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

教学管理衔接工作的最终建设成果

回顾 5年来，我们试点学校在省教育厅和学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

学校教学管理衔接工作逐渐成熟。我们围绕中高职制度衔接，管理衔

接，合作共进的理念，深化中高职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学生的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完善中高职教学管理衔接体系，打破了中高职两

张皮的壁垒；通过中高职的管理衔接，有效地推动了学生在专业能力

上的快速进步。在不断的教学管理和沟通交流中，避免了很多学生转

段时的迷茫，能快速的适应学业以及知识、能力提升的要求。

一、教学管理建设

（1）建立“教师互派、定期研讨、常态沟通”机制，助推中高

职衔接教师共同成长

共建《联席会议制度》《中高职学校联合教研管理办法》等制度。

发挥高职学院引领作用，每年选派优秀专业教师到中职学校担任教学

业务和专业指导，中职教师到高职跟班学习，加强专业教师之间沟通

与交流，联合开展教研活动等，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势互补。

图 1永州工商职业中专听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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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永州工贸中专听课现场

（2）定期开展对中高职衔接学生的技能抽查。

加强教学过程中期管理，促进学生打牢扎实的基础。

图 3宁远职业中专学生作品

图 4永州工商中专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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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道县工贸中专学生作品

二、教师队伍建设

职业教育有别于其他类型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对职

业院校的教师结构和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概括起来职业院校

教师应该具有明显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等“双师素

质”特征。为建设一支高质量的中高职教师队伍，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1）加强“双师”教师大团队建设，实现中高职师资系统培养。

高职学院牵头制订《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师团队建设规划》，将中

高职衔接专业师资建设纳入学院教师队伍整体建设之中，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强化专业教师大团队建设；建立专兼职教师共享库。

（2）开展中高职师资技能培训，并举办技能比赛。

促进了中高职教师的相互交流与技能提升，特别是中职老师的技

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技能授课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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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部分试点学校教师获奖证书

（3）举行中高职衔接项目师资培训暨教师专业能力提高班，提

升中高职师资专业建设水平。

2019 年 7 月，智能制造与建筑工程学院开办的“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项目师资培训暨教师专业能力提高班”顺利举办，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参加本次培训对象包括了原机械系全体专职教师、中高职衔接项

目合作中职学校专业教师、合作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机械专业部分选

拔参加技能竞赛的学生等共 40余人。

根据机械制造类专业特点，本期培训主要内容：针对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专业的《UG数控编程与加工技术》。

为了提高培训质量，本次培训分别邀请了全国技能大赛获奖优秀

教师——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张加锋以及企业工程师担任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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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图 7培训班开班仪式

三、成效与经验

（1）大幅提升了教师专业技能和教学能力

通过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高职衔接专业团队教师的培训，夯实了

专业基础、强化了专业理论、提高了专业技能和教学能力。大家都认

识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加强学习，追踪行业发

展新方向，掌握行业新技术。否则，我们的知识就要落后，我们培养

的学生就不能适应企业的要求。

（2）提升了教师的课程教学改革研究能力

中高职学校试点专业教师共同开展中高职衔接课程建设，共同开

发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并利用信息技术，实施空间课程、网络课程

教学；针对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中高职学校试点专业教师共

同开展教育教学项目研究；提升了教师的课程教学改革能力、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及教育教学研究能力。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吕海英，邓子林，吴海波，吕迪杰等研究的校

级课题“‘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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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研究”(课题编号:YZ2018YB11)取得圆满成功。

（3）提高了教师社会服务能力和影响

中高职学校试点专业教师共同开展应用技术研究，共同为企业开

展应用技术服务、咨询与推广。聘请企业专家和技术大师加入到专业

技术团队，有组织有规划的推进企业应用技术项目项目研发及成果转

化，共同为企业开展设备维修服务，使教师的应用技术研究能力和社

会服务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四、体会与思考

（1）学院的高度重视是培养优秀双师教师的基础

学院重视双师教师建设，在职称评定、岗位聘用、津贴改革等方

面制定相关激励政策，能够激发中高职衔接骨干教师提高双师素质的

内在动力，促使中高职衔接团队教师尽快脱颖而出。

（2）充分发挥高职学院引领作用，在双师培养上实现资源共享

学院在中高职双师的培养上发挥引领作用，重点突出教学能力、

实践能力和企业经历等双师素质培养，锻造中高职双师队伍。通过大

师带培，团队梯队建设，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实

施全员五年一轮回的半年下厂顶岗实践，及时跟进、了解行业企业的

现状和发展趋势，提高教师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