目标。

学生从第二学期开始进入公司参加考证培训，同时教师进行

线上教学，学生学习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参培同学考证结束回归

课堂，落下的课时可使用公司开具的培训学时证明以及拿到的证

书，根据教务处对学分置换相关文件《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

分认定与置换管理办法》进行学分置换。

2. 打造专兼互动、角色互换、能力持续提升的师资队伍

本专业制定《兼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实施方案》并实施，企

业兼职教师参与校内教学。优势在于企业员工除了对学生进行专

业引导，还能融入企业文化和行业资讯，提升学习兴趣，增强教

学效果。我院专业教师为公司教员提供培训，提升企业的培训能

力和员工素养。学院派教师到企业参加培训并考取无人机执照，

使专职教师具备无人机专业知识和技能。在教学过程中，专兼职

教师皆可承担教学任务，分工合作。在目前的实施过程中，专兼

职教师进行角色互换，教师利用寒暑假时间进企业工作，增加行

业经验，有行业资格证书教师还可参与到无人机一线作业当中，

如 2019 年和 2020 年 8 月份，我院共派出四名教师，参与泛美智

飞内蒙古国家电网项目，进行无人机电力巡检。

3. 建立学做合一、工学交替、面向真实应用场景的实习实训

体系

企业参与制订实践实训内容，确保学生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

标准“零”距离对接。学生在校上理论课，到合作企业接受职业

技能训练，按需轮换学习场所。从职业岗位需求出发，以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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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核心，通过深度校企合作，让学生在校学习阶段通过培训，

认识、跟岗、顶岗实习提升实践技能，表现优秀的同学，可直接

与合作企业签订就业协议。

校企共建实训场地，现已建成室内实训室两个，分别为无人

机模拟实训室和无人机结构实训室，建筑面积达 240 ㎡；室外实

训场地三个，可供多旋翼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直升机无人机

和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进行外场训练，增强学生实操技能。同时，

校企共同向空军和民航局申请高度为 50m 的空域，在空域可用的

情况下，随时可以开展外场飞行训练，保证学生的实操训练。

四、具体执行情况

（一）确定培养目标

我校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无人机操控能力同时需要掌握一定的

维护维修技能和行业相关基础知识。无人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

不同领域的专业课程设置存在区别。结合社会需求，我院培养方

向明确为电力巡检、农业植保和航空测绘。

（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本项目改革以来，我院与企业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根据

企业的实际培训能力对学生实行分批次轮换实习实训及考证训练，

修订出一套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严

格执行，确保学生与社会和企业人才需求标准“零”距离对接。

（三）重构课程体系

通过探索与实践，将行业、企业的技术标准引入无人机应用

技术的课程体系中，并及时修订更新教学内容。根据专业培养目

标和人才需求调研，通过对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相关岗位及任职

要求的分析，以职业岗位工作任务为依据，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

为目标，构建课程所需的知识、技能结构；根据任职规律和职业

养成规律，开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如设置与培养目

标无缝对接的课程——无人机巡检应用技术、无人机农业植保应

用技术、无人机遥感技术等。同时课程设置中融入 1+X 的要求和

考取职业技能证书所需的知识点，学生无论是否参加考证培训都

能学到人才培养方案中所有知识点，达到课证融通的目标，学生

毕业时，获得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书。

（四）深入校企合作，建立学做合一、工学交替、面向真实

应用场景的实习实训体系

为了使培养目标与企业人才需求“零”距离对接，我院深入

校企合作。校内实训内容由专职教师和企业教员协同完成。校企

共建实训场地，现已建成室内实训室两个，分别为无人机模拟实

训室和无人机结构实训室，建筑面积达 240 ㎡；室外实训场地三个，

可供多旋翼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直升机无人机和垂直起降固

定翼无人机进行外场训练，增强学生实操技能。同时，校企共同

向空军和民航局申请高度为 50m 的空域，在空域可用的情况下，

随时可以开展外场飞行训练，保证学生的实操训练。

校外实训分别在合作企业作业场所进行，未获取职业资格证

书同学，可到企业进行认知、跟岗实习；已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同学，

可进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参与到企业项目中，如四川泛美智飞

科技有限公司电力巡检项目和四川玉珑天子科技有限公司农业植

保项目。学生在我院实习指导教师和企业实践教师指导下进行实

操培训，深入企业一线，熟悉相应岗位的实际操作标准与要求，

提升职业岗位技能，达到学做合一、工学交替的目标。

五、创新点

（一）创新性的打造以职业要求为导向，以获得“双证”为

宗旨的课程体系，达到理实一体、课证融通的目标 

通过探索与实践，将行业、企业的技术标准引入无人机应用

技术的课程体系中，及时修订专业课的教学内容，使专业教学知

识及时更新。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需求调研，通过对无人机

应用技术专业相关岗位及任职要求的分析，以职业岗位工作任务

为依据，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为目标，构建课程所需的知识、技

能结构；根据任职规律和职业养成规律，开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的课程体系，如设置与培养目标无缝对接的课程——无人机电力

巡检应用技术、无人机农业植保应用技术、无人机遥感技术等。

同时课程设置中融入 1+X 的要求和考取职业技能证书所需的知识

点，学生无论是否参加考证培训都能学到人才培养方案中所有知

识点，达到课证融通的目标，学生毕业时，获得毕业证和职业资

格证书。

（二）创新性的构建以生产项目为载体，以教员和教师为指

导团队的“飞手”技能实训模式，达到工学结合、学做合一的目

标

深入校企合作，为了使培养目标与企业人才需求标准“零”

距离对接，校企共建实训室，校内实训内容由专职教师和企业教

员协同完成。校外实训分别在合作企业作业场所进行，未获取职

业资格证书同学，可到企业进行认识、跟岗实习；已获取职业资

格证书同学，可进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参与到企业项目中，如

四川泛美智飞科技有限公司电力巡检项目和四川玉珑天子科技有

限公司农业植保项目。学生在学校实习指导教师和企业实践教师

指导下进行实操培训，深入企业一线，熟悉相应岗位的实际操作

标准与要求，提升职业岗位技能，达到工学结合、学做合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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