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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过程缺乏符合国际工程教育先进理念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新模式。论文

针对本校运行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中职本科“3 + 4”项目、车辆工程专业高职本科“3 + 2”
项目，引入OBE和CDIO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理念，系统进行面向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长学制贯通培养的先进

模式研究，提出了“五元协同进阶式”培养模式内涵体系，构建了“五元协同进阶式”人才培养模式。

论文研究内容将为其他高校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为全面深化人才培

养改革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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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s and new modes in line with the advanced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at the “3 + 4” middle-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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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aduate major of mechanic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and its automation, and the “3 + 2” 
high-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major of auto engineering major, incoming OBE and CDIO interna-
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cepts, the training model of thorough training for high-end tech-
nical skills talent was researched systematically. The connotation system of the “five-yuan col-
laborative advanced” mode was put forward, and the “five-yuan collaborative advanced” talent 
training mode wa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mode of thorough training for high-end technical skills talent in 
other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an idea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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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教育人才贯通培养是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中国特色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内容。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明确指出未来职业教育的

发展方向：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

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本教育的衔接，实现人才的贯通

培养，成为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在经济结构变化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结构变化的同时，要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任务和要求，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高–本教育”

贯通培养模式应势而需[1] [2]。 
贯通培养模式将普通高中、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纳入同一个以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体

系下，前所未有地将不同类型的教育整合起来，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高端技术

技能人才长学制贯通培养是构建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课程、培养模式和学制贯

通的“立交桥”，打破了中职学生“专科–就业–技术工人”的死胡同，拓展了中职学生和高职学生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中职和高职教育带去活力的同时，也推动了应用本科教育的发展[3] [4]。 
国内外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贯通培养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研究和实践。汪雪蔚[5]

研究了“3 + 4”中本贯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将中职与本科阶段教育全面打通，围绕专业技术技

能型人才培养目标，采用一体化设计原则，构建了“一个核心、两个导向、三方协同、四项重点”的人

才培养体系框架；吴娜[6]研究了贯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确立、教学过程的

整体设计、人才培养质量监控考核等内容，提出了贯通人才培养的整体设计思想和实施途径；郭晨[7]综
合分析了贯通培养的理论依据，总结了保罗·朗格朗的终身教育理念、加涅的学习准备性原则、奥苏贝

尔的认知同化学习理论以及布鲁纳的螺旋形课程论；姜义林等人[8]系统设计了贯通培养课程体系，探索

了“结构化”课程构建的方法与实现途径，建立了能促进课程衔接的有效机制；刘安洁等人[9]对职业带

理论、政策文件、人才培养方案、职业核心能力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从知识、职业能力和职业基本素质

三个维度出发，制定了评价指标、内涵和权重，为有效评价学生的培养质量提供决策依据；张冲等人[10]
分析了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必然性，并针对贯通培养模式如何提升信息化能力提出了相应措施；刘晓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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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3 + 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建设为例，给出了整个培养阶段的方案制定、育人机制、

课程体系等框架性内容，详细介绍了课程体系建构情况，对人才培养的实施成效做了总结。 
总结已有研究，在各层次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过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

列成果。然而，当前“中–高–本教育”贯通培养，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

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培养模式落后等问题，特别是在高端

技术技能人才长学制贯通培养方面，缺乏适应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需要、符合国际工程教育先进理念

的人才培养新机制和新模式，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及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制造强国战略需

求、制造业战略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当前急需深入研究和创新发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长学制贯通人

才培养模式。 

鉴于以上背景，本论文以本校实际运行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中职本科“3 + 4”项目、车

辆工程专业高职本科“3 + 2”项目、交通运输工程高职本科“3 + 2”项目为对象，引入 OBE 和 CDIO 国

际工程教育改革理念，系统进行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长学制贯通培养模式研究，构建与特色职业教育发展

相适应的“五元协同进阶式”新机制、新模式，在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长学制贯通培养模式方面建立一套

全面的、有针对性的改革思路、方案和措施。 

2. “五元协同进阶式”培养模式内涵体系 

面向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于 OBE 和 CDIO 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理念，

研究“产出导向育人、产教融合育人、竞赛平台育人、科教融合育人、创业孵化育人”五元协同进阶式

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探索各关键环节环环相扣、融合提升的递进式联动培养作用和效果。“五元协同

进阶式”模式内涵体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ive-yuan collaborative advanced” mode connotation system 
图 1. “五元协同进阶式”模式内涵体系 

3. “五元协同进阶式”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1) 产出导向育人驱动下的“能力 + 项目”教学模式与知识–能力融合课程体系构建 
以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工程素养为目标，基于 OBE 和 CDIO 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理念，全方位解

析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细化分解为具体的能力指标点，精心设计面向理论知识学习和综合素养相融合

的能力矩阵。以能力为核心深化教学改革，让“知识课堂”变为“能力课堂”，从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教学方法和手段、实验、课程设计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与实践，重新构建专业系列课程的

教学内容和模式，探索和构建“课程研究项目(课程三级项目)”、“综合应用项目(课程群二级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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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研发项目(创新竞赛和综合毕业设计一级项目)”三层递进式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课程项目

体系。我校中职本科“3 + 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构建的课程项目体系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professional project system 
图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项目体系 

 
进行面向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知识–能力融合课程新体系探索研究，深入分析现代职业教育对

人才的知识体系需求，针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整合、优化、重组，基于最新国家专业教学标准，重构专

业课程新体系；加强通识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探索和建立有效培养工科学生批判性思维、设计思

维、工程思维、数字化思维、工程管理思维、工程伦理、跨文化沟通素养等方面的新的知识体系与课程

体系。 
2) 产教融合育人驱动下的“三层次五环节”校企联合互补实践教学培养体系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教育要强调合作对象的代表性、教育内容的前沿性，并加强与新兴产业研究

院所的合作。针对现代职业教育建设背景下校内学习不能和企业实践深度互动、人才培养质量与新兴产

业企业“适切性”不足的问题，将 OBE 理念中的产出导向原则与人才培养实际相结合，构建校企共育、

产教深度融合的“全程化、多层次、重能力”校企共育实践模式，形成由“三层次”(认识、综合、创新)，
“五环节”(认识实习、工艺实习、顶岗实习、毕业设计、工程化项目)构成的全程贯穿、形式多样、分层

实施的实践教学体系，让学生真正在企业进行深度实习、在企业进行毕业设计，解决传统工科教育在企

业实习、毕业设计选题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的人才培养瓶颈问题，有效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

力，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具有高适切性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校企联合互补实践教学培养体系如图 3
所示，教学与生产融合机制如图 4 所示。 

3) 以突出培养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五级提升式”课外竞赛育人平台构建 
创新驱动的新产业正在成为国内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创新成为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至关重要

的能力。新时期创新的主要特点是成果转化快、创新周期短、技术更新快、未来因素多、涉及学科广、

发展模式多，这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创新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引入 OBE 和 CDIO 国际工程教育改

革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能力导向，以培养学生具有更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未来意识、更积极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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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ree level and five links” prod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图 3. “三层次五环节”产学互通融合实践教学体系 

 

 
Figure 4. Teaching and product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图 4. 教学与生产融合机制 

 
性思维、更敏锐的创新意识和发展眼光、更有效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为目标，依托院、校、省、国家课外

学科竞赛平台，探索和构建包括“核心课程知识竞赛、专业基本技能比赛”、“综合实训竞赛”、“创

新设计竞赛”、“创业规划大赛”等在内的“五级提升式”课外竞赛育人平台，建立以“兴趣引导，项

目驱动，过程监控，目标管理”为核心，以“组织协调，教师指导，培训研讨，创新实践，监控管理，

评价奖励”六大环节为依托的“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形成大学生科技项目和学科竞赛

驱动、师生广泛参与的机制。依托课外竞赛育人平台与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并将知识转化成技能，为培养现代职业教育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保障。 
4) 以培养解决交叉跨界问题、综合复杂问题和未来前沿问题能力为导向的科教融合“三驱动三层级”

研究能力提升培养体系构建 
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多学科、多专业交叉的知识和能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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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能力和科研素养培养力度不够、综合应用工程知识和创造性思维解决复杂实际工程问题能力不足

的问题，以培养解决交叉跨界问题、综合复杂问题和未来前沿问题的能力为导向，以专家教授团队、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和校企共建研究院科研平台三级精准共驱动，以大师资观为指导，组建本科生–研究生

–教师三层级研究团队，构建“三驱动三层级”研究能力提升培养体系，围绕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新旧

动能转换需要，进行关键共性问题研究和实际难题攻关，为学生的科研创新训练创造条件，形成科学研

究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机制。基于该培养体系，显著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将工程

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的研究能力，为培养服务新旧动能转换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保障。 
5) 面向创业能力培养的“三三四”精准施力创业孵化平台构建与众创空间运营模式构建 
创业能力是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另一重要能力要求，是新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和行业

主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在部省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背景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长

学制贯通培养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满足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求，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方面。 
针对学生创业能力差、成果孵化成功率低的问题，基于 OBE 和 CDIO 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理念，以市

场需求为主导，实践孵化为载体，研究集地方政府、高校与企业三方力量，并通过形成学校、学院和学

生社团三级管理团队和建立“进–管–帮–出”运营服务机制的创业孵化平台构建模式，最终形成面向

创业能力培养的“三三四”精准施力创业孵化平台体系；进一步探索众创空间运营模式，构建社会–学

校–创新团队三方深度融合的成果转化模式，率先建立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和大学生创

业能力培养的新模式。 

4. “五元协同进阶式”人才培养模式实践应用 

1) 中职阶段 
“五元协同进阶式”新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模式在中职和本科阶段进行了应用实践。在中职阶段，教

学计划的总体原则是高一公共基础课 + 专业基础课 + 钳工、普车、普铣常规技训，高二语数外 + 专业

课 + 数控车、数控电火花常规技训，高三语数外 + 专业课 + 数控维护、电工配盘常规技训。高三第一

学期完成专业理论、操作转段考试。学生一方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在钳工、普车、普铣、数车、

电火花、数控维护等方面接受系统的训练，全面构建与实施了课堂和车间项目实训并行的课程模式，为

学生成为技术技能型人才进行全方位训练。该模式实现中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深入贯通衔接，青岛理工

大学专业教师在中职三年全程参与教学，构建了完整的监控保障体系，实现了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在教

学过程、教学内容、师资共享等方面的对口贯通。 
中职学校对首届“3 + 4”贯通培养学生跟踪追访显示，学生贯通培养质量较高，既得到了实践实操

训练，又丰富了理论基础知识。新模式适合当前中职–本科长学制贯通培养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求，能

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基于形成的教学成果，建成山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品牌建设专业 1 个、山东省成人高等教育特色课程

3 门，合作的中职学校在各级技能大赛和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省部及国家级竞赛奖励 50
余项。各级技能大赛项目连续获得青岛市金牌榜、奖牌榜第一名，连续五年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突出贡献奖”。 
2) 本科阶段 
差动轮系是中职本科“3 + 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核心课程《机械原理》中的一个难点，

针对该部分知识，引入工程实际案例，将汽车广泛使用的差速器在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应用，设计了差速

器三级项目。将产出导向育人驱动下的“能力 + 项目”教学模式在该三级项目中进行了实践应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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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如下： 
① 设计差速器三级课程项目 
利用实验室已有的仪器和各类机构部件，选择电机为原动机，参照汽车差速器工作原理进行设计差

速器系统，实现汽车两后轮随着不同的行驶状态而自动改变转速的目的，以减小轮胎和地面之间的滑动。 
② 进行构思和设计，提出解决方案 
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很多种，学生提出某一方案为：差速器设计系统由电机、V 带、直齿轮

减速机构、多万向联轴器、后桥差动器系统组成。 
该方案运行如下：由电机 1 经 V 带 2 传动到直齿轮组 4 减速，再经万向节联轴器 5 到后桥差动器 6

运动。同时，在差动轮系两边分别装有角位移传感器 7 和 9，在主动直齿轮上装有一个角位传感器 3，通

过测试可以分析出其运动规律。通过该传动系统可以掌握后桥差动器的工作原理及其运动规律。 
③ 实验设备与组件安排 
使用实验室轮系拼装仿真实验台，利用电机、V 带、齿轮、键、联轴器、轴、螺纹连接件、支架等

组件搭建。 
④ 组件拼装、搭建 
根据所设计的传动方案，利用已有设备与组件，学生动手实践，搭建形成差速器系统。拼装搭建过

程与差速器系统实物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Project assembled building process 
图 5. 项目拼装搭建过程 

 

⑤ 差速器运行、方案修正与完善 
将搭建好的差速器系统进行运行，对各项参数进行调试，反复修正传动方案直至完善。通过测试和

分析系统的运动规律，掌握差速器功能，进而加深对差动轮系知识点的理解，并了解差动轮系在汽车工

程实际中的应用。 
⑥ 项目答辩与能力考核 
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方案，最后合作小组制作 PPT 进行答辩，交流设计过程与体会，提交报告，

给出项目成绩。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中职本科“3 + 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在基于能力指标点的

创新教学体系、新型教学方法、新型教学模式、课程实践环节、教学评价机制及体系等方面都有了较好

的发展，形成了教学特色，满足了国际工程教育对课程的教学要求。特别是基于实验室资源的项目式新

型教学方法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普遍反映，通过项目训练，能够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设

计能力，并拓宽了视野和产生了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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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 论文针对本校运行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中职本科“3 + 4”项目、车辆工程专业高职本

科“3 + 2”项目，引入 OBE 和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理念，进行了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长学制贯通培养模式研

究，提出了“五元协同进阶式”培养模式内涵体系，构建了“五元协同进阶式”人才培养模式。 
2) 相对于以往职业教育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本文建立的“五元协同进阶式”人才培养模式，经过

实践运行表明，能够适应“中–高–本教育”长学制贯通学习学生的培养，实现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技

能共同提升的培养目标，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 
3) 该研究将为其他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高校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

考，为全面深化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思路，推动职业教育院校长学制贯通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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