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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职校教师到企业中去
□ 辛秀兰

让企业实践成为职教教师让企业实践成为职教教师““加油站加油站””
本 报 讯（记 者

崔斌斌） 4 月 3 日—

4 日，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建设推进会在上海

举行，会议旨在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进一步建立

和完善职业教育教

师企业实践体系，

推动“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

2019年以来，为

进一步完善职业教

育教师企业实践体

系，教育部会同工信

部、国资委等部门，

先后确定并公布了

两批共 202家优质企

业为全国职业教育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通过组织技能培训、

提供岗位实践、设置

科研攻关项目等，让

参训教师深入了解

企业生产的组织方

式、工艺流程、产业发展趋势等基本

情况，熟悉企业相关岗位职责、操作

规范、技能要求、用人标准等，严格落

实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每年累计不

少于 1个月的企业实践制度，推动校

企合作内涵建设与纵深发展。

为何如此重视职业教育教师企

业实践？“当下，职教教师队伍建设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高、本各层

次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在专业课

教师中的占比均超过 50%，但也面临

着不少挑战，比如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实践能力还需要提高。”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搭建教师企业实践

平台，将国家级基地和省级优质企

业基地组网融通，共同组成基地网

络，将校企优质资源放上去，将校企

供给和需求也放上去，切实为双方

提供更多更优选择。”

记者了解到，今年教育部将会同

工信部、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共同制

定《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管理办法》，从职责分工、组织实施、

管理评估和工作保障等方面进行规

范，落实好绩效评估，确保实践项目

有序实施。同时，还将根据职业教育

专业目录，制定《职业教育教师企业

实践项目标准》，围绕“双师型”教师

成长规律，针对不同专业大类的特殊

要求，结合专业领域、企业环境、职业

标准、教师关键能力等要素，研制不

同的实践项目标准。

“比如农林牧渔类的项目、装备

制造类的项目和服务类的项目，在项

目设计、实践重点、支持保障等方面

肯定是不一样的。”任友群表示，“通

过制定企业实践标准，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标准体

系，同时为各级各类企业实践项目实

施提供参考。”

推进会上，还举行了全国职业教

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授牌仪式。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职分会副会

长高鸿、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院

长辛秀兰围绕教师企业实践作了报

告，中软国际（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腾讯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及中国宝武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等相关基地代表介绍了

典型经验做法。与会人员还赴首批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中国宝武钢

铁集团进行了实地参观。

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

地负责人和教育部、工信部、国资委等

相关部门200余人线下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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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的时间里，参与技术服

务项目 4 项，到账金额 55 万，申请发

明专利 1 项，形成翔实的研究报告 1

篇……这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教师刘华刚 2021 年到北京博联众睿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实践锻炼的部

分成果。

现实中，像刘华刚这样实践能力

快速提升的职校教师不在少数。

针对我国职业院校教师普遍缺

乏企业实践工作经验的实际，教育部

等部门曾出台《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

践规定》《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

文件和制度，要求教育部门和学校严

格落实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每年累

计不少于 1 个月的企业实践制度，遴

选并确定中国铝业集团、中国中车集

团有限公司等202家企业为全国职业

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旨在破解大

部分职校教师“从校门到校门”、实践

动手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弱的困境。

如何下好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

计这盘棋，使企业实践基地真正成为

职校教师能力提升的“加油站”？我

认为，需要校企双方共同发力、形成

合力，建立密切合作的桥梁，才能实

现互利双赢。

我校的汽车工程学院与北京奔

驰汽车有限公司连续合作 17 年，开

展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订单培

养，探索出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双

驱五定”“七共同”专业教师企业实践

模式。

该模式的特点是校企“双元”师

资团队捆绑式发展，双方共建了“双

驱五定”的教师企业实践模式，即课

程建设驱动、能力提升驱动，规定时

间、指定导师、特定场所、选定场景、

设定标准，旨在实现“七共同”，即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课、共

同备课、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授课、共

同评价、共同开展教研活动，使汽车

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教师 100%达到

了“双师型”教师标准。

2021年，汽车工程学院教师苟维

杰在北京奔驰发动机厂进行企业实

践，在冲压厂、焊装厂、喷漆厂、总装

厂、新能源电池厂中的职工培训部门

和生产一线岗位学习锻炼，还与北京

奔驰技师赵斌共同完成校本教材的

开发和培训视频的拍摄。

为了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企业实

践，我们学校很早就制定了《教师到

企业实践管理办法》，并把教师企业

实践纳入了《教职工考核管理办法》

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管理办法》，在

聘期考核、评优评先等方面给予政策

倾斜，学校整体“双师型”教师比例已

达93.87%。

而对于企业来说，入选国家级职

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只是拿到

了“敲门砖”，精心设计好职业院校认

可的企业实践项目，才是打开校企深

度合作培训的“金钥匙”。入选企业

要系统设计企业实践项目，满足职校

教师企业实践的个性化需求。

一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精准对

接。企业要熟悉所在行业领域的院

校设置和专业分布，深入开展企业实

践项目的需求调研；二是要开发标

准，规范培训。企业要针对教师的个

性化需求，研制教师企业实践培训标

准，从培训目标、能力要求、培训模

块、培训考核等方面完善培训方案；

三是要丰富形式，提高实效。企业可

根据职业院校的要求，开发顶岗挂

职、企业工作站、师生双顶岗、企业培

训、服务研发等多种模式的培训；四

是学以致用，实现转化。引导教师将

企业实践成果在教学设计、教材开

发、教学资源建设、课堂活动设计、职

业素养培育等方面融入课堂教学。

以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为例，它入选了北京市教师企

业实践基地，其精心设计的“数字化设

计仿真调试与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

项目”获得了参训教师的高度认可。

该项目面向北京市中高职院校相

关专业教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完成。项目的特色是“四大模块、

三张证书”，设计了电气数字化设计模

块、机电一体化概念设计模块、数字孪

生技术模块和工业互联网模块，具有

一定专业基础的教师通过企业实践，

可获得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企业职

业资格证书、生产线数字化仿真应用

（中级）X证书和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

维（中级）X证书，有效提高了参训教

师的“双师”能力和水平。

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

基地应该充分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在工程技术实践、专业技能实训、生

产和管理岗位兼职或任职、产品研发

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为职业院校教师

创造条件，提高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

和社会服务水平，助力学校培养出更

多的技术技能人才，为中国从制造大

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贡献企业的力量。

（作者系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副院长）

2019年10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公

布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

基地名单，中软国际（中国）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中软国际”）作为行业领

先的全球化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企

业入选。自 2021 年教育部行指委办

公室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全国职业

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

通知》以来，中软国际至少设立了145

个相关培训实践项目。

为了提升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的

水平，中软国际秉承5个“精准”理念，

利用自身优势开发了精准实现企业

实践人岗匹配、个性化内容定制、在

线项目实训、实践结果可视化的数字

化教师企业实践平台“智云赋”，在实

践方式、内容设计、过程管理和结果

考核等数字化管理方面做出了初步

尝试。

2022年，中软国际与福建省泉州

市融媒体职业教育集团合作的“人机

交互典型案例实践”教师企业实践项

目就将5个“精准”理念融入其中。

一是精准把脉教师企业实践需

求。在项目实施前，中软国际教师企

业实践项目负责人李修霖多次带队

到泉州市融媒体职教集团的牵头单

位黎明职业大学数字媒体创新团队

开展企业实践需求调研，通过深入访

谈、电子问卷调查等形式收集了教师

企业实践意向，有效避免了“大水漫

灌式”的培训。

二是精准开发教师企业实践标

准。围绕前期的调研结果，结合中软

国际自身提供的工作岗位内容，通过

开展系统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

析，提取与教师企业实践密切相关的

职业活动，构建教师企业实践能力模

型。在此基础上，对黎明职业大学数

字媒体创新团队教师进行能力测评，

参训教师根据测评结果明确自身的

能力水平与薄弱环节，团队负责人根

据教师的能力发展需求细化具体实

践要求，基地根据教师的能力发展需

求精心设计实践内容，选配与能力模

型匹配的带教工程师给予实践指导，

从而实现教师能力发展与企业实践

内容精准对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中软国际以专业大类为基本

单位分类开发了《基地教师企业实践

标准》，在明确教师企业实践需要完

成的工作任务与需要掌握的职业能

力的同时，明晰岗位职责、技术发展

等方面的培训内容，以此为依据设计

教师企业实践培训模块。

三是精准设计教师企业实践项

目方案。围绕参训教师的量化测评

结果，基地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带领专

职带教工程师设计实践项目方案，明

晰培训理念、培训目标、培训对象、企

业实践能力规格、培训内容、培训考

核等内容。

四是精准打造教师企业实践共

同体。黎明职业大学牵头组建了泉

州市融媒体职教集团，吸纳中软国

际作为职教集团副理事单位，通过

职教集团平台发动集团内职业院校

积极报名参加基地组织的教师企业

实践项目。中软国际作为第四批

“1+X”试点单位，与黎明职业大学

共同开发将“1+X”职业技能等级要

求融入教师企业实践内容的方法与

路径，合作编写了《软件技术专业教

师企业实践培训教材（高职）》《软件

技术专业教师企业实践培训教材

（中职）》两本教材。

五是精准构建教师企业实践成

果教学转化机制。教师参加企业实

践的最终目的是将其成果转化到课

堂教学中。为了将企业实践成果有

效转化，中软国际在黎明职业大学校

内建设了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站，将教

师在企业实践的场景一比一还原到

校园内，为课后“碎片化”开展教师企

业实践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此基础

上，中软国际与黎明职业大学还深度

融合，共建产业学院，推动“引企入

校”，实现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

对接、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融合。

通过教师企业实践，双方合作开发了

校企合作课程，将中软国际的真实企

业项目作为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的

选题来源。

参加该项目的黎明职业大学副

教授吴云轩就是受益者。他“沉浸

式”地深入企业实践项目中，发挥自

己专业方面的优势，将最新的人机交

互设计理念融入企业技改中，大大提

升了企业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合理

性和易用性。回到学校后，吴云轩将

企业所学所见制成课件，应用到自己

所教的《实用摄影技能》课程中，该课

程获批教育部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

在线精品课程。

“通过开展两个批次的教师企业

实践项目，我们逐渐探索出一条企业

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中

软国际教育业务线副总裁成焕表示，

“希望这种模式未来在学校专业建

设、课程改革、师资培养、顶岗实习、

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创新和发挥作

用，最终实现学校、企业、教师、学生

的多方共赢。”

（作者单位系中软国际〈中国〉科

技有限公司）

企业参与教师培养的5个“精准”
□ 姜 楠

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是专门从事机器人及智能制造

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专业建设及人

才培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9

年被遴选为首批国家级教师企业实

践基地。

基地聚焦机器人及人工智能领

域产业数字化对职业院校教师培养

的要求，从实践课程体系、条件建设、

资源建设、信息化运行等方面促进教

师素质提升。

根据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层次特

点，我们设计了3类项目。

一是骨干教师提升项目，培训内

容包括工业机器人操作编程、仿真等

专项技术课程，教学组织实施，课程

教材开发等。

二是专业带头人进阶项目，培训

内容包括智能制造专业发展、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信息化教学改革、教学

资源库建设等。

三是院校长前瞻项目，培训内容

包括产业发展、技术发展、专业发展、

产业学院建设等。

公司面向职业院校急需的工业

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专

业，根据技术培训、岗位实践、科研

攻关、资源开发等项目实施要求，构

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根据产业发

展特点，将虚拟仿真技术、虚拟调试

技术、数字孪生技术等融入相关建

设，构建设备级、工作站级、产线级

三级数字孪生资源，引领职业院校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当然，我们还拥有高水平的师资

团队。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亲自

指导，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孙立宁

领衔，公司总裁王振华负责的博士团

队组织实施，同时在全国聘请了20余

位知名行业企业专家。

为了确保基地师资培训的质量，

我们根据相关标准，对生产部门、售

后部门、汇博机器人学院、研发部门

等100余人开展了内训和考核。针对

不同的部门、不同人员的工作内容及

个人发展需要，安排了不同等级的内

训与考核。

校企协同开展技术攻关是我们

的另一个特点。围绕教师科研能力

提升，我们将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场

景应用、智能机器人场景应用、智能

制造系统数字孪生等技术难题进行

“揭榜挂帅”。汇博机器人对每个项

目给予 3—5 万的资金支持。科研

攻关的成果用于企业产品的研发及

推广，提升教师的科研与技术服务

能力。同时，我们把研究项目转化

为教学案例，推进专业教学改革及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例如，我们与吉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委托学院教

师丛元英、杨天时完成智能制造生产

线虚拟调试技术研究项目，以产业和

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

培养改革。

据统计，基地建立以来，我们发

布了30多个科研攻关项目，已投入50

余万元资金、600余万元设备。

数字素养是当今师生不可或缺

的素养。基于 2022 年教育部发布的

《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我

们还进行专项赋能，提升教师的数

字化能力，尤其重点提升教师的数

字化设计、编程、虚拟仿真等数字化

技能及对手机平板、交互屏幕、直播

软件等数字化工具在教学中的应用

能力。

根据互联网时代的师生特点，

我们还构建信息化教学平台，开发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数字化模型、

数字化组件、智能制造工作站、智能

制造产线四级虚拟仿真资源，开发

在线开放课程，进行项目式、活页式

教材开发，自基地建立以来，校企合

作开发教材 20 余部，公开出版 8 部，

两部被评为“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

规划教材。

据统计，基地建立以来，培训教师

数千人次，与职业院校共建了8个教师

技能培训站、博士工作站，共同申报获

批4个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培训基地，协助院校开展机器人与人

工智能相关国培、省培30余期。

（作者单位系江苏汇博机器人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校企协同开展技术攻关
□ 崔晓辉

企业案例

“双师型”教师是当
下职教的热点话题，如何
破解职教教师赴企业实
践难题？近日，在上海举
行的全国职业教育教师
企业实践基地建设推进
会上，部分学校和企业代
表分享了他们的做法。

特别策划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