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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指导意见为依据，结合“职教20条”，以上海版专印刷设备工程系为例，

从专业转型、书证结合、世赛引领三个方面阐述了AI时代“新工科”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途

径，以总结其共性，探索其普遍规律，并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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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20 
ite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king the Printing Equipment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Shang-
hai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llege as an example, it states the innovation practical ways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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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skilled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 AI era from three aspects of major transformation, 
combination of diploma and certification, and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leading, so as to summar-
ize its generality, explore its universal rule, and promot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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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广泛应用，数字化浪潮给国家制造业的变革带来深远影

响。未来的各行各业会融合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比如人工智能、边缘计算、5G 等，这对未来的“新工科”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AI 时代，各项应用都跨界融合，智能制造、无人驾驶、远程医疗、

远程教育、互动媒体等各项应用都对新工科人才培养的素质结构、能力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提出了新

的改革要求[1] [2]。 
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近年来陆续开展了“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以

下称 1 + 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1 + X 证书制度”指的是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

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高就业创业本领，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3] [4]。 

2. 实践途径 

2.1. 应时而生，填补行业人工智能教育所需 

根据教育部提出的“启动新工科建设，统筹考虑‘新的工科专业、工科的新要求’，更加注重产业需

求导向，更加注重跨界交叉融合，更加注重支撑引领，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业，发展新型工科专业”的

指导意见，上海版专印刷设备工程系开设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610217)，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

略，培养人工智能应用型、实战型人才，填补了出版印刷包装行业人工智能教育之所需。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是教育部首次增设的目录外新专业，上海版专是全国首批开设该专业的高职

院校之一。该专业面向涉及智能制造、智能印刷、智慧城市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的生产、销售、服务等

部门，通过系统学习，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基础理论，机电一体化设备的操作，智能化系统

组建、维护、调试与管理技术，从而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素质、人工智能基

本理念、较强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技能，毕业后能够从事智能印刷行业相关的人工智能系统组建、调试、

维护运行、产品推广和营销等高技能服务型复合人才。 
科教融合、产教深度融合是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的必由之路。从 2018 年起，印刷设备工程系加快了建

设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的步伐。专业建设筹备期间，系部多次和英国博尔顿大学共同组织和承办机械

工程设计挑战赛、慧鱼机器人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组织学生参加“星光计划”技能大赛、“蓝桥杯”国

赛、“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等和人工智能相关

的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为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实战经验。同时，对专职教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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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相关准备工作，组织教师到各院校和企业参观，从智能化与工业化层面，以技术、产品、业务、

产业等 4 个角度进行沟通，立足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衍生等方面进行探讨，为人工智

能技术服务专业和实训室建设做好调研。 

2.2. 书证结合，培养新工科技能型人才 

2019 年 4 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

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启动了“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

1 + 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 1 + X 证书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新型证书，也是

毕业生、社会成员职业技能水平的凭证，是对学习成果的认定。教育部、人社部两部门目录内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持有证书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上海版专印刷设备工程系申请的“WEB 前端开发项目”，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成为了首批国家教委

认定的试点院校。上海版专为了此次试点项目做了很多工作。校领导多次下系部指导工作，系领导亲自

为学生动员讲座，并在全系教师间开展“1 + X”证书制度的研讨会，派出骨干教师参加培训和研修。同

时，加强企业合作，引入企业老师带教，安排企业老师带教实训，强化训练环节中，将 Web 前端理论学

习涉及到的技术点作总结、回顾、实践，将所学应用到实际项目中，让学生更加了解所学知识体系的实

际作用，便于在今后的工作中能灵活运用。系部教师全程参与强化实训，与企业老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互动，熟悉相关技能、进步提高指导方法。 
印刷设备工程系于同年组织了首届“Web 前端开发项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多名同学拿到了

证书。为保证“1 + X”能在后续年级顺利开展，系部对信息技术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做了修改和调整，

把考级证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教学工作中。并引入线上企业教学辅导平台，便于团队的师生进行 Web 前

端开发课程的线上自学。 
其实近几年，“书证结合”在印刷设备工程系早已进入常态机制。以 2017 年计，学生分别参加了平

面设计师、电子商务师、会展策划师、计算机网络安全维护、维修电工、网页设计员、印前设计员、国

际商务实务操作与运营实施、多媒体制作员、计算机信息安全师、印前制作员中高级、会计上岗证、会

计电算化、计算机程序员、包装设计师、创业培训等职业技能的培训和资格考试。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30 日，通过职业技能考核的人数为 114 人，占 2015 级学生人数的 37.51%。以 2019 年计，全系学生分别

参加了电子商务应用、广告设计、网页制作、广告设计(高级)、网页制作(高级)等职业技能的培训和资格

考试。电子商务应用通过率为 87.5%、广告设计通过率为 97.67%、广告设计(高级)通过率为 91.11%。技

能型人才培养始终应该围绕社会变化发展与青年人自身能力特色，打破实训室与教室边界。印刷设备工

程系的学生除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与选修课程外，取得毕业要求总学分数，且至少取得一种与

所学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方能准予毕业。在“育训结合、书证结合”过程中，让

学生获得引领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具备世界影响力的企业的单项技能证书，并将继续拓展证书领域和类

型，未来可期。 

2.3. 世赛引领，构建能力导向课程体系 

2020 年 9 月，按照市人社局、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关于本市世赛集训选拔的部署要求，第 46 届世

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上海选拔赛在上海版专营口路校区举行。“移动应用开发项目”是第 46 届

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上海版专印刷设备工程系成功申报为该项目上海选手培养基地。目前，移动应

用程序已经非常广泛的应用于银行、购物、支付、游戏、社交、导航、旅游等等，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市场对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本赛旨在考察参赛选手在真实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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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移动应用程序开发的工程实践能力、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世赛的引领下，印刷设备工程系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为宗旨，紧紧围绕社会

发展需求，调整与优化专业结构，认真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通过开快乐教学、展互动式的新课堂，

成立兴趣社团，参加竞赛活动等举措，拓展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打造高素质人才

队伍等措施，在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取得成效。多年来，本

系紧密贴近行业的发展，加强专业、教学、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和实训基地的建设。形成了

专本硕学历提升的立体桥梁，建立了数十家长期合作的产学研基地。印刷设备工程系还成功举办了“一

带一路”印刷职业教育与印刷装备发展研讨会。来自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马来西亚、德国

等沿线国家的印刷行业企业专家参加研讨会，并探讨吸纳更多来自印刷和印刷装备行业的中外企业的领

导、技术人员来校学习和培训。 
立足学校发展现状和系部发展趋势、根据最新政策方向、依托校企合作资源进行了深入研讨，印刷

设备工程系各专业对原有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大胆重构。对原有的课程进行了解构和重构，形成

新的课程体系，并加大实践环节的比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加入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创

新创业实践》课程，课程内容可以贯穿 3 年并明确了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的标准。系部除了基础

实验室外，还拥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创意实训室、微机控制技术实验室、印机拖动实验室、网络创新与实

践中心、印刷机结构调试实训室、印刷机拆装实训室、计算机应用实训中心、印刷市场营销仿真实训室、

印刷机自动检测技术实训室、PLC 实训室、计算机控制技术实训室等 20 个实验(实训)室。以世界技能竞

赛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为突破口，研究信息技术类专业课程体系和世赛标准、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之间的

内在关系，分析不同职业岗位对专业通用能力、核心能力和综合能力的需求，将技能要求、训练规程、

评价指标变成教学内容、课程标准和教学评价。通过这一举措，奠定了创新教育改革基础，这对提升专

业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史，对人工智能发展具有重大贡献或者推动作用的著名学者大都具有认知科学

和计算机或者数学的交叉学科知识体系。所以，对新工科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要求不仅是人文社会自然

科学知识、学科基础知识、专业方向知识、专业拓展知识，另外还要有数学拓展知识、学科拓展知识、

交叉复合知识、应用实践知识等。创新能力和素质包括时间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意识领域的创新能力。课

堂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阵地，第二课堂是学生的各项实践活动，包括学校教程之内的实践活动，

也包括学校教学课程之外的实践活动，它贯穿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通过第二课堂激活第一课堂的教

学，把第二课堂的内容和方法融入第一课堂，为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校企深度融合

打下基础，实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良性互动，推动第一课堂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型升级。 
印刷设备工程系学生社团主要有科技创新社、编程攻读社、知飞航拍工作室这三个学生兴趣社团，

学生根据自己专业特点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积极投身到各项活动中去。第二课堂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升实践创新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提升意识创新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业

务素质，形成开拓性创新品格；有主与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3. 结论和展望 

AI 时代，面对未来社会变化，高等教育的模式也要以人为本，围绕培养新工科专业人才的具体内涵，

培养新工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专业研究与技术人才，使其掌握跨学科的自然科学

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外语应用能力，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和新工科专业的基础，具

有丰富的实践、动手能力，能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扬个人的自主能动性，在新工科专业领域研

究创新能力、应用创新能力和交叉领域融合创新能力方面具有特色，满足国家、军队、社会智能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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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推进技术进步，引领社会发展[5] [6] [7]。 
高校新工科专业的建设，要建立多学科多交叉的融合的课程体系，面向行业或领域交叉综合应用，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可设定通识类、学科专业类、学科拓展类、专业拓展类、交叉复合类、应用实践类

等各类课程模块。新工科专业建设还应加强与企业、行业的联系，做好行业认证，将相关企业合作伙伴

的应用需求融入新工科专业的育人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制定项目化的学习实践计划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将科学知识、工程应用、设计理念、合作场景和课外实习等各个教学环节真正与社会需求接轨与企

业需求接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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