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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分析机械制造专业群教学方法的研究现状，指出存在教学内容与产业发展脱节、实践教学资源

匮乏、职业教育教学与科研融合度不够、教学手段和评价体系单一、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不完善等问

题，提出通过创新教学方法、优化与完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组建高水平课程教学团队、创新教学手

段和评价体系、完善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深度合作机制等创新产学研用协同育人的教学方法，进而实现“新

双高”建设的产教融合目标，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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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specialty 
group,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con-
ten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lack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th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single teaching tactics and evaluation sys-
tem, and the imperfect mechanism of production-learning-research-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
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of production-learning-research-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uch as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
ment of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content, the formation of high-level curriculum teaching 
team,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tactics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ep co-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roduction-learning -research-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New Double High-Level Plan”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human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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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高速推进、各类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都在深刻思考如何

通过教育教学改革使人才培养更加符合未来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我国教育部发布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建设指南》政策文件[2]，明确提出由企业、学校牵头，联合行业组织、科研机构等共同组建和汇聚产

教资源，实施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协同开展技术攻关、有组织开发教学资源等。当前正值以“办学能力

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双高”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强国，机械

制造专业群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教学方法创新探索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机械制造专业群产学研用

协同育人教学方法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双高”建设背景下教学方法创新的构建策略与实施

路径，进而为协同育人教学方法改革提供思路与借鉴。 

2. 研究现状 

我国产学研用相关概念最早源于 1991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涉及到“提

倡产教结合，工学结合”[3]。“产教融合”概念首次在 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

决定》提出[4]。2023 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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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023~2025 年)》[5]，提出要“逐步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通过中国知

网(CNKI)总库以“产学”或“产教”为主题进行检索，截止时间到 2024 年 11 月 3 日，共检索到 68,757
篇文献；然后以“产学”或“产教”并含“职业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25,510 篇文献；最后

再以“产学”或“产教”并含“职业教育”和“教学方法”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471 篇文献。图 1
是上述三种主题文献数量发表年度分布趋势图。由图 1 可以看出，前两种主题在 1991 年、2013 年和 2023
年后分别有一次急速上升，这主要是因为上述三次国家政策发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教学改革浪潮。

由图 1 插图可以看出，“产学”或“产教”并含“职业教育”和“教学方法”主题中国知网收录文献报

道最早始于 1998 年，在 2013 年和 2023 年后也分别都有一次快速上升，这与前面两种主题现象保持一

致。近 3 年上述三种主题发表文献数量始终保持高位，其占比分别达到 38.55%、41.41%和 35.19%，说明

“产学”或“产教”在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与探索方面正处于研究焦点。 
 

 
Figure 1. Annual trend chart of CNKI database publication of literatures 
on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or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with “voca-
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图 1. “产学”或“产教”并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主题文献

CNKI 数据库发表年度趋势图 
 

 
Figure 2. Subject distribution chart of the literature number on “pro-
duction and learning” or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图 2. “产学”或“产教”主题文献数量学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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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图 3 和图 4 分别是“产学”或“产教”及其关于“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主题文献数量学

科分布图。由 2 可知，“产学”或“产教”主题关于职业教育方面的文献数量占比超过 50%；高等教育

方面紧随其后，占除职业教育方面外剩余部分超过 50%，这是因为“产学”或“产教”主要是鼓励职业

教育或高等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由

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汽车工业”和“机械工业”分别进入了“产学”或“产教”并含“职业教育”

及其包括“教学方法”两种主题文献学科分布的前十名，说明机械制造类学科已逐步成为产学研用协同

育人教学改革的热点。随着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双高”建设的持续推进

[6]，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必然会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Figure 3. Subject distribution chart of the literature number on “produc-
tion and learning” or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with “vocational edu-
cation” 
图 3. “产学”或“产教”并含“职业教育”主题文献数量学科分布

图 
 

 
Figure 4. Subject distribution chart of the literature number on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or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with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图 4. “产学”或“产教”并含“职业教育”和“教学方法”主题文献

数量学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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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机械制造专业群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教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 教学内容与产业发展脱节[7]。
一些高校课程体系设计没有充分调研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仍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所讲授产业案例过

于陈旧，忽视融入最新产业技术和实践操作，学生无法将所学理论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2) 实践教

学资源匮乏[8]。机械制造专业群实践教学需要大量先进设备，可能因为资金问题导致更新周期过长，造

成学生的实践教学技能滞后于产业需求发展。如果学校周边缺乏相关企业或企业对校企合作重视程度不

高，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的机会也会大幅减少或者由“走过场”代替动手操作，进而加剧学生所学技能

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3) 职业教育教学与科研融合度不够。职业教育高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充足，但普

遍缺乏高层次科研型人才。产学研用协同育人要突出创新，就需要大量人员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不断探

索，及时了解职业教育教学与科研发展的最新学术前沿，将先进的学科理论运用到技术革新和技能培训

中，归纳和总结先进技术技能潜在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发展趋势，进而培养学生将先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的思维与技能。但大多数职业院校学术科研型人才匮乏，导致教学与科研难以深度融合，从而严重制约

了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升。(4) 教学手段和评价体系单一[9]。部分教师过度依赖传统以教师为

中心、课堂理论讲授、期末考试评价为主的教学手段和评价方式，忽略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创新发

散思维和教学活动参与等过程性的综合评价，难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各环节活动、引导学生共建共

用教学评价体系。(5)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不完善[10]。当前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各方参与度不高，

多数停留在各类“合同”、“协议”等文字层面，而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双方共赢的深层次合作与技术

研发较少。多数内地企业缺乏创新意识，对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兴趣程度不高，更渴望的是一些可成

熟运用的现有技术；而多数职业院校生师比较高，教师课程任务繁重，各种形式主义考评层出不穷，导

致教师没有充分的时间开展学术研究和企业调研。此外，高校与企业也会因考核目标不一致、利益分配

难协调、资源共享政策不健全等问题导致难以开展深度合作。 

4. 教学方法创新的构建策略与实施路径 

“新双高”建设背景下，机械制造专业群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教学方法创新的构建策略与实施路径： 
(1) 明确教学方法创新的目标。教学方法创新必须突出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导

向的“新双高”建设要求，要充分调研国内外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成功案例，挖掘可实现双方资源优势

共享、持续互利共赢、内生需求驱动的合作方式，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升技术技

能水平、提高教学成效和适应社会需求的综合目标。教学方法创新也应根据企业需求、学生来源、就业

导向等进行适时调整和优化，以满足学生职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订单班”的教学方法应能

充分满足企业对人才定制的需求，应根据企业要求及时调整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应随之改

变。如某大型制造加工类企业“订单班”开设的《智能制造夹具设计》课程，可在充分调研该企业生产过

程中的夹具应用情况和存在问题，结合相应的岗位要求，校企联合制定课程的教学目标和素养要求，针

对该类制造夹具进行系统性理论讲授和应用技能培训，在学生熟练掌握夹具操作的前提下，了解各类制

造夹具的优缺点及其设计原理，便于学生在未来工作岗位能快速上手，且能根据使用需求的变化进行夹

具选择和技术革新，通过各环节“人人优化与创新”，实现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的提升。 
(2) 优化与完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新双高”的要求，积极对接产业

企业需求和行业学术技术前沿，注重实践教学案例开发贴合实际生产，将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转化成问

题导向式的教学案例，将技术开发与攻关问题转化为项目导向式教学案例，将技术革新与工艺优化的理

论转化为探究式的教学案例，搭建线上线下混合式开放教学平台，共建共享共用资源化教学平台。如将

企业委托高校开展的技术开发问题转化为项目导向式案例，将技术开发问题模块化分割，组建不同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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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攻关协作小组，引导学生由浅入深逐步开展技术探索，让学生真正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来，同时鼓励学

生将参与的技术创新和解决方案以创新创业竞赛的方式进行评比，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潜力。如针

对“订单班”的学生使用校企联合研制的教材，将企业文化、规章制度、行业前沿技术、实践项目与案例

分析、先进人物事迹等内容融入到教材中去，在开展课程教学的同时强化学生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归

属感、荣誉感，熟悉并了解企业相应的规章制度与实施情况，拓宽对相应岗位前沿技术的把握与认知，

促进实践技能的提升和常见问题案例的解决途径与方法，崇尚向先进人物与榜样学习进而为企业发展、

行业进步、国家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校企还可联合行业组织等开展针对性的技术技能与创新创

业竞赛，预设企业与行业急需解决的一些技术难题，开展“比学赶超”、“揭榜挂帅”、“技术创新”等

各类的比赛，凝聚科技创新力量，解决技术瓶颈与“卡脖子”问题。 
(3) 组建高水平课程教学团队。教学团队不仅应包括理论教学经验丰富的专职教师和技术转化与生

产的一线企业人员，还应包括具备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层次高水平科研型教师或技术总工，有

助于将最新的学术理论和技术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为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企业技术升级、产业未来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如利用虚拟与增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辅助教育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个

性化沉浸式学习体验，将抽象问题形象化、理论问题实践化、应用问题闯关化、技能问题极致化等，提

高学生对复杂概念的理解能力。《智能制造夹具设计》是机械制造专业群常见的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该课程的讲授可直接在夹具实训室进行现场讲解，在讲解过程中可以结合零部件形态分析、夹具结构设

计、夹具工作动态演示、数控程序编程设计等方面进行讲授，将所学基础知识进行综合运用，构建工厂

实际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情景式教学。对于一些较为先进、不足的夹具，可以辅助虚拟与增强现实技术

进行结构设计、工作机理、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讲解，便于学生所学内容与前沿技术同步，快速建构相应

的知识体系。另外，引进国内外优秀博士加入课程教学团队，将其最新研究成果与企业技术发展紧密结

合，不仅可为课程教学提供更多鲜活案例，同时还可解决企业发展需求，毕业学生可融入到教学团队中

来，为校企双方互动搭建渠道和平台，既可促进教学发展，也可促进技术升级，还可校企联合申报各类

科研项目和平台，进而建立良性可持续的高水平课程教学团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夹具产品结构设计，

通过大数据和模型优化，搭建可用于夹具的性能需求、形态结构、成本控制、特殊工况等方面的人工智

能选用和辅助数控编程平台，提高智能化应用程度和降低用工技能要求等。 
(4) 创新教学手段和评价体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教学创建身临

其境的情景再现式教学场景与氛围，引导学生开展问题导向式、项目导向式、任务驱动式、学术探究式

教学活动，鼓励学生自由组合、团队协作、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协同攻关和解决教学与实践的重难点问

题，对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各环节开展过程式综合评价，使教学过程与评价体系双向反馈，充分挖掘学生

潜力。如评价体系构建可由教师、学生、企业人员、教学管理人员等多方共同参与共同构建，在评价过

程中根据各部分权重实施进行调整和补充，尽可能反映参与各方的诉求，评价成效尽可能达成参与各方

的目标，灵活多样全程参与评价，既重视过程也重视结果。如搭建《智能制造夹具设计》课程的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平台，不仅可以丰富课程教学案例、国内外名校公开课、前沿文献拓展资料、多媒体资源

等，还可突破时空限制增加线上互动渠道，增设案例共建模块，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激发

参与课程的参与度，构建学生自己感兴趣的教学案例及其解决方案，开设生生、师生、校企等感兴趣人

员的互动、互评、互建模块，将实际生产、身边生活、兴趣爱好等问题直接转化成案例项目，鼓励自由组

队、团队合作、跨领域组合等方式建设理论教学、实验实训、问题攻关、思维拓展等资源，使线上平台成

为自由思想、遨游学术、“天马行空”创新等“放飞自我”的发散性思维的交互平台，可为参与者提供理

论基础强化网络教学、实践教学线上虚拟仿真、创新思维发散互动、学习路径轨迹探析等全方位全流程

的学习参与，然后辅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与推荐相关资源，提升学习成效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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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度，最后通过对不同环节的参与度以及贡献度来综合评价课程学习过程。 
(5) 完善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深度合作机制。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不同需求的企

业开展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针对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不同类型学生，允许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针对

“订单式”班级学生，可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学习内容，教学方法创新应充分考虑企业文化、岗位需求等，

各类教学案例可以完全来自订单企业，边教边学边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实现教学研用的同步发展。针对

“学徒制班”，在各个教学活动过程中均应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企业深度参与各教学环节，实现教学

过程与就业过程的深度融合，实现教育与就业的无缝对接。 

5. 结论 

“新双高”建设对机械制造专业群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教学方法创新对教育

质量与成效的提升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思维能力，

还有助于建构学生知识体系架构，进而培养学生分析、处理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教学方法创新

不仅涉及高校教师，同时还涉及企业参与教学活动的人员，需要参与各方协调和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成效，为我国制造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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