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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制造2025推进，传统的粗犷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制造类企业对人才需求精细化的矛盾

日益凸显，本文探索“双师双工作室”的人才培养模式，即构建校企“双主体、双工作室”的人才培养

体系、建立双工作室、双导师模式的校内外实践基地、建立“引企入教、入企挂职”双向流通机制，让

学生从毕业到工作岗位实现无缝对接，解决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的问题、实践教学内容和

资源匮乏的问题、教师实践经验不足和企业导师教学经验不足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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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Made in China 2025,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rugge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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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ical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the refined talent demand of manufacturing en-
terpris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double teachers and double studios”. That is, to establish a university-enterprise talent cultiva-
tion system of “double main bodies and double studios”, to establish a practice base of “double 
studios and double tutors” mode, and to establish a two-way circulation mechanism of “introduc-
ing enterprises to teaching and taking temporary jobs at the enterprises”, so that students can 
achieve seamless connection from graduation to work, and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lagging behind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lack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and resource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ack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eachers 
and the lack of teaching experience of enterprise t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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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人才需求不匹配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特别是在中国制造 2025
的推动下，企业对机械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精细化，使得高校的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

得不进行改革。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高校联合企

业成立产业学院和联合实验室、创新工作室、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的意见[1]。2020 年，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以区域产业发展急需为牵引，面向行业特色鲜明、

与产业联系紧密的高校，建设若干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的现代产业学院。

文件指出，现代产业学院要推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融合。协调推进校企双主体之间开放合作，整合双

主体创新要素和资源，凝练产教深度融合、多方协同育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2]。现代产业学院的提

出，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模式提供了新的方向。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是制造业由大到强的重要引擎，

要实现机械类专业人才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 

2. 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的问题 

目前，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存在差异[3]，一方面，应届生入职后企业需要花大量

时间培养，另一方面，刚毕业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不清晰，对企业的忠诚度不高，久而久之，形成恶

性循环，多数企业不愿意招收应届毕业生，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同时，由于制造技术迅猛发展，学校培养

方案及教学大纲的制定跟不上产业布局调整、生产技术更新换代的步伐。为迎合产业需求，人才培养须从

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4]。工程教育应扩大向产业开放，深入产业、校企合作，建立健全产业需求

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产学深度融合和协同育人，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矛盾。 

2.2. 实践教学内容和资源匮乏的问题 

为培养符合行业、产业需求的机械专业应用型人才，很多高校选择通过修订培养方案来提高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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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比例，压缩理论学时，提高实验实践学时，但人才培养模式仍受到理论先于实践的影响，理论教学主

导着实践教学，实验教学里，大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更新率低。其次，机械

类专业实验设备投入成本大，实验设备利用率低，实验实训设备的更新速度慢，专任教师工程实践能力

不足，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造成专业实验设备的购置和使用受到制约，实践教学内容设置与行业对

人才的需求存在偏差，严重影响了新技术在实践教学中的开展，使得实践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效果大

打折扣[5]。 

2.3. 教师实践经验不足和企业导师教学经验不足的矛盾 

目前封闭的教学管理模式导致了专业教师实践能力的欠缺，从而影响与制约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影

响了整体教学效果[6]。企业导师课堂讲授经验不足，对课堂把控能力欠缺，制约了引企入教的发展需求。

需通过建立高校教师与企业导师双向流通机制来解决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3. 双师双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3.1. 构建校企“双主体、双工作室”的人才培养体系 

3.1.1. 校企联动，制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课程体系 
以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为例，依托所属慈溪地区家电制造、模具、汽车零部件等支柱产业，联合

二十余家校外实践基地，成立机械类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机械类专业建设发展。通过深入企业调

研，从慈溪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结构设计、制造工艺、质量检测、销售等紧缺技术人才岗位出发，明

确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导向。把“设计、制造、管理、服务”作为机械类专业的核心技能，培养学生

的创新创业与实际动手能力，融入机械工程师标准，将行业规范嵌入课程体系，更改机械类专业培养方

案，加强创新、创业等课程学时，从“核心技能、行业标准、企业规范”等方面构建机械类专业产教融

合课程体系。针对细分产业，成立产业学院、产业班，制定符合产业需求的课程体系，增加实践教学比

例，保障学生实践技能培养，解决校内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需求脱节等问题。使机械类专业设置适应慈

溪支柱产业发展，专业课程教学内容适应行业标准体系，实践教学过程和实际生产过程接轨，构建如图

1 所示的“双主体、双工作室”的人才培养体系。 

3.1.2. 校企协同开发课程标准与教学资源库 
根据产业特点，在方向模块及拓展模块中设置适应行业的专业课程，在专业建设委员会的指导下，

联合企业高级工程师及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共同制定教学大纲，通过把岗位能力分解成若干个分项技能，

以分项技能的培养为目标建立课程单元。同时引入企业项目案例，转化后形成相关实践项目，添加到教

学资源库。学生通过课程的理论学习后，可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参与到工程项目相应环节的实践，进

一步加强教学和工程实践的联系，提升人才培养岗位适应性。 

3.2. 建立双工作室、双导师模式的校内外实践基地 

以慈溪支柱产业——家电、模具、汽车零部件为突破口，建立以产业为核心的校内校外实践基地，

每个产业优选 1 个或多个龙头企业与学校共建，签订《工作室校企双主体育人合作协议》，建立组织构

架，如图 2 所示。制定《双工作室管理办法》，整合校企设备与技术资源，融合师资，畅通教学运行，

共同培养符合行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大三进行模块分流后进入对应的工作室学习，同时具有学生和企业

员工的双重身份，指派校内校外双导师。后两年的学习任务分解成在学校和企业两个环境任务中进行。

教学以真实工程项目为导向，育人过程实现校企“主体融合、师资融合、设备融合、项目融合”和学生

“身份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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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ystem of double main bodies and double studios 
图 1. 双主体、双工作室人才培养体系 

 

 
Figure 2.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double studios 
图 2. 双工作室组织架构 

3.3. 建立“引企入教、入企挂职”双向流通机制，培养双师双能型教师 

首先在学校和企业各自选拔优秀教师与技术骨干进入校内外工作室，以课程设计、实践项目等作为

切入点，形成校内外导师组成的课题组，组织学生进入课题组参与企业实际课题。在制度方面，打破校

内教师与企业工程师之间的界限，实现双向流通机制。学生进入大三，在生产实习教学环节，建立学校

教师和企业师傅的“双导师”制，指导学生的生产实习，校内导师和校外师傅全程参与，一方面，使生

产实习期间的实践教学质量得以保证，另一方面，校内教师通过密切接触企业的生产环境，为成为“双

师型”教师奠定实践基础。“双师双工作室”模式，企业导师方面，要求具有丰富的实践或管理经验，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积累教学经验。毕业设计是学生毕业前最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检验学生是否达到

毕业要求的重要指标，在选择毕业设计课题时，应优先考虑企业的实际技术问题，以实际的工程设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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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或工艺优化等为出发点，将实际问题进行适当的理论简化，形成符合学生能力的毕业设计课题，着重

引导学生树立通过毕业设计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的思想。毕业设计的指导教师从工作室中引

入，企业人员和学校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使学生尽早和企业接轨，也为教师掌握先进技术

提供了实践机会，使教师具备“双师型”教师的能力。 

4. 结论 

实践证明，企业对双师双工作室培养模式评价很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及个人能力跟企业需求的匹配

性很高，大大减少了传统培养模式下的应届毕业生进企业后的培养成本。学生学会了独立思考问题，掌

握了企业从接受订单、计划、实施、交付订单的一整套完整的工作过程，毕业即能上岗，缩短了实习试

用时间，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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