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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总结报告》（附查新查重证明）

1.1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面向县域‘园区+职校’产教联合育人的

教学创新与实践”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背景与问题

（一）成果背景

推动新时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面向新发展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

任务。职业教育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产教融合。国家《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鼓励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建产

业学院，推进县域经济发展走深走实”，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政策的遵循。21

年，省委“十大发展战略”中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为我省近一个时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总目标。

学院曾隶属于机械电子工业部、河南省人民政府（由河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

业办公室管理），现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管理。学院因军工背景，装

备制造类专业历来是学校的优势专业。学院立足于南阳军工大市的背景，迫切需

要利用地方体制、人才、科技、产业等优势资源，助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学校

也积极响应中省战略，依托国家“双高计划”建设、产教融合工程、河南省高等

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等，依托产业园区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促进学校专业布局与

当地产业结构紧密对接，为破解“校热企冷 ”难题提供新思路。

（二）成果发展历程

依托国家示范性职教集团建设和河南省示范性产教融合型职业院校建设项

目，充分利用教育生态理论和利益共生者理论，系统研究了高职学校与产业园区

产教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规律，联合方城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经过 4年研究和

5年实践检验，形成了本项目成果。

（1）探索研究阶段（2015年—2019年）

2015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若干意见》，指出“发挥集团化办学优势，以产业或专业（群）为纽带，推动

专业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衔接，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以此为契机，我

https://www.baidu.com/s?wd=%E9%AB%98%E7%B4%A0%E8%B4%A8%E6%8A%80%E6%9C%AF%E6%8A%80%E8%83%BD%E4%BA%BA%E6%89%8D&rsv_idx=2&tn=baiduhome_pg&usm=1&ie=utf-8&rsv_pq=a2acb47600049725&oq=%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4%B8%BB%E8%A6%81%E4%BB%BB%E5%8A%A1&rsv_t=c719qCcvW9Pz7RIzUOiNGNhvMcK6iaE2IcoI6Wc8PLZeEr8C5KZxJZyyymM1C46mWXpc&sa=re_dqa_zy
https://www.baidu.com/s?wd=%E4%BA%A7%E6%95%99%E8%9E%8D%E5%90%88&rsv_idx=2&tn=baiduhome_pg&usm=1&ie=utf-8&rsv_pq=a2acb47600049725&oq=%E8%81%8C%E4%B8%9A%E6%95%99%E8%82%B2%E4%B8%BB%E8%A6%81%E4%BB%BB%E5%8A%A1&rsv_t=c719qCcvW9Pz7RIzUOiNGNhvMcK6iaE2IcoI6Wc8PLZeEr8C5KZxJZyyymM1C46mWXpc&sa=re_dqa_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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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同年成为教育部首批 100 所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不断探索现代学徒制和订单

式人才培养，不断吸纳产业龙头为集团成员，扩大职教集团的规模和影响力；同

时对装备制造类专业群进行内涵建设，使之适应不同产业链条的发展，取得了丰

富的实践经验，初步化解了学校专业人才培养供给侧与园区产业集群发展需求侧

之间的不匹配矛盾。

（2）实践应用阶段（2019年—2024年）

2019 年，“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出台，学校以“双

高”建设为契机，着力打造产业学院，使之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供给需求。

以省级教改课题《军民融合“四融通”复合型高技能人才育训体系研究与构建》

为基础，成功申报并获得了 2022 年河南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随后，又立项

省级课题《面向县域经济“政校双元共建 行企深度融入”产业学院运行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同步将成果在校内全面推广，在相关兄弟院校布点推广，并于

2023 年结项，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解决了学校专业人才

培养供给侧与区域经济产业集群发展需求侧之间的不匹配矛盾。

（三）解决的教学问题

（1）县域多元主体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行业聚焦不够精准，企

业参与意愿不强，人才培养汇聚融合作用发挥不充分。

（2）课程体系对接岗位能力不匹配。县域企业产业链短，人才需求分散，

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知识学历与职业精神不融洽。

（3）县域产业工人技能提升途径不够畅通。职业技能层次不高，产业特色

发展路径不明晰，人才保障不够完备。

（4）县域科技创新创业能力不足。县域处于创新链条末端，缺乏集聚科创

要素的能力，产业企业自主创新意识较为薄弱。

二、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

学校充分发挥在装备制造领域浓厚的人才培养积淀的优势，推进与方城县先

进制造业开发区“园校行企”全方位的合作，构建了“制度、课程、育训、科创”

四个体系，有效解决了上述四个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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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面向县域产业产教联合育人模式

（1）推进“三元融合+平台搭建”，创新四方协同育人机制

以“产教、军民、园校”的“三融合”为发展目标，以河南省国防科技工业

职业教育集团、南阳职教联盟为基础，吸纳方城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轴承制造

产业协会、中国兵器中南钻石有限公司为成员单位，共建国家级职教集团。在职

教集团人才培养委员会下设立园校融合办公室，负责园区内产业学院的建设，学

院下设育训、教学、科研、科创 4个部门，制定面向不同产业的《人才培养指导

意见》，形成与园区人才需求对接，与县域经济发展融合，与产业升级结合的发

展新格局。形成了“园区协调、行业指导、学校主体、企业融入”的协同育人机

制，有效解决了县域多元主体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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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园校行企”四方协同育人机制

（2）实施“双链耦合+岗位导向”，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

教育链产业链双线耦合、园校产教联合，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以机电一体

化专业群为例，对接方城县轴承产业、超硬材料等产业。通过调研企业、梳理岗

位能力、分类整理、岗课融合、统领整合，形成以“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

互选”3个主模块的知识与技能成长主线，以“企业文化，职业体验，岗位匹配”

递进的产业链主线与主模块耦合，接续 1个继续教育模块，打通学生终身成长通

道。开发对接不同企业的岗位综合实训项目，梳理不同企业之间的共性技能、交

叉技能和专项技能，循序渐进开设认知实训、专项实训与岗位实训三个层次的实

训模块，解决课程体系对接岗位能力不匹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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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面向轴承产业的“双链融合、岗位导向、定制培养”专业群课程体系

（3）实施“共建机构+外培内育”，建立产业工人育训认证体系

聚焦技术技能育训，积极整合地方政府、职教集团的各类培训资源和认证系

统，以“河南国防邮电工会工匠学院”和“南阳工匠学院”为基础进行外培内育。

编制育训方案、制定考核标准、建立考评题库，开展考评认证。以“走出去教和

请进来学”，开展符合产业需求的技能培训，构建产业工人技术技能育训认证体

系。有效解决了县域产业工人技能提升途径不够畅通的问题。

图 4 产业工人育训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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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进“项目引领+点面结合”，完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创教育体系

以项目为引领，共享合作为纽带，以点带面，聚焦资源整合。聚焦项目孵化，

实施“教育→实践→孵化”三个阶段，“创业有资金、培训有导师、实践有载体、

训练有体系”四个保障，“思创融合厚植家国情怀、专创融合培养创新能力、赛

创融合激发创新精神、科创融合提高创新水平、产创融合提升职业能力”五个融

合的“三阶四保五融”的管理模式。以学校国家级双创实践基地为“点”，协议

形式吸纳园区孵化器等各方“面”创新创业载体汇聚；以学校专家为“点”，吸

引行业企业各方“面”专家汇聚；以校内省级工程中心为“点”，吸引园区各企

业工程中心等各方“面”社会头部企业研发资源汇聚，形成了“一基地”（国家

级双创基地）“二智库”（校内和行业企业专家智库）“三中心”（学校、园区

和社会科创中心）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创教育体系，有效解决了县域科技创新

创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图 5 科创教育体系

三、创新点

（1）创新形成了高职院校与产业园区合作育人的运行新机制

当前，面向县域的多元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造成人才供给不足，育人合力

没有呈现。运用教育生态学理论和利益共生者理论，将职校的人才培养与园区的

人才需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校的人才培养优势、园区的政策指导优势、行业

的标准服务优势、企业的场地设备优势，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融合办公室，

共建产业学院并实体化运行，创新形成了园区为节点、学校为落点、行业为支点、

企业为重点的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运行机制。以契约精神为约束，以协议形式明

确四方责任、权利和义务，有效推进了园区和职校在人才、技术、资本、科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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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融合和互补。这一机制符合利益相关逻辑，在投入方式、责权界限、运行

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解释和呈现，专著《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研

究》也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

图 6 “多元融合、四方协调”发展育人模式

（2）形成了基于双线耦合的“五步法”课程体系构建新路径

基于教育链产业链双链耦合，实现培养人才与服务产业的相互协调，创新实

施“调研企业-梳理岗位-分析能力-岗课融合-统领整合”5步路径，深入调研企

业，全面梳理岗位需求，精准分析岗位能力，将岗位要求与课程深度融合，最后

进行统领整合，构建了知识技能线和创新创业线齐头并进的 3个课程主模块，涵

盖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创新思维与实践、创业能力培养等，接续 1个继续教育

模块，为学习者提供了持续提升和更新知识的渠道。基于“五步法”构建的“3+1”

模块化专业群课程体系，从岗位实际需求出发，最终回归到匹配岗位，形成一个

闭环，实现了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对于基于岗位能力构建课程体系具有重要

的示范意义，有助于培养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贯通了在岗工人培训认证的育训新途径

整合园区各类资源，园校大力开展外培内育。整合省国防科技工业职业教育

集团和南阳职教联盟的各类师资和培训资源。以服务育训并举为总纲，以企业岗

位标准和职业技能标准为两目，从专业、课程、任务三个维度，从职业、岗位、

技能三个层次，开发适合教学需要、满足培训需求的全方位、多品类、高质量的

育训项目，实现学生培养与行业企业技能培训兼顾、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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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兼修、教师教学能力与学生技能素养兼得的“一纲双目三维三层”的育训体系，

贯通了在岗工人培训认证的育训新途径。

四、推广应用效果

（一）人才培养质量效果凸显

人才质量更加符合岗位需求，提高了与企业需求的契合度。5年来，培养装

备制造大类毕业生 2万余人，毕业生就业率达 98%，用人单位满意度 97%以上，

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技能大赛中，获国家级奖项 47 项、省级 251 项；

在“互联网+”等创新创业比赛中，获国家级奖项 40 项、省级 141 项；培养了全

国劳动模范余军伟、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魏金龙等优秀毕业生，在洛轴集团、中信

重工等行业企业发挥骨干作用。学校荣获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全国就业

工作先进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学校荣登 2021 年、

2022 年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四大榜单、2023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三大卓越榜单。

图 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

图 8 校领导为余军伟颁发特聘教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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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奖

图 10 学校荣登《2021 年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四大榜单

图 11 学校荣登《2022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四大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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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学校荣登《2023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三大卓越榜单

（二）专业与课程建设成果丰硕

校企共建国家级重点专业 7个，主持或参与制订国家专业教学标准 4个，参

与编撰 1+X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3个。建成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1门，建成国家

级精品课程 3门，拥有国家立体化教材 3部、国家规划教材 3门，学校获评全国

“实习管理 50 强”“教学资源 50 强”“产教融合 50 强”等荣誉称号。拥有国

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成立省级“双师型”

名师工作室 2个、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2个、技能大师工作室４个、劳动

模范(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19 个，聘请“大国工匠”鲁宏勋、“中华技能大

奖”获得者梁兵担任技术专家，每年向企业派驻科技特派员，校企共同开展技术

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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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图 14 中国高校产教融合 50 强 图 15 黄大年式教学团队



12

图 16 制订国家专业教学标准

（三）社会服务能力日益增强

牵头成立河南机电设备与自动化职业教育集团、南阳职业教育联盟，与方城、

桐柏、淅川、西峡等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方城、桐柏等县区轴承制造产业重

点企业紧密合作，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110 余项，到账额 3980.966 万元；成立

南阳工匠学院和河南国防邮电工会工匠学院，内育外训累计完成各类培训突破

74 万人次，培训到账额 5078.42 万余元，联合培养军工系统技术能手 52 人。获

全国高职院校服务贡献典型学校，河南省职业院校培训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图 17 南阳工匠学院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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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与各县（区）签订的合作协议

图 19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方城校区开工奠基仪式

图 20 部分培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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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显著

受邀在全国高职学校校长联席会、第五届世界职业教育大会、国际职业教育

大会等活动中面向全国1000余所院校做经验交流，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国立大学、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等80余所国内外学校来校交流考察；新华

社、央广网等10余家媒体广泛报道，《中国教育报》《工人日报》等国家级刊载

成果理论文章，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先后被陕西工业、安徽电子信息等全国20

余所院校学习借鉴，累计受益学生10万余人。

图 21 学校领导受邀进行经验交流

图 22 外校来我校交流考察

图 23 媒体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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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学成果查新查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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