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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实施，高职智能制造也应与时俱进，基于新职教背景，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革，从而提高人才培养效果和效率，使其毕业后能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从事相关工作。为了推动改革工作的顺

利实施，需要教师认真学习和研读“新职教法”，以此为背景，创新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使其自成一个体系。在

此过程中，正视问题，重视对高职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和需求的分析，并基于该分析结果，探索新职教背景下

“系统型”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在培养学生综合技能和素养的同时，不断提升其就业竞争力，以此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和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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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als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drastic reforms on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this majo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alent training, so that students can comprehensively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engage in related work after graduation. To promot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teachers need to seriously study and study the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and take this as the background to innovate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alent 

training model and make it form a system. In this process, face up to problems, pay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need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explore the "systemic"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alent training model under the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background,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skills and literacy whil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ir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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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年，国家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对于该法条进行分析，发现其强调了职业教育

的重要性以及特点，如职业性，并对该教育进行了开发，即从以往的国民教育延伸到人力资源，认为职业教育既属于跨界教育，即结合

了产与教，也属于终身教育，即横跨了两端，这里主要指的是供给和需求端，让未来职业教育具有了新的方向 [1]。当下，主要任务为对

该职教法进行深入分析，了解其指导思想，分析其具体要求，站在全新视角，采取多样措施，并基于该发条指引，构建职教体系 [2]。当

下，国家对于创新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并将其驱动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加以推进，在此背景下，智能制造也异军突起，对于智能制造专

业人才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旺盛，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各国

将智能制造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以新职教为背景，研究“系统型”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一项摆在相关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

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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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现状与需求

（一）高职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第一供给不足。目前，该市场容量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产

业发展对于高素质强技能型人才需求日益高涨，此类人才无论是

供给还是需求都存在较大的缺口，人才断层问题突出。据相关部

门统计，2025年，该专业人才短缺数量接近390  万人。第二培

养模式落后、单一。当下，智能制造相关技术发展迅猛，但高职

院校的专业设置未能跟上该技术发展步伐，而人才培养也面临同

样的问题，导致该类人才培养效果不尽如人意，在企业转型中未

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4]。第三，招聘难题。该行业具有较强的专业

性，人才需求旺盛，但现实却是渠道狭窄，还体现于人才供给方

面，针对此类人才的招聘无法借助常规平台进行；第四，两极分

化。该行业需要的技能人才主要包含两类，一种为从事基础工

作的技能人才，技术含量较低，一种为从事高端研发工作的人

才 [5]。

（二）高职智能制造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需求

1.需求“复合型”多元化人才

智能制造通过对先进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能够将其中的信息

进行数据化、智慧化等处理，有利于改变传统的生产和制造方

式。一些机械、重复、难度低的工作会逐步被机器人取代。想要

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唯有夯实根基，提高本领，做复合型人

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6]。意思是说，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更

好地适应岗位需求，应在掌握机电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软件操

作方法，并能熟练应用。为此高职教育智能制造专业应调整人才

培养目标，即培养掌握智能制造最新技术，工程实践能力强，且

擅长生产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7]。

2.需求“创新型”人才

近年来，制造业已经逐渐走上智能化发展之路，其发展方向

也在发生变化，这对于技术技能类人才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

即不能再满足于设备操作，而是要学习如何操作智能设备，在进

行操作应用的同时，也能了解维护保养相关知识，解决现场出现

的棘手问题，此外，也能对该系统在使用时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

反馈，积极参与到系统改进工作中 [8]。

3.需求“智慧成长型”人才

对智能制造进行分析，发现其包含的内容众多，如智能类型

的生产设备、相关软件操作以及智慧类型的技术。和其他工作相

比，智能设备和产品无论是设计研发工作还是生产管理工作，都

具有较强的创造性，需要工作人员具备创新思维和能力。围绕工

业建立的在线平台除了具备智慧感知之外，还具备智慧和决策方

面的功能，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完善知识储备，提高

自己的理解能力和处理技巧。在智能制造的诸多环节，如产品设

计、研发、生产管理等等都包含智慧化、智能化以及数据化，需

要大量的智慧型人才，并要求其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从而更好

地适应岗位要求 [9]。

二、新职教背景下“系统型”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

以新职教为背景，构建“系统型”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应

分析产业需求，通过紧密对接，提升人才培养适应性。如将培养

目标和岗位需求结合起来，借助对课程体系的动态调整，便于学

生学习和掌握专业中的关键技术；以双需为导向，创新培养模

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产业和教学深度融合，培养优质

人才；建立智能制造专业集群，培养专业人才。总之，高职院校

通过上述措施，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成效 [10]。

（一）培养目标和岗位需求结合，提升人才培养适应性

首先，充分调研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要求。高职院校教师应主

动走出校门，深入企业，走访技术骨干与行业专家，了解行业前

沿知识，分析其发展趋势，掌握该专业人才的岗位要求，以保障

该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岗位要求具有较高的匹配度。其次，优化

和完善培养方案。基于岗位要求，调整课程设置，增设实践环

节，以保障学生在习得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具备相应的技能。

同时，重视实践教学，通过实践操作，提高其职业敏感度和适

应性。

（二）基于双需导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所谓双需导向指的是人才需求和职业发展方面的需求，对企

业的工作岗位进行分析，了解其工作任务，明确哪些为典型任

务，以及需要员工具备的职业能力，在此基础上，拟定任务表，

并以职业能力为主题，设计分析表；把立德树人融入中心环节，

渗透思政理念，并将其贯彻到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

以期实现育人目标。基于此，针对该技术专业，可加强专业和产

业的对接，促进其融合。与此同时，采用分层教学法，从学生层

次出发制定培养计划，并融入个性化基因，以满足学生的学习和

发展需求，在培养其自主学习意识、合作能力等综合素养的同

时，促进其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三）产业和教学深度融合，培养优质人才

1.基于产业需求，完善课程体系

首先，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可从其需求出发，构建课程体系，该体系将

专业和创新创业有效结合在一起。在该体系中，除了包含专业课

程之外，还包含专业技能以及双创能力。其次，将学习和比赛、

研究、应用、创新等结合起来，通过四结合，完善培养方案，即

将专业竞赛与调研、实践和双创实践等进行结合，以构建新的培

养体系，该体系注重教赛研一体化，同时，关注科教创的贯通，

实现了专创和产教的双融合。再者，基于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

作。高职院校迎合智能制造相关企业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共制

培养方案，共同建设教学基地等，在进行资源共享的同时，还能

进行优势互补。此外，在进行课程教学时，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

积极参与，并提供实践指导，以扩展课堂教学空间，丰富其教学

内容，为学生走进行业，了解其前沿动态，分析企业的岗位需求

奠定基石。此外，对相关企业进行分析，了解其用人 需求，进行

订单式培养，通过定制化培养和输送，解决企业用工荒问题。

2.将企业项目作为依托，校企共同进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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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人才培养时，合作企业结合生产实际形成新的创新项

目，并安排特定人员对项目进行整合。所谓特定人员这里指的是

从学校教师群体中选拔优秀的资深教师，或者是从企业当中挑选

能力出众的人才。在校企合作中，可从该项目出发，以此来确定

学生的实践内容，如课程实验等等，从而打破课程与教学各自为

战的局面，并促进其和企业研发的结合，让教学不再是闭门造

车，而是积极和产业需求对接，同时，解决学生实践与岗位实训

割裂的问题；

关注人才培养，构建新的培养模式，即在教学中融入产业内

容，以此来提高育人成效。

3.打造“专业 +实践”双师团队，开展多元主体育人

以智能制造为背景，对该专业人才进行分析，了解其培养要

求，并以此来完善互补机制。在该机制中，包含多个主体，如一

个院校，N个企业，且主体之间为共教共学关系，以此来打通互

补通道，即教师和工程师的优势互补，借助培 -育 -引 — 聘方

式打造双师队伍。针对该队伍的认定标准以及培养方案由学校与

企业共同制定，并借助传帮带形式培养教师的专业技能，提高其

教学水平，此外，还可以借助教学技能比赛等形式提高其教学能

力，借助名师工匠来学校指导，组织教师进企业实践方式来夯实

他们的时间能量流。

（四）建立智能制造专业集群，培养专业人才

当下，智能制造产业迅猛发展，其智能化与柔性化水平越来

越高，所需人才出现了极大变化即复合型、创新型和智慧成长型

人才备受该行业青睐。在该产业中，无论是研发设计还是生产制

造等环节都离不开此类人才，这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提出了新的

要求，但是此类院校无法将全部开设所有相关专业。对于此情

况，可由区域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构建智能制造专业集群，以构

建新的格局，即各个院校在进行资源共享的同时，也能加强联

动。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在进行专业设置时，应和产业做到有效

对应，基于产业链条来对接专业集群，让该专业集群下的学生能

够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建立和产业学科融合之课

程体系，以培养专业人才。

三、结束语

总之，智能制造作为一项较为新颖的领域，需要的是复合型、

创新型和智慧成长型人才，为此，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新的模式应紧密结合产业需求，和企业产业进行有效对接。在新产

业下，应基于新职教背景，加强对“系统型”智能制造人才培养。

为了实现此目标，需要高职院校在了解产业需求的同时，调整该培

养方案，创新培养模式，以便使培养出来的人才更符合产业需求，

为该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力量，助力其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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