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禹涵

◎实习记者 李诏宇 通讯员 袁 泉 杜 晋 王永雪

2024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五6 责任编辑 苏菁菁 邮箱 sujj@stdaily.com
教 育
E D U C A T I O N

◎本报记者 孙明源

院校风采院校风采

日前，陕西省公示了 2023 年职业教育

国家在线精品课程拟推荐名单，西安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西航职院）《航空

发动机原理与构造》专业课程成功入选。

记者了解到，西航职院建校 68 年来，

坚持走航空特色发展之路，以培育工匠精

神为育人导向，打造国家级“飞机机电设备

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群，为我国航

空行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课本上学知识 实践中长本领

飞机维修人员是飞机的维护师，就像

“医生”一样，诊断和治疗飞机各个系统、零

部件的疑难杂症，保障飞机平安飞行。

《航空发动机原理与构造》是高职飞机

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核心课程，也是飞机发

动机维修技术等专业的核心课程。记者了

解到，根据飞机发动机维修企业典型工作

任务及教学的可行性，西航职院为课程构

建了航空发动机基础知识、航空发动机结

构组成及其特性、航空发动机总体结构及

辅助系统等 3 个递进式模块，分为 11 个教

学情境、58个任务，共计 72学时。

航空维修工程学院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专业带头人、《航空发动机原理与构造》课

程负责人吴冬告诉记者：“我们培养出来的

学生大多数在航空公司、航空维修企业担

任机务人员，动手能力比较强。”

为了建立教学做一体化的改革体系，

让学生们在实践中长知识、学本领，《航空

发动机原理与构造》专业课程配备了国家

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航空发动机维修省

级实训基地以及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还与外部机构、企业合作建立了航空维

修产业学院及 12家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走进 1600 平方米的校内实训基地，记

者看到 50 余架飞机一字排开。仅是退役

的民航发动机，学校就购买了 30 多台。“这

是早期的活塞发动机，我们还拥有涡喷、涡

扇、涡桨、涡轴等多种型号的发动机。”吴冬

如数家珍。

为了解决航空维修实训中看不到实

物、危险性大、成本高等问题，西航职院还

投入 500 万元建设了数字化实验室。《航空

发动机原理与构造》课堂上，学生可以利用

数字化实验室内的虚拟现实技术，观察发

动机的内部结构和工作系统。实验室内还

设有按照 1∶1 比例复刻的 3D 飞机模拟器，

让学生们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能够随时

“上机”实训。

记者了解到，飞机机电设备维修教师

团队获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国

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2 名教

师被聘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专

家、裁判。

毕业即上岗 上岗即胜任

西航职院航空维修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高北雄表示：“我们要培养一批德技并修的学

生。他们不仅要具有良好的品德和技术，还

要吃得了苦、耐得下心，对企业忠诚度高。”

为了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考执照，西

航职院投资 1500 万元建设了民用航空器

维修培训基地。同时，学校特别设立“147

班”。这个班级的学生在校期间即可考取

民用航空器维修（CCAR-147）执照。如果

在校期间拿到执照，意味着学生已经具备

了维修飞机的资格，实现从学校到企业的

无缝衔接。

走进西航职院的实训基地，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专业的学生们正在一架波音 737

飞机上开展机务实操课程。“很震撼，我在

学校就能触摸到在一线飞行过的飞机！”大

三学生华振良手持检修单，进行起动机滑

油勤务。他是首批“147班”的毕业生，今年

已经签约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维修工程学院院长、全国黄大年

式教学团队负责人张超表示，将学历教育

和职业教育资格培训相同步，既有效促进

学生就业，也大幅降低了企业培养维修人

员的周期和费用。

“2023 年起，‘147 班’每年向多家民航

公司输送专业人才 200 余名。”西航职院招

生处处长史小英表示。数据显示，航空维

修工程学院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常年保持在

97%以上。每年约 60%的毕业生签约大中

型国有企业，超过 40%的毕业生签约中国

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等行业企业。

西航职院：培养一批优秀飞机“医生”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

置备案和审批相关工作结果。教育部共受理拟新设国家

控制布点专业申请 178个，经多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审核，同

意设置专业点 75个。

此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备案工作对专业布

点进行了较大调整优化，是自 2021 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

目录》发布以来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从

教育部公布的备案和审批相关工作结果来看，2024年拟招

生专业点共 66870 个，与 2023 年度相比新增专业点 6068

个，撤销专业点 5052 个。从增加和裁撤幅度来说，此轮专

业设置称得上是“大动作”。

北京教育科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霍丽娟认为，此

次专业调整关注国家发展重点战略、区域社会产业需求、

国计民生迫切需求，与我国现代产业的发展高度匹配。

新 专 业 结 构 适 应 先 进
产业发展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优化职业

教育供给结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

技术变革趋势，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

农业、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

批新兴专业。

在本轮专业调整中，42 所在京院校新增备案 57 个高

等职业教育专业，其中许多都以“智能”作为专业特色，例

如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增安全智能监测技术专业，北

京财贸职业学院新增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北京农业

职业学院新增智慧水利技术专业等。同时，各地还出现了

很多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等相关新专业。霍

丽娟认为，这是产业转型带动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优化的结

果。

“从规模来看，这次专业设置的调整幅度很大。这表

明职教专业优化对产业的响应速度已经非常快了。”霍丽

娟直言，当前产业转型发展日新月异，职教专业也需要建

立一套快速调整机制，才能与社会需求相匹配。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郑义告诉记者，此

次农业类专业调整围绕粮食安全、种业振兴等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重大任务展开。例如，为了响应农业数字化发

展，智能农业装备以及畜禽养殖智能化相关专业点的设置

明显增多。同时，园林技术、种子生产经营等专业点设置

也明显增多了。

“当前，我们正处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霍丽娟说，职业教育专业应具有产业联动性，产业布局在

哪，专业设置就要与之对应。同时，它还具有产业“随动

性”，即随着产业升级，专业设置也要迭代。

制造业与农业同样面临转型的时代要求，特别是一些

和传统产业相匹配的传统专业大类也需要更新。在日照

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钢铁冶金等以往的优势专业，如

今都在企业支持下面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进行探

索，以此跟上产业发展新形势。

“在这轮专业增减中，行业企业的新工艺新规范新标

准都是调整的考虑因素。”霍丽娟说，“在我国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者。我们要

用专业目录去引领人才培养，同时实现对人力资源的精

准配置。”

聚焦国家重点领域建设
需求

“我们新开设了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工业物联网技术

等专业，可以服务国家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宁波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叶宏武表示。为了建设人工智能应用

技术专业，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对已有师资进行整合、

培训，并聘请了包括企业兼职教师在内的高技能人才，跨

学科组建了一支专业教师队伍。

同时，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搭建科研平台，依托各

级协同创新中心支撑新专业发展。通过校际合作、产教融

合，学校将有效提升新专业的建设水平。“面向转型发展中

的制造业，我们打造了新的信息与智能工程专业群，以此

为高端制造业提供服务。宁波本地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

业很多，希望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够助力这些企业发展。”叶

宏武说。

面向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成

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多所院校和企业召开了专业课

程建设专题研讨会。学校还牵头相关专业核心课程改革

试点工作，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培养技能人才。

面向现代农业，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增设了食品

质量与安全专业、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畜禽智能化

养殖、农业电气化技术等专业。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副院长胡克伟表示，现代农业产业正在进行转型升

级，设施农业、畜禽养殖业、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领

域大量使用现代化、智能化电气设备，必然需要精通农

业电气化设备装配、调试、应用、维护、保养及管理的大

量专业技术人才。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覃晓燕说，在科教融

汇、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教育被赋予了培养大国工匠和能

工巧匠、服务国家与社会的新使命。这要求专业设置和布

点更加符合产业升级逻辑。据了解，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2024年将新增机械电子工程技术、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等专

业，精准对接行业和岗位标准。覃晓燕介绍，深圳职业技

术大学将专业建在产业链上，聚焦前沿先进制造业和重点

产业，保证专业建设的前沿性和动态性。

产教融合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

“2024 年，职业教育应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有

力的技能人才支撑，由点及面带动产教深度融合。”教育部

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曾天山说，“高端产业的变革是各

职业院校推进产教融合，调整专业设置的重要背景。产业

转型升级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新增长点和动力。”

职教专业设置的“加减法”，不仅增加了职业教育和社

会发展的适配性，还为学子们提供了更多与自身兴趣和潜

力相匹配的专业选择。

然而，新设置的专业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例如，如

何确保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如何保证专业教学质量

和就业前景等。记者了解到，已有很多学校开始破题。

近 5 年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先后申报了大数据

技术与应用、无人机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 13 个

新专业，有力提升了专业群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新申报的 4

个专业，均经过了前期调研和专家论证，并具有良好师资、

实验实训条件等专业建设基础。

在推进新增专业设置的同时，还需要加强专业建设的

规划和管理，提高学生能力。走进四川自贡中航无人机总装

厂房，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装配调试一台翼

龙2无人机。学校大三学生张浩阳说：“通过实践应用，我加

深了对无人机专业知识技能应用、工段操作规范、无人机生

产流程、质量控制规范等知识的掌握。”据悉，成都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的课程、教材、内容都源于企业真实生产场景、真实

生产任务、真实生产案例。目前，学校已经与83家企业共建

了61个实训基地，让学生课堂与企业生产线“零距离”。

霍丽娟表示，近年来地方政府统筹权和职业院校自主

性都有了显著加强，因此职业院校在专业调整时可依据实

际情况自主控制方向，以匹配产业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需

求。“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现代产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是

切实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的

关键一环，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制造强国的重要基

石。”霍丽娟说。

调整专业设置调整专业设置 职教向新而变职教向新而变

学生在西航职院实训基地培训学生在西航职院实训基地培训。。 王禹涵王禹涵摄摄

职业院校教师为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生授课职业院校教师为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生授课。。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王全超摄摄

下料、焊接、打磨、抛光、装配……近日，记者走进扬州市职

业大学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看到学校建成的“智慧农机”大学生

创新团队，正在开展一系列智能化农业机械装备的设计研发工

作。目前，由团队研发的第一代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智慧除草机

器人已应用于扬州地区多家农村合作社和农场，得到农户们的

一致好评。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扬州市职业大学党委书记马顺圣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高职院

校推动职普融通、深化产教融合、创新科教融汇注入了新动能。

校企合作推进培养模式变革

“学校与比亚迪共建了产业学院。我们上课时，很多学习案例

来自比亚迪，实习地点也在比亚迪，现在大家毕业了还会留在比亚

迪。”不久前，在前往扬州比亚迪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大巴车上，扬州

市职业大学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机电 2102 班学生李自行告诉记

者。当天，两辆大巴车将 80 余名扬州市职业大学的毕业生“点对

点”送到扬州比亚迪半导体有限公司，现场 70 多名学生签订意向

协议。

“新能源汽车良好的发展态势给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机

遇，但同时，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紧缺也让产业发展面临挑战。”扬州

比亚迪半导体公司人事部廖经理表示：“比亚迪与扬州市职业大学

共建产业学院，实现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培养了一批‘到岗即能用’

的优秀人才。”

记者了解到，扬州市职业大学在人才培养方案上聚焦扬州地

区“613”产业体系，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工作岗位所需的职业能

力为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近年来，学校先后与江苏亚威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等金属板材装备企

业、智能制造行业领军企业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目前，扬州市职业大学已建成一系列省市级人才培养和科研

创新平台，获批工信部“金属板材数控加工装备专精特新产业学

院”“江苏省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计划”等，并获得“江苏省校企合

作示范组合”荣誉称号。学校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入选江苏省高

职院校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项目，将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系

统性变革作出贡献。

新成果助推当地农业转型升级

“现在，无论是不是晴天，大棚的温湿度都能保证！没想到，这

几个大学生真能捣鼓出对咱农民这么有用的技术发明！”黑龙江哈

尔滨香坊区永盛蔬菜基地的一位农民告诉记者。据了解，扬州市

职业大学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向阳而生”大学生农业技术开发团

队在当地架设了最新研发的“窄槽式聚光集热器”日光温室热湿调

控系统产品，将新技术新装备落地推广，助推当地农业增产升级。

在扬州市职业大学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里，由“智慧农机”大学

生创新团队研发的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智慧除草机器人搭载了北斗

自动驾驶系统，可自主完成调头、转弯、接行作业。同时，设备采用

机器视觉的智能纠偏系统，可以对除草机具的运行轨迹进行实时

纠偏。据了解，这款智慧除草机器人的装备作业效率达 4—6亩每

小时，伤苗率小于 5％。

由“磨砺先锋”大学生创新团队研发的磨床砂轮自动修整装

置，采用激光检测技术实时检测砂轮磨损量，由工艺数据库为修整

砂轮提供精准参数，改变了传统的砂轮修整方式。这款装置在大

幅提升砂轮服役寿命的同时，还提高了产品的加工精度，目前已在

一批智能制造头部企业投入应用。

“扬州市职业大学将进一步聚焦产业科创名城和‘613’产业体

系建设，瞄准高端装备、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产业，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试验试制、工艺及方法研究、产品

检验等共性技术需求，创新‘四链’融合运行机制。”马顺圣说，“学

校将继续推进校企合作，增强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实度，推进共同建

设、共同管理、共享资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扬州市职业大学：

科教融汇赋能区域产业发展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周思同）记者 5月 22日获悉，2024年联

合国民间社会会议近日在联合国非洲总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

开。中华职业教育社派团参会并以多种方式宣传我国职业教育发

展情况。

中华职业教育社有关负责同志在“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未来”

主题研讨会发言时指出，职业教育在全球青年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日益凸显，是包括非洲地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领域之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使职业教育数字化的

边际成本持续下降，有望成为体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全球

公共品。中华职业教育社呼吁，联合国和各相关国家应加大对职

业教育的重视，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和平台支

持，并建议在现有草案中，增加“职业教育”相关表述。

据悉，中华职业教育社策划的“职业教育大有作为”展览成功入

围大会49个主题展览。通过影音和展板方式，展览回顾了社史、“一

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品牌工作等，通过青年以技能改变生活、

鲁班工坊中外师生情、非遗技能传承等多个生动案例，全面反映中

国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1000 余名参会代表参观了展览，并在留言簿写下观展感受。

埃 及 国 家 培 训 和 教 育 委 员 会 国 际 合 作 专 委 会 副 主 席 Aladdin

Bassiouny 说，“埃及与中国在职业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希

望能够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举办更多活动，进一步提高埃及职

业教育水平。”尼日利亚政府咨询顾问、纳萨拉瓦州立大学博士

Victoria Ibrahim 说：“我将向尼日利亚政府建议，进一步加大对职

业教育的重视。事实上所有非洲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加强与中国职

业教育合作，以有效促进青年就业。”

中华职业教育社派团参加

联合国民间社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