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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2025”环境下数控加工岗位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王婧 孙召瑞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系，山东济南，271100）

摘要：针对“中国制造 2025”环境下企业数控加工岗位缺失和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匮乏的问题，本

文提出了以下应对策略：贯彻产教融合“双主体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双元三标四融五链”

培养体系；重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构建基于数控加工岗位核心能力和职业素养的课程思政体

系；整合、联动育人项目，增加工匠精神培育教学内容比例和技术信息量；探索多维考核评价体系，

助力现代智能装备制造、集成及智能装备应用领域高技能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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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制造2025”对人才需求的标准不断提高。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知识、技能、素质俱全的复

合型人才，即具有工匠精神，集设计、规划、协调、评估、决策、创新于一身的全能型高技能人才。

一、人才培养现状

在现调研显示，近年来高职院校从多角度、多举措全面推进三全育人工作，围绕着“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的指导方针开展与之相关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工作，但总体上方案设计专业特色、岗位特点不

突出，育人效果不明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学生层面：认知程度局限，而学习积极性较低

学生对装备制造类专业的认识大多比较片面，认为工匠劳动是“苦力活”，在情感上对工匠职业的认

同程度较低。毕业跟踪调研发现，学生工匠劳动对口留用率不足 60%，这些情况都反过来影响了学生专业

学习的积极性、荣誉感。

（二）专业层面：课程体系不完善

职业院校项目教学中的“项目”大多是为了满足课程相应的技能教学而设计的，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

联性不足。部分学校有补充相关课程知识，但只是起到了“搬运工”的作用，知识的关联性和适用性较差。

当前，工匠精神的培育处于零散状态，未能构建专门课程系统讲授、专业课程全程渗透、思政课程相融通

的完整体系，未能形成“全员育人”的培育合力，表现为课程上未能全过程执行工匠“育心”的设计，实

践上未能全方位实现“砺匠”的有效衔接。

（三）校企合作层面：未能全力参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全过程

校企合作不够深入，产教学融合侧重于形式，融合深度与下沉力度不够，没有达到共同培养学生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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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更无从实施。

为深化产教学融合，高职院校都在积极地探讨并实施校企合作，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部分企业对

培育工匠精神投入意愿低，具体表现为企业的责任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更有甚者将顶岗实习的学生作

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四）考核评价单一，未形成闭环“全过程”评价

评价体系片面化、单一化，评价主体以学校、授课教师为主，较为重视可量化的显性技能的培养，而

忽视隐性技能的考核培育，如自学能力、创新精神、独立思考、团队合作等能力的塑造；教学重当前、轻

发展，只顾眼前的就业率，忽略了对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的引导与培养，这对学生未来长远的

职业发展造成了阻碍。

二、整合教学内容体系

整合教学内容体系，要求设置专业思政课程并引入相关元素。构建基于岗位核心能力和职业素养双线

并行、立体化育人，形成专门课程系统讲授、专业课程全程渗透、思政课程相融通的具有数控加工岗位特

色的课程体系。根据岗位的知识、能力、技能和素质要求，结合课程的特点，有机地将素质教育点作为思

政元素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去。构建融合“思政课程+专业思政课程+专业课程思政”的工匠精神课程培育体

系，做到“显性思政”与“隐性思政”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效益，为工匠精神人才培育提供理论依据。

“双元三标四融五链”培养体系的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新职业、新岗位的需求。

图 1 “双元三标四融五链”培养体系

（一）聚焦企业思政元素

思政与教学内容相融合，注重职业素养培养，遵循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以企业生产项目为

载体，有机融合课程思政元素，实施“项目引领、兴趣带动、素养提升”教学，形成了“基础、应用、能

力、素养”梯次递进的双主线课程体系，逐步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与职业素养。

根据岗位特色，各教学主体应当努力挖掘包含时代精神、职业素养、行为意识、核心主义价值观等思

政元素，构建双螺旋递进式课程思政体系，以“立德树人”作为课程思政教育核心理念，贯穿教学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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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课程思政矩阵

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爱国教育等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设计环节中，找到教学目标与学生学

习目标的平衡点。结合技术难题等典型案例，教学设计应完善学习资源、丰富资源中的视频资源、优化课

程平台模块。

注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引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等各类各级赛项，在备赛的过

程中培养不断超越、勇于突破常规的思维模式，鼓励学生为实现理想和满足社会需求创造新的事物、方法

和路径等。增加教学项目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可拟定一些学生感兴趣、又能结合工程实际的题目，加强过

程控制，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图3 基于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和工匠精神的课程实施模式

三、探索综合育人模式

（一）探索双主体育人模式

根据产业布局确定专业布局，专业群对接岗位群，根据行业未来技能确定专业课程设置。贯彻产教融

合“双主体育人”人才培养新模式，强化校企“双元主体”教育地位，建立“产教研”合作长效机制建设，

通过协议的方式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及义务，引入企业资源，创新教学模式，拓展教育资源实现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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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校企共育。

探讨并积极推进“双导师”教学模式，打造“双导师”课堂，教师+工程师“双师”授课，双向互动

合力培养人才。搭建学生与工作、工匠“零距离”接触的平台，有效融合学生的知识、技能和精神品质的

培养，充分发挥“师傅口传心授”的优势，实现学生培育和岗位需求精准对接。

（二）推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互联网 +”背景下教学模式改革策略，教学模式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课堂讲练+课后练习复习”

形式转变为“线上+线下”“虚拟+现实”混合式教学模式，积极探索任务驱动式、行动导向式等教学方法，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相互合作、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的兴趣和能力，逐步打造“教师主导、学生主

创、学创结合”的新型线上混合式教学模式。

通过形式多样的考核形式，及时跟踪大数据统计的学生线上学习的各种数据，实现全过程考核与指导，

保证线上教学效果。

四、搭建立体化育人平台

依托全方位、多角度的培育格局，保障培育人才的实施，从“知”到“行”到“品质”，育匠心、砺

匠技，搭建“互联网+课程+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的立体化育人平台，保障培育人才的实施。

（一）建设完善教学资源，搭建网络育人平台

以产业技术进步驱动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改革，按照科技发展水平和职业资格标准设计

课程，优化课程结构，配套和建设专业群共享的专业平台课程群。完善教学资源库建设，丰富微课等资源，

引入虚拟仿真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搭建起学生与工作、工匠“零距离”接触的平台，实现学生培

育和岗位需求精准对接。

（1）新形态页教材编写

与行业企业专家联合开发教材，选取企业真实生产案例，增删、整合、序化教学内容，融入工匠精神

元素，以工作过程为线索组织内容结构，按照从易到难的认知过程进行设计，以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为逻辑

起点，进行数字化资源设计。教材中设计切实可行的“考核评价表”，包含学员自评、互评、教师评价等

内容。

（2）岗位核心能力教学资源制作

制作形式多样动画、视频等模块化、碎片式资源，补充完善岗位核心能力线上精品课、在线开放课程

等制作，增加课程思政案例模块，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方便学习者（学生、企业职工、社会人员）在任何

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自主学习。

（二）校企深度融合，共建实训基地

搭建双赢合作平台，助推校企深层次多方位合作，做好工匠精神的传承与推广。共同建设大师工作室、

教师驻企业工作室、企业驻学校实训室等，增大校企共同培育力度，搭建学生与工作、工匠“零距离”接

触的平台；同时，以学院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为契机，建设课程线上虚拟仿真实训室，服务面向学生教

学、企业培训、社会人员再就业等，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更好地服务于理论教学，培养学生自由全面

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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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对接企业质量体系，依据“三全”育人原则，设计、实施教学全过程客观真实评价，将

匠心、匠技的培养与考核落到实处。

（一）重匠心考核

创新学生实践考核标准，建构技能和素养并重的评价体系，将实践教学环节中体现出来的劳动意识、

求知精神等工匠精神要素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列出相应的分值，切实改变专业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重技

能、轻精神”的现象，提升“匠技”培育实效。

校企各部门协同评价，出台《学生四维评价实施办法》，按照“德、技、能、行”四个维度，分解“五

育并举”培养要求。构建四维 10个关键评价要素和 20个可量化观测评分点的学生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记

录学生发展成长情况，打造多元参与、全过程、全方位考查学生全面发展状况的“四维”评价体系。

（二）重匠技考核

课程考核应逐步增加考查分析能力、学习迁移能力等多方面的过程性评价指标（学习态度、自主学习

任务完成情况、团队协作精神、期末考试成绩等），以“掌握真本领”为评价核心指标，重点考察应用能

力在学习中的表现度。

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校内指导教师与校外兼职教师共同评价、课内学习评价与课外（大赛成绩）

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从单一的任课教师评价，转换为教师、学校、企业多主体考核评价体系，增加企业在

实践教学环节实践、见习、顶岗实习的考核力度，通过形式多样的考核形式及大数据学习数据统计，实现

全过程考核与指导，保证线上教学效果。

（三）建立持续的激励制度

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兴趣小组等，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形成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校园氛围，激发

学生勇于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工匠精神，以数字化、信息化方式全过程记录学生成长，以智能化、实时

化方式呈现评价结果，形成立体的“四维”“数智”画像，知优势、明不足，引导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成

长，满足企业发展链需求。

六、结论

企业转型升级要求构建基于岗位核心能力和工匠精神的双主线培养课程思政培养体系，承载“匠心”

“匠技”的培育，为社会输出新时代高技术技能型工匠人才，也为专业其他课程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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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环境下数控加工岗位工匠培育课程体系研究》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n CNC
machining position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Made in

China 2025"
Wang Jing Sun Zhaorui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Automotive Engineering, Laiw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nan,

Shandong, 271100)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lack of CNC machining positions and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employees in the environment of "Made in China 2025",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coping strategies:

implement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dual-subject educat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build a training system of "dual-element, three-standard, four-integration and five-chain";

Reconstruct the teaching content, optimize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build a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of CNC machining positions; Integrate

and link education projects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Explore a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to help

cultivate high-skilled talents in the fields of modern intelligen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application.

Keywords: CNC machining positions; artisan cultiv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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