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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3.12
课题：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

学标准研究
（JXHZW20130106）

国家级
全国机械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12
课题：职业院校机电一体化

技术顶岗实习标准
（JXHZW20150103）

国家级
全国机械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7.6 课题：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国家级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研究所

2014.11 示范校建设重点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12
教学成果：以专业教学标准
为引领 立体构建机电技术
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探

索实践

国家级

全国机械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

中心

2012~201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
教师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2012~201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
教师奖

湖北省教育厅

2012~201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国家级
一等奖 1
个，二等
奖 2个，
三等奖 3

个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2014~2017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
业课程“创新杯”教师信息
化教学设计和说课比赛

国家级
一等奖 5

个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协会教学工作委员

会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2 年 5 月 实践检验时间: 4 年

完成： 2013 年 12 月

1. 成果简介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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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强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高素质

技能人才是重要保障，而现阶段职业教育已无法满足需求，缺乏具备“工

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新的形势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提高质量为根

本，主动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而技能人

才培养的一系列标准是保证质量的前提。

2012年 5月，武汉机电工程学校以国家级示范校建设为契机，注重

顶层设计，建设了机电技术应用、模具制造与加工等一批国家级重点专业。

2012年 7月，该校在全国机械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

牵头全国各省市 85所学校及 273家企业制订了《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

应用专业教学标准》等 5个标准。该系列标准于 2013年 12月顺利通过教

育部验收并公开发布推广。

该教学标准由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共同研制。政府提供政策

导向，全国机械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机电行业知名企业及学校完

成专业教学标准的制订工作，企业提供技能人才需求信息，学校采集数据

并分析、制订教学标准。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以专业教学标准为引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为保

障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制订了《机电专业建设标准》、《机电专业课程标

准》、《教师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标准，构建了该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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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才培养体系。

4年来，该校依据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探索实践，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综

合实力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该专业被教育部授予“全国职

业院校装备制造类示范专业点”、“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湖北省

品牌专业、湖北省特色专业。近 3年毕业生跟踪调查显示，机电专业学生

一次性就业率达 98.5%，专业对口率从 65%提高到 76%，平均月收入从

3182元提高到 3684元，用工单位满意率从 72%提高到 86%；涌现了以汪

象超为代表的一批技能明星，以王贤伟为代表的一批创业明星，学生在全

国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中屡获佳绩。

2. 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政行企校”四方共研，填补了中职机电类专业教学标准空白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教学标

准》、《职业院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顶岗实习标准》、《中高职衔接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标准》等一系列标准的成功研制，填补了国内职业

学校机电类专业教学标准的空白，适应了现代智能制造行业在知识、技能、

高素质等方面的新要求。

（2）机制建设为先，多重举措解决实践教学资源不足问题

武汉市政府大力支持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建设，2016年由武汉机电工

程学校依据专业教学标准要求，主持制订了《武汉市职业教育高水平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及《验收标准》，该校引领、示范、建设了武汉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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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十大高水平实训基地，实现了职业学校实训基地的共享。

1）改造实训设备满足课程内容要求

针对设备老旧、实训设备功能与课程内容不匹配等问题，学校安排骨

干教师对老旧设备进行技术性改造，将验证型设备改造成实操型设备。如，

通过重新设计电路、改造接线面板，将只注重数据测量和原理验证的电机

拖动实验平台，变为学生可操作的实训平台。

2）研发实训设备节省资金增加工位

学校与上海英集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生产了“可拆装元

件式柔性制造系统教学平台”，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对六站式自动

化生产线进行了优化改进，改进后设备的所有实训功能可在挂板上拆装完

成，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改进后的创新平台价格低，为市场同

类设备价格的 1/12，占地少，为同类设备的 1/7，比同类设备耐用 10倍以

上，而且操作简便、教学实训直观。

3）校企协同建设生产型实训基地，建立产教深度融合机制

学校深入多家现代制造企业调研，遴选有研发生产需求的先进制造企

业，共同签订《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协议书》；学校提供生产场地和设备，

合作企业提供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产品；基地在正常生产的同时，

承担学生的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勤工俭学及教师下厂实践等任务，学

校制订了《校企合作实施管理办法》等制度，形成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

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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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层分级打造双师型教学团队，解决师资队伍能力不足问题

根据师资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实际情况，将新建及需改造的实训室分

为三个层级，将专业教师分为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 3个群体，

有计划、全过程安排教师参与实训基地和专业建设，实现了分级分类提升

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预期目标，节省了培养经费，缩短了培养周期，提高

了效率。

3. 成果的创新点

（1）创新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实现校企深度合作

运用社会交换理论的原理，学校提供生产场地和设备，合作企业提供

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产品及实训耗材，支付基地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企业在生产的同时，承担学生的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勤工俭学及教师

下厂实践等任务，在《校企合作实施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的保障下，形

成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

（2）四方共研教学标准实践成果创新

在政府主导、行业组织、企业参与、学校实施的协同努力下，制订

了《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等一系列标准，填补了国

内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教学标准的空白。

（3）“建研培”三结合，探索“双师”培养新途径

学校以实训基地建设为契机，分层级提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以教研

课题为引导，提高教师的理论教学水平；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培养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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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师团队；以教学资源的开发为载体，提高教师课程建设能力；探索

了双师培养的新途径。

4.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成果受益面和辐射面广

1）成果开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于 2014年被

教育部作为专业教学标准制订模板向其他专业推广应用。在专业教学标准

的引领下，制订了《单片机应用课程标准》、《电工电子技能应用课程标

准》等 4门课程标准，向省内推广。该校主持制订了《武汉市职业教育高

水平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及《验收标准》，引领、示范、建设了武汉

市第一批十大高水平实训基地。

2）成果对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师资培训及教

学实施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依据该专业教学标准的要求，出

版了《传感器技术应用》《电器与 PLC控制技术》等“十二五”国家规

划教材 10余种，并按该专业教学标准要求开发了多种教学资源,这些教材

自2015年出版以来被北京、河北等28个省市自治区超过十万名学生选用。

并在 2015年以来的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创新杯”全国中职机电类

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说课比赛中，依据该专业标准进行了教师教学能力培

训，3年来全国总计培训中职机电类专业教师 2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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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期对全国 13个省市 36所职业学校的抽样调研表明：有占比

63%的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参照了本专业教学标准制订。

（2）实训基地建设成就得到同行认可

在实训基地建设中及建成后，共接待省内 53所、省外 65所中高职学

校及新加坡工艺教育局和韩国教学访问团的同行到校参观学习建设经验

和做法；特别是生产性智能工厂和轨道交通仿真实训室投入运行后，先后

有 19批次省内外专家到校考察学习先进生产科学技术的应用，接待 300

多人次。

（3）政府行业肯定

本成果涉及到的教学标准、专业建设案例、调研报告、课程标准入选

政府及行业汇编的典型案例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被教育部授予“全国职

业院校装备制造类示范专业点”、“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被省教

育厅授予湖北省品牌专业、湖北省特色专业。成果参与人员所在科室被武

汉市总工会授予“优秀职工小家”称号，被武汉市教育局授予“双创示范

岗”。

（4）对外经验交流

成果主要完成人龙善寰、周志文等多位同志受邀在全国机械行指委、

机电专指委及省市职教会议上做成果建设相关经验交流；先后赴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常州市、长沙市等地进行专业教学标准的解读及规划教材建设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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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体报道

成果相关信息先后在武汉电视台、武汉教育电视台、武汉晚报、武汉

晨报、长江日报、大楚网等各种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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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 完成人

姓 名
龙善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2.07
最后

学历
大学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86.07

职业院校

教龄
32

专业技术

职务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校长、党委副书记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02782943668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学校管理 移动电话 18971378599

电子邮箱 309609280@qq.com 邮政编码 430012

详细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 300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06年武汉市职业教育先进个人；

2009年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先进工作者；

2014年主持完成学校国家中职学校发展改革示范校建

设工作；

2013年主持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

标准；

2017年参与制订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

标准；

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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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贡

献

1. 担任全国机械行业指导委员会机电设备技术类专指委主任委

员，主持制订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

2. 担任湖北省职业学校教学诊改委员会委员；

3. 担任武汉市中职学校机电中心组组长；

4．提出了“四方共建，协同育人” 理念，构思和设计了高素质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

5. 为成果研究与实施把握方向，负责成果的推进，对实施的质量

全面把关；

6. 多次受邀宣讲、推广《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及高素质

技能人才培养经验。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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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完成人

姓 名
周志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5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93.9

职业院校

教龄
25年

专业技术

职务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主任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027-82943668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专业管理、教育教学 移动电话 18971378620

电子邮箱 2547336209@qq.com
邮 政

编 码
430012

详细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 300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0、2011、2012、2014、2016、2017年获湖北省中

职机电类专业论文评比一等奖；

2012年获武汉市教育局、人社局优秀教师称号；

2012、2014年获湖北省教育厅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机器人技术应用比赛指导教师二等奖；

武汉市教师学科带头人、湖北省职业教育技能名师；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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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职业院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顶岗实习标准主

要制订者之一；

主持了多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

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成果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1.担任全国机械行业指导委员会机电设备技术类专指委秘书长，组

织制订了《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

2.参与构思和设计了“四方共建，协同育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

3.负责本成果研究工作的运作管理；

4.负责制定研究方案，分析研究结果，是成果推进工作的主要策划

人；

5..负责机电一体化高水平实训基地的设计、建设工作；

6.负责机电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7.多次受邀宣讲、推广《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及高素质技

能人才培养经验；

8.具体负责分析研究结果，是调研报告和专业标准的主要执笔人之

一。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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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完成人

姓 名
黄卫山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年 9月
最后

学历
大学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96年 7月

职业院校

教龄
22年

专业技术

职务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副校长

党委委员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18986276717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学管理、工业设计

教学与研究
移动电话 18986276717

电子邮箱 411956717@qq.com
邮 政

编 码
430012

详细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 300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04年湖北省骨干教师

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成果一等奖

主

要

贡

1.武汉市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2.负责项目整体研究方案确定，项目落实与实施工作；

3.负责项目研究路线、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制定；

4.负责项目研究总体报告审定；

5.研究制订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发展规划；

6.研究制订了学校实训基地建设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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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7.起草和制订了学校教育教学相关制度。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第 4 完成人

姓 名
柳睿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4.2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6.7

职业院校

教龄
12

专业技术

职务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机电技术应用 移动电话 13871280801

电子邮箱 looklook512@163.co
m

邮 政

编 码
430012

详细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 300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2年获湖北省中职机电类专业论文评比二等奖；

2013年获湖北省中职机电类专业论文评比一等奖；

2013年获全国机械行指委机电设备技术类专指委论文

评比二等奖；

2014年获湖北省中职机电类专业论文评比二等奖；

2013-2015年全国机械行业指导委员会机电设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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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专指委优秀工作者；

2017年获湖北省中职电子类专业论文评比二等奖；

2017年获全国机械行指委机电设备技术类专指委论文

评比一等奖；

2017年武汉市优秀青年教师；

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成果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1.起草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初稿；

2.参与构思和设计了“四方共建，协同育人”高素质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

3.负责本成果资料搜集整理；

4.负责高水平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实训基地的建设工

作；

5.参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6.2012年来各类期刊发表、获奖论文 8篇，参与国家

级课题 3项，省市级课题 3项（其中市级重点 1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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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完成人

姓 名
贾双平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0.04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4.05

职业院校

教龄
12年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机电技术应用教

研室主任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027-82943361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

师
移动电话 13971124357

电子信箱 7987841562@qq.com 邮政编码 430051

详细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 300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12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机器人应用项目优秀指导教

师奖；

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成果一等奖。

主

要

1.参与制订《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

2.参与构思和实施“四方共建，协同育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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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献

3.参与高水平实训基地—机器人技术应用实训室、智能工厂的建设

工作；

4.参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5.2012年来各类期刊发表、获奖论文 12篇，参与国家级课题 2项，

市级重点课题 1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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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完成人

姓 名
何逸理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2年 2月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6年 9月

职业院校

教龄
12年

专业技术

职称
中学二级

现任党政

职务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电子技术教师 移动电话 18971059456

电子信箱 645637332@qq.com 邮政编码 430000

详细通讯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关山大道光谷坐标城 D区 20栋三单元
902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 2014年 12月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业课程“创

新杯”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比赛二等奖

2.2015年 12月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电类专业课程“创

新杯”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说课比赛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1.参与实施“四方共建，协同育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2.参与高水平实训基地—机电仿真实训室建设的建设工作；

3.参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4.2012年来各类期刊发表、获奖论文 7篇，参与国家级课题 1项，

市级重点课题 1项。

本 人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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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第 7 完成人

姓 名
贺志盈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5.10
最后

学历
硕士

参加工作

时间
1997.7

职业院校

教龄
13年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027-82943603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机电技术应用 移动电话 18971378629

电子信箱 565555048@QQ.COM 邮政编码 430014

详细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 300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 2009年 12月《如何在中职学校上好单片机》论文

获湖北省职教培训课题研究成果三等奖；

2. 2010.7.20《中职生诚信与敬业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

法研究》课题获全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课题评比一

等奖；

3. 2012年 11月《MCS-51单片机指令系统之片内数

据通用传送指令》教案获湖北省机电年会“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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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二等奖；

4. 2014.12的《如何从全面建设中体现专业特色》获

湖北省机电年会论文二等奖；

5. 2015.12的《浅谈中职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前景》获

全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论文评比二等奖；

6. 2018.1的《在现代职业教育背景中校企一体化办学

模式的内涵》获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论文评比二等

奖。

主

要

贡

献

1.参与实施“四方共建，协同育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2.参与高水平实训基地—单片机实训室的建设工作；

3.参与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4.参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5.2012年来各类期刊发表、获奖论文 17篇，参与国家级课题 1项，

市级重点课题 1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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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完成人

姓 名
周正鼎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1.08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4.09

职业院校

教龄
14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教研室主任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15337269792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机电技术应用 移动电话 15337269792

电子信箱 188271352@qq.com 邮政编码 430013

详细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40号同鑫花园 19栋 1单元

1302室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器人技术应用优秀

指导教师；

2.2014指导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器人技术应用团

体二等奖；

3.2016年 11月湖北省单片机比赛一等奖；

4.《浅谈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的“理实一体化”教学》

在2011年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论文评比中

获得一等奖；

5.《虚拟实验环境在单片机教学中的应用》在 2012年
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

奖；

6.《教学中的创新教育》在 2013年湖北省中等职业学

校电子信息类教研中心组年会优秀论文评选中获得二

等奖；

7.《关于单片机实训室改造的探索》在 2013年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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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

8.《关于技能大赛的探索与实践》在 2014年湖北省中

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类教研中心组年会优秀论文评选

中获得一等奖；

9.《机器人竞赛培训的教学探索实践》在 2014年全国

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机电设备技术类论文评

比中获得一等奖；

10.《浅析如何让电工技能操作学得简单》在 2015年
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机电专业论文评比中获二等奖；

11.《任务引领式课堂在机床电气课程中的探索》在

2015年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现代加工制造技术类专业

教研中心组年会论文评比中获一等奖；

12.《技能高考背景下对机电专业的发展的探索》在全

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16年论文评比中获二等奖；

13.2017年在全国职业院校单片机技能竞赛指导学生

获得全国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1.参与实施“四方共建，协同育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2.参与高水平实训基地—PLC实训室、单片机实训室的建设工作；

3.参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4.参与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5.2012年来各类期刊发表、获奖论文 15篇，参与市级重点课题 1
项，指导学生多次获国家、省市级技能竞赛奖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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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完成人

姓 名
顾小华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4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3.7

职业院校

教龄
15年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电工电子教研室

主任

工作单位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办公电话 027-82943668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从事电工、电子及电气

控制教学
移动电话 18971378617

电子信箱 28858110@qq.com 邮政编码 430010

详细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 300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1、2008年 11月 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电工电子”教

学教案设计与说课比赛优秀奖；

2、2012年 11月 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论文

评比二等奖；

3、2015年 3月参加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

4、2015年 12月 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论文

评比二等奖；

5、2016年 5月 第十二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

采”竞赛活动中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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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6年 12月 第十二届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

采”竞赛活动中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主

要

贡

献

1.参与实施“四方共建，协同育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2.参与高水平实训基地—电工电子实训室的建设工作；

3.参与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4.2012年来各类期刊发表、获奖论文 11篇，参与市级重点课题 1

项，指导学生多次获国家、省市级技能竞赛奖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 25 -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主管部门 武汉市教育局

联 系 人 周志文 联系电话 18971378620

传 真 027-82943668 电子邮箱 2547336209@qq.com

通讯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

300号 邮政编码 430012

主

要

贡

献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是本成果的组织和实施单位，也是《中等

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制订的主要负责单位。学

校领导高度重视，在人力财力上大力支持，有力的保障了本成果

在调查、研究及实践方面的顺利进行。

学校多次组织企业专家和部分专业教师对“学校发展规划”、

“学校师资队伍发展规划”、“学校专业建设规划”、“机电技

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立体构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

体系探索实践”总体方案的讨论；负责协调成果实践中各相关学

校和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为配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顺利

实施，大力加强机电专业实训车间和生产实训车间的建设改造，

负责组织、协调机电专业部教师参与课程改革和成果实践；加强

机电专业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组织项目立项和验收工作；组织

成果申报和成果鉴定的准备工作。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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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评审意见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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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审

意

见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领导小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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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引领、四方协同

立体构建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教学成果总结

一、成果研究背景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制造

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

必由之路。建设制造强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

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

战略任务，高素质技能人才是重要保障，而现阶段职业教育已无法满足需

求，缺乏具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新的形势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提高质量为根

本，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服务发展为目标，主动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

式变革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而技能人才培养的一系列标准是保证质量

的前提。

二、成果简介

2012年 5月，武汉机电工程学校以国家级示范校建设为契机，注重

顶层设计，建设了机电技术应用、模具制造与加工等一批国家级重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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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7月，该校在全国机械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

牵头全国各省市 85所学校及 273家企业制订了《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

应用专业教学标准》等 5个标准。该系列标准于 2013年 12月顺利通过教

育部验收并公开发布推广。

该教学标准由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共同研制。政府提供政策

导向，全国机械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机电行业知名企业及学校完

成专业教学标准的制订工作，企业提供技能人才需求信息，学校采集数据

并分析、制订教学标准。如图 1

图 1 四方共研专业教学标准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以专业教学标准为引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为保

障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制订了《机电专业建设标准》、《机电专业课程标

准》、《教师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标准，构建了该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

4年来，该校依据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探索实践，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综

合实力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该专业被教育部授予“全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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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院校装备制造类示范专业点”、“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湖北省

品牌专业、湖北省特色专业。近 3年毕业生跟踪调查显示，机电专业学生

一次性就业率达 98.5%，专业对口率从 65%提高到 76%，平均月收入从

3182元提高到 3684元，用工单位满意率从 72%提高到 86%；涌现了以汪

象超为代表的一批技能明星，以王贤伟为代表的一批创业明星，学生在全

国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中屡获佳绩。

三、成果主要内容

（一）政行企校四方共研，填补了中职机电类专业教学标准空白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教学标

准》、《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专业教学标准》、《电机电器制造与

维修专业》、《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职业院校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顶岗实习标准》、《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

标准》等一系列标准的成功研制，填补了国内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教学标

准的空白，适应了现代智能制造行业在知识、技能、高素质等方面的新要

求。

1.社会需求及人才培养现状调查研究

在制订过程中，课题组对企业、学校、学生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研究：包括机电行业发展规划，机电行业发展现状、机电行业人才结构

现状及需求，机电专业中高等职业教育供求状况，机电行业企业文化等内

容；重点研究了专业岗位职业能力要求的变化情况；调查了毕业生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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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职业技能训练等教学过程与效果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形成了《机电

技术应用专业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分析表》、《专业教学标准制订调研报

告》。

2.分析总结制订专业教学标准

根据《职业能力分析表》所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调研报告》的改

革建议，提出包括专业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实

训基地建设、评价考核体系改革、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等六个方面的要求，

最终形成专业教学标准。该专业教学标准具有以下特色：

（1）改革教学方法。摒弃传统的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教学

方式，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凸显教学互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

促进个性发展的现代教学方式；设置“生产情景化教学”，提升职业素养。

（2）与现行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指导方案相比，实现了“四个

转变”即教师转变为师傅，学生转变为学徒，课堂转变为工作场景，教学

过程转变为生产过程。

（3）充分体现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在

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对师资队伍、实训实习设施

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标准引领，四方协同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本成果从专业教学标准要求入手，在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的协同

下，对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等内涵、特征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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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研究。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提供保障，行业在校企合作、产业发

展等方面进行指导，相关企业在人员、技术、资金等方面对学校进行帮助；

经过四年的探索和实践，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模式的基础上，

根据该校专业特点，构建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符合学生能力成长规律”

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体系，如图 2所示。

图 2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1.课程体系

按照专业教学标准中机电类专业岗位群能力的要求，遵循学生职业生

涯发展规律和学习、认知规律，根据专业教学标准对相关课程的要求，结

合机电专业实际和行业、企业人才需求，形成图 3所示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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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以具体工作任务为载体，岗位能力循序递进”的课程体系

该校依据该课程体系要求，编写了《单片机技术应用》、《电工电子

技术》等 9门专业课程标准并在省内同类专业推广，出版了《传感器技术

应用》、《电器与 PLC控制技术》等“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7本，校

本教材 12本，并开发了多种教学资源。

2.机制建设为先，多重举措解决实践教学资源不足问题

武汉市政府大力支持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建设，2016年由武汉机电工

程学校依据专业教学标准要求，主持制订了《武汉市职业教育高水平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及《验收标准》，该校引领、示范、建设了武汉市第

一批十大高水平实训基地，实现了职业学校实训基地的共享。

为确保建设规范，该校以 TPR管理模式(坚持任务驱动（The task

driven）、流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责任机制（The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的管理模式见图 4)为平台，根据该校实训基地建设的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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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行分层负责的责任机制，促进教师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建设管理能

力。

图 4 实训基地建设 TPR管理模式

由于现代制造业设备昂贵、环境要求高、设备更新换代速度快、投入

大，导致中职学校实习实训资源严重不足，存在设备老化落后，技能训练

与企业需求脱节、实训设备功能与课程内容不匹配等问题。该校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解决以上问题：

（1）改造实训设备满足课程内容要求

针对设备老旧、实训设备功能与课程内容不匹配等问题，学校安排骨

干教师对老旧设备进行技术性改造，将验证型设备改造成实操型设备。如，

通过重新设计电路、改造接线面板，将只注重数据测量和原理验证的电机

拖动实验平台，变为学生可操作的实训平台。

（2）研发实训设备节省资金增加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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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电实训基地的建设过程中，根据专业教学的要求和学校的实际情

况，学校与上海英集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生产了“可拆装元

件式柔性制造系统教学平台”，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该校机电专业教师团队，对六站式自动化生产线进行了优化改进，改

进后设备的所有实训功能可在挂板上拆装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

能力。改进后的创新平台价格低，为市场同类设备价格的 1/12，占地少，

为同类设备的 1/7，比同类设备耐用 10倍以上，而且操作简便、教学实训

直观。

（3）校企协同建设生产型实训基地，建立产教深度融合机制

学校深入多家现代制造企业调研，形成武汉市现代制造业调研报告，

制订生产型智能工厂建设方案，在相关企业的协同帮助下，按照《学校项

目建设管理办法》建成了全省乃至国内中职学校第一家生产型智能工厂，

如图 5。遴选有研发生产需求的先进制造企业，共同签订《共享生产性实

训基地协议书》；学校提供生产场地和设备，合作企业提供先进生产技术、

管理经验和产品；基地在正常生产的同时，承担学生的生产性实训、顶岗

实习、勤工俭学及教师下厂实践等任务，学校制订了《校企合作实施管理

办法》等相关制度，形成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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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能工厂

该校机电一体智能化高水平实训基地现已建成生产型智能工厂、轨道

交通仿真实训室、机器人技术应用实训室、虚拟仿真实训室、机电创新创

业教育实训室等多个实训室。新增和改造实训设备 145台套，新增工位

500余个，建成企业化、智能化、现代化实训环境，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3.分层分级打造双师型教学团队，保障教学质量

依据专业教学标准对专业师资的要求，学校出台了《双师型教师认定

办法》、《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评选办法》、《武汉机电工程学校师资

队伍建设规划方案》等文件，定期选派专业教师下厂实习，同时聘请企业

高技能人才担任专业兼职教师，混编双师型教学团队，保障教学效果。

在课程体系、实训资源的基础上，按照“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

机电专业教学团队推行“公司体验式项目教学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提升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团队沟通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强化创业

意识，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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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师资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实际情况，将新建及需改造的实训室分

为三个层级，将专业教师分为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 3个群体，

有计划、全过程安排教师参与实训基地和专业建设，实现了分级分类提升

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预期目标，节省了培养经费，缩短了培养周期，提高

了效率。如图 6所示。

图 6 分层分级培养师资队伍

学校分层级、分类型提升了教师的课程开发、实践教学、技术服务等

专业实践能力，提高了师资队伍的总体水平。

4年来，机电专业双师型教师比例从 64.3%上升到 84.6%，兼职教师

比例达到 32.9%，硕士以上学历达 11.3%。机电专业教师开发校本教材 12

本，新编实训指导书 8本，主编 7本教材公开出版发行，和企业合作开发

精品课程 6门，建成核心课程 9门；完成论文 100多篇，多篇论文获得省

市一等奖。学校专兼职教师在专业带头人的带领下，依托校内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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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研发生产了各类产品 17项，其中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项。学校共计 5

人在全国“创新杯”教学设计及说课比赛中获一等奖，1人在全市教师五

项技能竞赛中获一等奖，1人被授予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5人被评为武

汉市学科带头人，13人被评为武汉市优秀青年教师。在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职组比赛中，获得团体一等奖 1个、二等奖 3个，5人获得优秀

指导教师奖。

四、成果创新点

（一）创新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实现校企深度合作

运用社会交换理论的原理，学校提供生产场地和设备，合作企业提供

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产品及实训耗材，支付基地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企业在生产的同时，承担学生的生产性实训、顶岗实习、勤工俭学及教师

下厂实践等任务，在《校企合作实施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的保障下，形

成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

（二）四方共研教学标准实践成果创新

在政府主导、行业组织、企业参与、学校实施的协同努力下，制订

了《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等一系列标准，填补了国

内职业学校机电类专业教学标准的空白。

（三）“建研培”三结合，探索“双师”培养新途径

学校以实训基地建设为契机，分层级提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以教研

课题为引导，提高教师的理论教学水平；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培养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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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师团队；以教学资源的开发为载体，提高教师课程建设能力；探索

了双师培养的新途径。

五．成果应用及推广

（一）成果受益面和辐射面广

1.成果开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标准》于 2014

年被教育部作为专业教学标准制订模板向其他专业推广应用。在专业教学

标准的引领下，制订了《单片机应用课程标准》、《电工电子技能应用课

程标准》等 4门课程标准，向省内推广。该校主持制订了《武汉市职业教

育高水平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及《验收标准》，引领、示范、建设了

武汉市第一批十大高水平实训基地。

2.成果对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教学资源建设、师资培训及

教学实施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依据该专业教学标准的要求，出

版了《传感器技术应用》《电器与 PLC控制技术》等“十二五”国家规

划教材 10余种，并按该专业教学标准要求开发了多种教学资源,这些教材

自2015年出版以来被北京、河北等28个省市自治区超过十万名学生选用。

并在 2015年以来的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创新杯”全国中职机电类

专业教师信息化教学说课比赛中，依据该专业标准进行了教师教学能力培

训，3年来全国总计培训中职机电类专业教师 2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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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期对全国 13个省市 36所职业学校的抽样调研表明：有占比

63%的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参照了本专业教学标准制订，如图 7所示：

图 7 标准应用调查

（二）实训基地建设成就得到同行认可

在实训基地建设中及建成后，共接待省内 53所、省外 65所中高职学

校、新加坡工艺教育局和韩国教学访问团的同行到校参观学习建设经验和

做法；特别是生产性智能工厂和轨道交通仿真实训室投入运行后，先后有

19批次省内外专家到校考察学习先进生产科学技术的应用，接待近 300

多人次。

（三）政府行业的肯定

本成果涉及到的教学标准、专业建设案例、调研报告、课程标准入选

政府及行业汇编的典型案例集。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被教育部授予“全国职

业院校装备制造类示范专业点”、“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被省教

育厅授予湖北省品牌专业、湖北省特色专业。成果参与人员所在科室被武

汉市总工会授予“优秀职工小家”称号，被武汉市教育局授予“双创示范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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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经验交流

成果主要完成人龙善寰、周志文等多位同志受邀在全国机械行指委、

机电专指委及省市职教会议上做成果建设相关经验交流；先后赴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常州市、长沙市等地进行专业教学标准的解读及规划教材建设

讲座。

（五）媒体报道

成果相关信息先后在武汉电视台、武汉教育电视台、武汉晚报、武汉

晨报、长江日报、大楚网等各种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