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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机械行业技工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联盟

2023—2024 年度工作要点

为加快培养先进制造领域急需紧缺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机械

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结合行业发展和技工院校工作实际，特

制定机械行业技工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联盟（以下简称技工联盟）

2023—2024 年度工作要点。

一、工作思路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和对技能人才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制造强国战略目标和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

求，发挥行业专家组织作用，聚集优势资源和专家力量，聚焦先进制

造重点领域人才培养，深入开展专业建设研究、教学资源开发、师资

队伍建设、技能竞赛等工作，推进产科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

构建共研、共建、共享和合作交流平台，共同推进高质量专业建设和

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

二、重点任务

（一）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强技工教育调查研究

1.广泛深入开展调研。面向机械行业主要技工院校和典型企业，

开展技工教育现状及需求调研，了解机械行业技工教育状况，编写并

发布《机械行业技工教育调研报告》，为技工教育主管部门决策提供

参考，为机械行业技工院校人才培养和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2.开展专业建设课题研究。围绕技工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和技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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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新需求，立足技工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设立行业课题，从课

程资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人才培养评价、职业培

训等方面开展研究，助力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二）深化产科教融合，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3.搭建产科教协同平台。发挥技工联盟平台作用，搭建“产、学、

研、训、创”五位一体的产科教协同平台，融合汇聚行业企业优质科技

资源，推动院校融入技术创新，促进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紧

密结合，提升技工院校办学关键能力。

4.深化校企合作共建。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技工院校专业规划、

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学实施，合作共建新专业、开发新课程、开

展订单培养。指导技工院校推进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优化技工院校专业建设

环境。

（三）聚焦重点专业内涵建设，服务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

5.搭建专业协作共建共享平台。组建智能机电技术应用、机器人

技术应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技术应用、人工

智能与信息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与智能化技术应用、服务型制造技

术应用等 7个专业建设协作组，建立协作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行业、

企业和技工院校的积极性，实现联盟内成员优势资源联合、成果共建

共享。

6.推进全国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工作。根据人

社部关于推进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相关工作安排，

按照教指委工作要求，积极支持技工联盟理事单位及各专业建设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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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员单位，参加相关专业全国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和课程

设置方案开发及人才培养模式实施。

7.开展专业资源建设。组织各专业建设协作组，对服务先进制造

重点领域专业根据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进行二次开发，与行业企业合

作进行数字化课程资源开发，将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

入教学内容中，建设教学资源服务平台。开展精品课程评选推广活动，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相

关成果在技工联盟内各成员单位共享使用。

8.开发新专业及专业群。组织各专业建设协作组，针对全国技工

院校专业目录中现有专业定位及人才培养适应性进行研究，积极申报

开发新专业，充分发挥企业在新老专业的更新交替、课程选择、实际

工作内容向教学内容转换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技工院校专业建设、

课程内容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紧密衔接。

9.开展专业建设指导和咨询服务。根据技工联盟理事单位需求，

组建专家委员会，发挥一流技师学院、大型企业专业和技术优势，针

对服务先进制造重点领域相关专业或专业群，开展高水平专业建设指

导和咨询服务，开展专业建设成果交流与推广等工作。

（四）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打造行业技工教育名师名匠

10.开展工学一体化师资专业能力培训。依托技工联盟理事单位及

各专业建设协作组，充分发挥各专业建设协作组专家和行业企业作用，

结合人社部工学一体化教师标准，开展行业工学一体化师资专业能力

培训，进行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教学指导和技术咨询，重

点是新技术场景应用、关键技术技能的专业能力培训。

11.推动教师深度参与企业实践活动。发动行业企业为技工院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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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创造实践条件，提供实践岗位。推动教师深度参与企业产品研发、

生产管理、技能操作、教育培训、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实践活动。

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12.开展行业技工院校专业建设名师名匠和教科研成果评选。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评选办法和标准，启动机械行业技工院校专业

建设名师名匠和教科研成果评选工作，推动高水平专业建设。

（五）开展技能竞赛，增强专业建设贡献力

13.参与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支持技工联盟成员单位师生广泛参

与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以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与人社部联合举办的

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低碳关键技术等国

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和二类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

赛促训、以赛促建，通过参赛增强专业建设贡献力。

14.开发培育行业特色新赛项。依托技工联盟各专业建设协作组，

针对技工院校师生，按照世赛标准，面向智能机电技术、机器人技术、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技术、人工智能与信息

技术、新能源汽车与智能化技术、服务型制造技术等重点领域，开发

培育行业特色的新竞赛项目。

15.开展竞赛成果资源转化工作。开展机械行业国家级一类赛成果

转化研究工作，探索竞赛成果资源转化路径，重点在智能制造、服务

型制造、绿色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着手打造依托国家级一类赛成

果，服务技工院校专业建设。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工作协同力度

各理事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对技工联盟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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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专业建设协作组的工作给予支持，为本单位成员参加相关活动提

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和经费支持。秘书处加大人力投入，加强组织协调，

促进形成工作合力。

（二）完善工作机构机制

继续择优吸纳技工院校和行业企业及专家加入技工联盟及各专业

建设协作组，执行动态管理机制。成立专家委员会，负责工作指导。

各专业建设协作组加强考核成员工作质量。完善秘书长日常工作沟通

交流机制，实现工作信息共享。

（三）强化优质资源共享

各成员单位发挥各自优势，按照共赢共享原则，积极交流自身成

果，实现资源共享下的校际互助成长。秘书处将聚焦顶层设计，集聚

优势资源，在机制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狠下功夫，推进优质教学资

源的共建共享。

（四）加强履职能力建设

根据技工联盟章程，结合技工联盟工作基础，开展规范化建设，

不断优化技工联盟发展定位、工作宗旨、组织管理、职责任务和工作

方式等。组织召开技工联盟年度工作会议，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

流活动，发挥技工联盟专家组织作用，提升技工联盟在专业建设实践、

诊断和咨询服务等方面的指导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