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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专业“岗课赛证融通 +学徒制贯通”校企协同

综合育人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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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才培养是一项螺旋上升的质量工程，首先阐述我校轨道交通专业群和人才培养现状；其次提出校企协同综合育人路

径的总体目标，紧紧围绕“学徒制 +岗课赛证”融合培养，从招生招工、管理机制、标准体系、师资团队、教学资

源、基地建设和培养模式改革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并归纳人才培养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效；最后，总结反思碰到的难

点和困惑，以期达成校企协同育人的高质量目标，实现“校企生”三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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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alent cultivation is a quality project that spirals upwards. Firstly,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university's rail transit major group and talent cultivation; Secondly, the overall goal 

of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ath is proposed, closely focusing 

on the integrated training of "apprenticeship system+job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Specific 

measur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enrollment and recruitm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standard system, faculty team, teaching resources, base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mode reform, and 

the main achievements in the talent training process are summarized; Finally, summarize and reflect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confusion encounter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goal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all parties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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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和各地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国内大力发展轨道交通，高质量轨道人才供需矛盾显现 [1]。订单人才培养模式是当

前高职院校培养轨道人才的主要形式 [2]，相比较校招和社招，订单培养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优势。因此订单培养在全国轨道类院校推

广，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技术技能和职业素养，而且能够快速满足城市轨道交通人才的供需。学校为企业培养人才，企业助推学校

提升办学水平，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教育模式。因此，订单培养是加强校企协同育人和助推产教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 [3]。

基金项目：城轨专业“岗课赛证融通 +学徒制贯通”校企协同综合育人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SCG169，项目主持人：丁柏君）

一、专业群和人才培养现状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与绍兴轨道、杭港地铁等省内10余家轨道

运营公司开展培养“一专多能”的城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校

企合作。经过近几年发展，形成以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

业为核心，运营管理专业为特色，机电技术专业和车辆应用技术

方向为支撑的轨道交通专业群，其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2023年

通过校级特色专业群验收，并于2024年立项为绍兴市重点专业群

建设项目。

自2017年首届招收绍兴地铁机电检修方向订单班以来，专业

群累计培养订单人才1246人，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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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合作企业订单人才培养数据

序号 合作企业 订单培养数 /人

1 绍兴轨道 190

2 杭港地铁 690

3 杭州地铁 72

4 上海铁路局 52

5 宁波轨道 40

6 中铁通 43

7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 25

8 京越地铁 65

9 幸福轨道 29

10 温州铁投 40

总计 1246

从我校前几届地铁订单人才培养来看，订单培养期间企业参

与度低，人才培养质量没有达到预先设定的期望值。究其原因，

主要表现为学校单方面培养、校企合作深度不够，毕业结束后企

业还需花费较大的精力开展岗前培训，未能做到毕业即可独立上

岗的人才培养要求。加上订单学生形成一种错误思维，自认为进

入订单班后就业有保障，造成班内部分学生的危机感和主观能动

性不强。

为有效解决城轨专业人才培养现实问题，提出以“岗课赛证

融通 +学徒制贯通”校企协同综合育人路径，并辅以订单班滚动

淘汰和补充制度 [4-5]和学徒制培养 [6]等措施，实现订单人才的高质

量培养。

二、校企协同育人路径

（一）总体目标

1.“招生招工 +学徒制”一体化。校企共同制订和实施招生招

工方案，规范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程序，推进招生招工同步 [7]。

2.管理机制建设。健全与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

制，校企协同制订学徒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分担人才培养

成本，完善教学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

3.标准体系建设。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校企共同研

制高水平的学徒制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

等相关标准，做好落地实施工作。

4.双导师团队建设。推广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承担教育

教学任务的双导师制度，校企分别设立兼职教师岗和学徒指导

岗，完善双导师选拔、培养、考核、激励等办法，加大校企人员

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和专业建设的力

度，打造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5.教学资源建设。校企共同开发“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

式” 教材并配套信息化资源， 及时吸纳新技术、 新工艺、 新

规范、 新标准和典型生产案例， 形成共建共享的教学资源体

系 [10-11]。

6.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职业和工匠精神，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和

技能。

7.“岗课赛证”一体化。按照“岗位 +能力 +课程 +证书”人

才培养要求，实施各类竞赛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

（二）实施路径和成效

路径1：培育订单人才培养新理念，达成在校学生和企业准

员工双重身份，实现招生招工一体化，以人才培养、教学资源等

为抓手，构建企业全程参与订单培养的运行机制，共同建设标准

体系。

举措和成效1：以与杭港地铁合作为例，设置校企两个班主

任，构建学校与杭港地铁全程参与订单培养的运行机制，形成校

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和联合考核的专业人才闭环培养体系。比

如校企共同制订和实施招生招工方案、共同商定订单班人才培养

方案、订单班人才选拔、共同编制教学 PPT和内训教材、共同授

课、共同制定验收集训方案、验收考核和学徒制实践实习，校企

全程、全方位参与“个性化”订单人才培养。[12]

举措和成效2：加强杭港文化宣传，将杭港班组文化元素融入

人才培养，提高订单班学生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认同感。校企联合

开展一系列专业特色活动和专业竞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专

业能力，精准培养“准地铁人”。比如累计筹措企业经费22万余

元，用于“杭港奖学金”评定，以及举办形式多样的专业特色活

动，包括订单班开班仪式、杭港嘉年华、工匠讲坛、优秀校友经

验分享、轨道健身操、城轨知识竞赛、“杭港杯”技能节等。

举措和成效3：建立毕业生长效跟踪反馈机制，提出订单人才

培养改进策略，为学生职业发展、能力提升保驾护航。比如有30

余名毕业生顺利升职行车调度员、综控员或工班长，荣获“优秀

员工”“优秀徒弟”“技能比武奖项”“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成

长为企业骨干和中坚力量。

路径2：校企共建“岗课赛证”一体化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

培养为主线，根据城轨专业岗位能力和典型工作任务要求，竞逐

城轨类竞赛，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上岗证。

举措和成效4：以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专业为例，根据城市

轨道交通机电检修工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全面融合职业技能竞赛

和职业技能等证书，开发“岗课赛证”一体化课程体系。在校期

间参加各类城轨类竞赛、考取低压电工作业证、电工证和各岗位

对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同时在企业岗位实习过程中考取相关

上岗证，缩短学生对职业岗位适应的周期，既突出培养能力本位

与职业素养为主，又融入创新创业思维教育，高度实现“岗课赛

证”融通 [13]。

举措和成效5：成立专业群“地铁畅想社”和“城轨技能竞赛

工作室”，打造城轨第二课堂。通过大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

>图 1 轨道交通专业群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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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师团队指导学生参加城轨智能运输、轨道车辆技术、高

铁信号与客运组织等赛项，以此提升城轨学生创新能力及操作技

能。承办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浙江省“城轨智能

运输”赛项，获批2025年浙江省“轨道车辆技术”赛项承办权，

近三年获国奖6项，其中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

夺赛夺得2项金奖。

路径3：推行培养模式改革，在校期间融入半军事化管理，培

养学生“铁军精神”，更好适应企业夜班和高压高强度工作；执

行滚动淘汰和补充制度，把好进口关和出口关，持续提高订单人

才培养质量。

举措和成效6：专业群内绝大部分专业课实行闭卷考试，部分

课程增加期中考试和阶段性测验。制定“轨道交通专业群半军事

化管理条例”和“轨道交通专业群订单班教学管理补充条例”，

根据每学期期末成绩，把学业较差的学生转入非订单班学习，品

学兼优的非订单学生纳入订单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路径4：探索城轨专业“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

改革；以“三教改革”为抓手，提高专任教师“双师”素质和企

业兼职教师比例；完善校内实训基地，设立学徒指导岗，融合校

外实训基地，加强企业课程和实践教学。

举措和成效7：大三期间融入学徒制培养，把学生送往轨道公

司跟随企业师傅参加岗位实习，课程内容由轨道公司联合学校共

同制定，让学生达到基于工作的学习目标，实现学习与工作相互

衔接，真正做到产教融合式的人才培养，达到毕业即就业，就业

即可独立上岗的人才培养目标。[14]凝练出的“多元协同、多岗位

复合、岗课赛证融通”中国特色学徒制人才培养入围浙江省产教

融合项目。

举措和成效8：柔性引进行企专家担任专业群产业教授，邀请

大国工匠、轨道公司能工巧匠和技能大师来校兼职兼课，完善教

师“一师一岗”下企业实践制度，每年选派骨干教师挂职锻炼、

参与企业技术研发等。推行“教师数字化档案袋”制度，打造专

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举措和成效9：校内实训基地构建“智慧基地 +仿真平台 +

真实场景”的沉浸式立体教学空间，累计筹措240万企业捐赠，

创新“多维融合”的探究式教学模式。[15]校外实训基地设立地

铁学徒指导岗实施企业学徒制人才培养，将学生分散在各车站和

车辆段，在企业师傅的全程指导下完成技能培训，掌握岗位基本

技能。

三、结语

校企协同育人是一项不断提升的质量工程，要让“校企生”

三方共赢，必须牢牢抓住人才培养这条主线，深化产教融合，挖

掘校外资源，做实订单人才培养，创新中国特色学徒制人才培

养。以下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三点感悟和体会。

1.如何完成企业和学生满意的“订单”是一大难点，应发挥

校企联动，深化产教融合，做到从“学校教育模式”到“企业教

育模式”的转变。

2.校内城市轨道交通实训基地设备台套数不足，校内实践教

学不够充分；校企共建实训室不突出，中国特色学徒制机制不

完善。

3.完善专业群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构建多元化协同发展保

障体系，优化与企业共建共培的经费筹措机制，谋划高水平的技

术技能平台，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改革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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