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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首批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优势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受教育部委托，深圳职
业技术大学牵头本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
试点工作，与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围绕自主
可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聚焦“根技术”及集
成电路制造，立项开发17门专业课程，为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一是开启“根”技术高素质技能人才培
养。华为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引领者，为突
破“卡脖子”技术难题，逐渐在计算和联接两
大领域上构建出六大“根”技术，本次改革试点
针对华为“根”技术共开发了“仓颉语言程序设
计”等4门全新课程。同时，围绕华为与“根”技
术应用密切相关的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
基于应用场景开发了“开源鸿蒙（OpenHar-
mony）物联网应用开发”等9门课程。

二是实践职教课程推出与行业新技术发布
“准同步”。“仓颉语言程序设计”是本次改革试
点的重要课程之一，其作为一门校企合作开发
的职教课程将成为一个先例——课程开发与企
业技术研发同步进行。目前，仓颉编程语言尚
未发布，正处在研发与测试阶段。深职大课程
团队首次与技术研发团队合作，在技术研发的
过程中同步开发课程，预计在该技术发布同期
可推出同步数字教材。这将是职业教育快速跟
踪行业新技术的一次尝试，可以为教育适应快
速迭代的产业技术发展提供经验。

三是补足集成电路先进制造人才培养短
板。集成电路制造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本次改革试点加入了面
向集成电路制造领域职业教育的系列课程，其
建设过程中特别注重面向集成电路制造的实
际，充分利用H5+三维建模技术，将复杂的工
艺流程和设备结构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
学生，并实现在线互动。此外，充分利用深职

大的集成电路先进工艺生产性实训中心为改革
试点提供真实的实训环境，并通过虚实结合的
方式开展线上虚拟仿真实训，为课程的校内外
学习者提供实训的条件。同时，与中芯国际等
知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及时了解行业发展趋
势和人才需求，不断优化和升级课程内容。

四是在数字教材的字里行间铸就职教之
魂。围绕本次改革试点的主要工作任务——开
发具有融媒体、交互式和智能化特征的数字教
材，本领域团队首先在新技术背景下，将行业技
术标准、质量规范等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深植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其次针对课程中抽象
的知识点、复杂算法及高端设备，应用先进的虚
拟化技术开发交互式三维模型，嵌入教材相应的
章节中引导学生自学和辅助教学。最后与职业
教育教学模式高度契合，通过项目任务、应用场
景、实践案例来展开教学内容，帮助学生自行开
展探究学习。同时，本领域建设中的数字教材在
构建教与学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加重视为更广泛
的学习者提供泛在、个性化学习机会，如“5G移
动网组建及行业应用”课程将同步开发英文版数
字教材，为东盟、非洲等国家开展电信基础设施
人才培训，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五是以点带面，以课程改革带动专业建设。
本次改革试点以专业课程及相关教学资源建设
为牵引，拓展和丰富现有专业课程，将推动专业
内涵与产业发展相匹配，促进不同专业交叉融
合，增强职业教育适应产业发展的能力。比如，

“昇腾CANN技术与应用”课程在开发真实产品
的过程中，不断把学生引入到CANN技术的生态
中并成为贡献者，使之成为国产自主生态的生力
军，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内涵由嵌入式拓
展到人工智能，将更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职教专业课程试点改
革项目组：宋荣 余菲 何健标 郭永盼）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业是我国高端装备制
造领域自主创新程度最高、国际创新竞争力
最强、产业带动效应最明显的行业之一。受
教育部委托，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本
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工作，与国
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株洲
市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共同推进，积极开
展专业课程改革。本领域团队走访了中国中
车等 140 家龙头企业，跟岗挖掘工作清单
117份，形成了17门课程标准和知识技能图
谱，并探索开发数字教材形成课程建设路径
规范，10个项目在云创平台搭建了数字教材
的框架，正在实施数字教材开发，建课率达
80%。

一是对接行业产业升级态势系统设计课程
领域。本领域团队深入调研复兴号动车组、磁
悬浮列车等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以及自动
驾驶、智能运维等新业态，综合联调、远程故
障诊断等新兴复合岗位的需求，聚焦制造、调
试、运维、检修关键环节，着力培养“懂工
艺、能设计、精调试、善排故”的高技能人
才。共设计了12门一流核心课程、5个校企
合作典型生产实训项目。

二是对接“四新”要求重构课程和实践项
目内容。凸显“新”，围绕智能运维、自动驾
驶等新技术新装备设立课程方向。补足

“缺”，补齐现有课程体系中缺失的永磁牵引等
新技术内容。实现“真”，引入企业车辆联试
联调等真实任务实现真学真干。12门课程中

“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等8门为全新开
发，4门为更新迭代。

三是基于产教融合共同体组建双元、多
维、顶尖团队。依托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成立由院士、大国工匠、行业
领军人才组成的专家顾问组，各项目分别遴选
10所“双高”院校具有丰富教学教改经验的
骨干教师、6家行业龙头企业的技能大师，组
成核心开发团队，负责课程、教材及典型生产
实训项目的开发。

四是创新校企深度协同的开发模式。牵头
校从组建团队、调研研讨、跟岗挖掘、内容论
证、成果评审等方面规范了开发流程，并开发
了课程标准、调研问卷、教材框架等各类模
板，形成了纵向推进有流程、有研究，横向指
导有标准、有模板的项目开发模式。同时，中
国中车深度参与、高位推动，将12门课程和
5个校企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列为其牵头的国家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三项重点
工作之一，并拟出台相关制度，将教材编制纳
入职工职称评审加分项等。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职教专业课程试
点改革项目组：莫坚 谭传武 刘志成）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课程开发与企业新技术研发“准同步”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

对接“四新”重构课程和实践内容

《中国制造2025》将农机装备列为十大领
域之一，其中先进农机装备、高端农业装备及
关键核心零部件是重点发展对象。为服务农机
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受
教育部委托牵头本领域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工作。

一是基于智能农机生产一线需求，重构专
业核心课程体系。本领域团队深入行业、企业
开展调研，发现农机装备产业正向全程全面、
高质量发展快速迈进，传统的农机已逐步被高
端智能农机所替代，企业急需既懂农机又懂智
能化、数字化技术的交叉融合型复合人才。需
要对原有核心课程体系进行解构，构建“精应
用、精维修、精设计、懂管理、善创新”的核
心课程体系。为此，本领域团队精准对接农机
装备领域关键职业能力，引入自动导航、智慧
农场、新能源农机等新技术、新标准、新方
法、新工艺，进行12门专业核心课程方向的改
革与建设，其中相当一部分核心课程，如智慧
农场、新能源农机方向等是紧跟行业产业发展
趋势，首次面向高职学生开设的全新课程，还
有一些课程将根据行业和企业生产一线岗位需
求做较大调整和优化。

二是深入教学一线听课评课，围绕“四
变”开展课堂革命。本领域团队深入教学一线
开展听课、评课活动，参与学校一起探讨农机
装备领域专业课程改革的课堂要突出“四变”：
由“教师主导”变为“学生中心”，由“知识传
授”变为“自主探究”，由“按部就班”变为

“按需教学”，由“普适内容”变为“新技术融
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同时，利
用虚拟教研室，开展课程标准和教案的研讨。

三是立足创新一线搭建平台，“产学研用”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建立一批学生主导的
创新工作室，强化学生农机装备创新能力的培
养，并鼓励有科研项目的教师带项目入驻创新
工作室。通过真实项目的实施，探索“1个创
新工作室+N个导师+N个学生”的模式，让学
生通过自主探究、团队合作等在科研生产实践
中解决实际问题，培养职业能力和精神。教师
通过带学生，能及时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
和发展水平，同时提升自身素养，真正实现教
学相长。

（农机装备领域职教专业课程试点改革项目
组：刘永华 高菊玲 赵梦龙 尹华 李伟）

农机装备领域

围绕“三个一线”开展专业课程改革

航空航天装备（飞机、航空发动机、北斗
导航卫星）是国之重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产
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受教育部委托开展本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
程改革试点工作，努力推动航空航天装备领域
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改革。

一是对接产业技术前沿完善专业体系。聚
焦航空航天装备领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智能制
造以及“无人机+/北斗导航+”应用技术前
沿，根据行业、产业、企业调研和全国航空类
专业开办情况，精准定位与领域紧缺的高素质
技能人才培养最相关的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
术、卫星导航技术等6个专业。以“产业链—
能力链—专业链—课程链”为抓手，通过“聚
焦产业技术链、立足新技术方向、凸显能力本
位”完善专业体系，并以此为牵引，拓展和丰
富现有专业课程。

二是跟岗挖掘共建专业核心课程和数字教
材。通过深入调研航空航天装备产业技术链，
重构了基于技术链及应用场景的13门核心课
程。为确保将企业典型生产场景和工作任务转
化到课程改革和数字化教材建设中，组织各课
程团队“零距离”深入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头部企业跟岗，挖掘企业典型
真实生产应用场景和典型工作任务，形成知

识、技能清单，服务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技能人
才培养。

三是虚实结合打造多工作场景实训条
件。利用虚拟现实、人机交互和网络通信等
技术，对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依据航空航
天装备领域相关管理规定，按照“以虚助
实、虚实结合”的原则，将企业职业技能要
求融入高逼真的虚拟仿真训练环境，对航空
航天装备领域工作场景、流程和步骤进行仿
真，解决其设备“高投入、高损耗、高风
险”以及演示操作过程“难实施、难观摩、
难再现”的问题。

四是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深化“三教”改
革。联合头部企业技能专家、教研专家等，充
分利用人工智能和企业技术设备资源，将企业
真实生产环境中的操作流程、设备维护等关键
知识点和技能点“搬家”到数字教材并生动
化、个性化、交互式呈现，实现学生、企业员
工、社会人员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地学习和练
习。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差异化
的教、个性化的学、精准化的管、智能化的
评”的“三教”改革，真正适应时代要求使教
育走向智能化、个性化和高效化。

（航空航天装备领域职教专业课程试点改
革项目组：何龙 袁忠 徐洪灵）

航空航天装备领域

携手行业头部企业共建专业核心课程

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
车强国的关键赛道。当前，其产业规模爆
发式增长，产品技术呈现“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趋势，对技能人才提出了质
和量的双重要求。受教育部委托，湖南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牵头本领域职业教育专业
课程改革试点工作，联合比亚迪汽车等20
家头部汽车企业，组建了 16 个校企“双
元”课程开发团队，围绕如何增强课程体
系与产业匹配度等问题，“解构重构”开发
16门专业核心课程及数字教材，打造 6个
生产性实训项目及配套基地，打造本领域

“五金”建设成果。
一是开展调研重构课程体系。通过大数

据分析、问卷调研、现场访谈等，厘清了本
领域高技能人才画像。分析了76个典型岗
位、227个重点工作任务，结合产业升级需
求，提出高技能人才应具有精湛技艺、工程
思维以及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够在系统总成
制造和整车生产中开展设计改进、工艺优
化、工具改造等系列“改善”。同时，适应数
字经济发展和智能制造技术升级，提出应当
注重“融数汇智”，使专业与产业的适应性不
断增强。

二是开发数字教材推动课程建设创新。
基于“共享、联接、拓展”的理念开展虚拟
教研活动，建立课程建设平台。遵循“强基
固本、专创融合、多元衔接”解构岗位要
求，以及校企共培“懂车强电、融数汇智、

能测会修、精装擅调”高技能人才的逻辑，
重构课程内容。紧扣行业和课程标准，以本
领域汽车设计、工艺、制造、售后岗位的关
键技术为依据，确定教学的知识点、技能
点。考虑企业实际生产环境和生产过程的融
入，将企业重视的“提质降本”、数字化改造
等融入教材开发，新开发近3000条生产过程
虚拟仿真资源，增强数字教材的交互性。

三是聚焦“数字+能力”打造“双师”
队伍。改革试点项目为本领域“双师”队伍
培养提供了锻炼平台。比如，搭建课程改革
研学平台，定期开展集体备课评课等，提升
教师教学改革能力；联合行业头部企业，搭
建企业实践平台，提高教师实践能力；搭建
科研创新平台，引导课程团队积极参与科研
创新和技术推广，提升其技术创新和服务行
业企业能力。

四是打造“随企出海”能力输出职教模
式。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出海“新三样”（电
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海外建厂、产
品海外运维成为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的现实
需求。试点工作依托中坦汽车鲁班工坊等，
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相关师资和技
能培训，并与海外大学携手共建“海外汽车
学院”，实施“中文+新能源汽车制造、维修
技能”联合培养，探索了汽车“职教出海”
模式。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职教专业课程试
点改革项目组：陈标 欧阳波仪 刘红业）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

增强课程体系与产业匹配度

《中国制造2025》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
器人”作为大力推动的重点领域之一，以实现

“工业母机”等制造装备的高端化和智能化。
受教育部委托，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本
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工作，根据产
品全生命周期特征，构建了“制造与工艺—加
工与测量—控制与检测—装调与改造—集成与
互联”等五大关键环节，开发了14门课程和5
项典型生产实训项目，增强了本领域人才培养
适应性。

一是聚焦产业建课程，形成课程改革新模
式。课程建在产业链上。围绕企业需求，通过
深入走访华中数控等行业龙头企业，了解本领
域人才需求，清晰定义高技能人才画像。基于
知识和能力图谱合理确定与关键职业能力联系
最为紧密的高档数控机床关键功能部件结构与
装调、机器人系统集成技术等关键技术作为课
程改革的方向，培养“会设计、会制造、会控
制、会装调、会集成”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二是聚焦优势提质量，发挥示范引领新效
应。优化课程开发流程。课程开发遵循职业性
原则，通过对职业岗位要求和典型工作任务进行
深度解构，绘制知识和技能图谱。完成了82门

课程的听课评课活动，掌握了本领域课程学校实
施现状。通过跟岗调研挖掘、收集企业关键岗位
生产工单、工艺流程资料等，掌握了复杂型面和
难加工材料加工等关键技术、工艺及产业发展趋
势，为本领域课程改革试点提供了保证。

三是打造教学情境新形态，形成实训项目
新样板。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探索翻转课
堂、项目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和模式。通过学
训结合、做学相融的课堂教学组织创新，让学
生在知识学习和应用中，不断提升技术，熟练技
能。同时，面向高端制造业和智能制造先进应用
技术，对接职业标准和岗位要求，吸收行业发展
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实现课程建设成体
系、成规模、成结构。基于真实技术研发项目生
成技术案例，转化为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
与产业技术的同步。通过多方研讨、专家论
证，完成本领域课程建设指南、14门课程标准
以及知识技能图谱，在云创平台建设了14本数
字教材样章，开发了220个动画、视频等资
源，完成了5个典型生产实训项目平台设计，
为后续教学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职教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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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产业改革专业课程体系和内容

本报记者 李丹

“我们最初设计‘轨道
车辆智能传感技术’这门课
程的框架时，本来还是依照
传感器位所处车辆的位置开
始进行设计，但跟岗挖掘后
发现，根据传感器的功能来
设计该课程才能培养出可以
在企业‘真刀实枪’从业的
高技能人才。”近日，首批
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
改革试点工作交流会举行，
在分课程研讨环节，石家庄
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吴
阿莉边与项目团队成员“磨
课”边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为落实《关于深化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
见》中“提升职业院校关键
办学能力”重点任务要求，
教育部职成司委托有关职业
院校，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
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农机装备6个重点领域开展
首批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
课程改革试点工作，要求聚
焦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
力，以专业核心课程改革为
切入点，面向行业重点领域
打造一批具有世界水平、中
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一流核心
课程、优质教材、优秀教师
团队和实践项目，推动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带动专业教
学质量整体提升，增强职业
教育适应性。

为此，六所牵头学校
从全国遴选出64所专业优
势突出、办学质量较高、
行业声誉较好的高职作为
试点参与学校，并邀请了
5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作为
合作企业深度参与试点工
作，还邀请了包括院士、
大国工匠、行业领军人
才、知名专家在内的40人
组成六个专家顾问组，遴
选了 800 余名教师组成核
心师资团队。为更加准确
地把握行业企业的真实需
求，试点学校深入行业龙头
企业开展人才需求调研，累
计调研300余次，形成100
余份调研报告，探明各领域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规格和
发展趋势。为准确把握职
业院校的教学现状，试点学
校从教学最微观、最前线入
手，深入课堂开展听课、
评课、教案研讨，通过
300 余次听课评课活动，
了解真实的课程教学情况
和学生学习情况，研究课
程设计和实施，分析课程
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节点。同时，试点工作充
分借助我国在高铁、无人
机、北斗卫星导航等方面
的领先技术，联合龙头企
业开发世界水平的职业教
育课程，助推“职教出
海”行稳致远。

据了解，首批试点工作
聚焦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
自主可控，对接高端产业和
产业高端，着力破解“卡脖
子”技术难题，保障国家供
应链安全，回应国家战略需
求。围绕先进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对
高技能人才新要求，将一批
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
新标准首次引入职业教育课
程，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打造具有世界水平、中
国特色的职教“五金”。在
试点工作拟建设的84门一
流核心课程中，有60%以
上课程是“从无到有”的新
建课程，并且课程内容实现
多个“首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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