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特色学院校企合作新生态的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成  果  报  告 

一、 概述 

（一）成果概述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

将“核高基”作为 16 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尖端技

术及高附加值产业，近年来对集成电路芯片封测制造工艺和制造、检

测等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急剧增加。 

甘肃作为全国第二大芯片生产基地，学校紧扣“卡脖子”攻坚工

程、围绕“核高基”产业布局，主动服务国家重点企业—-天水华天电

子集团（国家三线建设重点企业）集成电路封测产业，针对芯片封测

技术迭代快、人才需求口径宽、技术标准要求高，企业的三线精神传

承难；另一方面，学校专业调整慢、实训条件要求高、人才培养难，

造成产业链需求与人才链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2009 年学校与华天科技实施从“华天”订单班到学徒班人才联合

培养，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新路径，努力求解合作难题。2015 年学校成

为甘肃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全面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在此项目中深刻理解现代学徒制内涵特征，产教深度融合，2017 年党

委牵头校企共建“华天学院”，依托特色学院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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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形成过程 

学校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纳入学校“十三五”重点工作，邀请

行业、政府、企业成立工作机构，统筹规划，积极推进。以就业为导

向，坚持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强化工学交替，建立新型师

徒关系，探索以“华天学院”为载体的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 

在应用“社会共生”理论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依托“校企共建

特色学院培养创新型高职技术技能人才的研究与实践”等课题研究，

在校企党委领导下，通过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共建专业群、开发课程

标准、打造混编师资团队、共建实训基地、校企文化互融等工作，探

索“以产业学院为平台，实施资源融合、标准融合和文化融合”的人

才培养路径，实行“工学交替、分类实施”人才培养模式，破解卡脖

子“核高基”中芯片封测人才培养难题，形成了产业学院“小芯片、

大平台、三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甘肃机电模式”，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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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扩大合作容量、提高合作质量，畅通合作渠道的基础上，

坚持以促进毕业生优质就业为导向，在学校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专

业，全面推行特色产业学院的育人模式，先后成立“奥迪学院”服务

汽车制造与服务产业链、“锻压产业学院”服务机械制造产业链，“66

创意产业学院”服务广告设计和数字媒体产业链，“兰石产业学院”

服务石化装备产业链，带动了学校的全面发展。 

二、成果内容 

（一）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集成电路封测人才培养缺乏平台，解决资源建设难的问题； 

（2）芯片生产技术复合要求高，解决标准落地难的问题。 

（3）弘扬家国情怀、精益求精的三线精神，解决文化传承难的问

题。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达成共识，成立产业学院，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1）党委牵头，达成利益同向目标，调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动力 

校企双方组建华天学院，以党建为引领，开展参观“天水工业博

物馆”、“红色基地”等主题党日活动，深化“立德树人”的育人共识，

成立理事会和专家指导、建设委员会，实现校企“供需对接”，如图 2

所示。制定并规范产业学院管理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利益兼顾，实

现人才培养全过程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管理，建立校企“利益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达到“共建、共享、共管、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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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建专业群，成果导向设计，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集成电路封测技术口径宽，根据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优势组建电

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按照“工艺设计—加工准备—编程—加工—封

测—质量检测”等芯片生产全流程，基于成果导向编制人才培养方案。

采用头脑风暴与思维导图等方法，对照集成电路封测生产工艺等岗位

群重构“底层基础平台、中层专业核心、高层拓展创新”模块化课程

体系，依据岗位标准制定课程标准，设计基础能力、综合能力、专业

能力、创新能力的“四级能力”实训体系。建立多维评价体系，根据

专业知识、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岗位能力等多角度列出能力素质矩

阵表，采用雷达图刻画学生整体能力。 

（3）螺旋递进，动态调整机制，提高校企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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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集成电路封测技术更新迭代，开展专业层面的诊改，专业群

调整增加集成电路技术专业；针对集成电路封测新工艺，修订《集成

电路制造工艺》等课程标准，依据目标达成度进行课程诊断，找出问

题，形成课程诊断改进机制。建立动态螺旋改进机制，促进学生核心

能力达成，如图 3所示。 

目标 标准

企业标准

设计 实施

诊断学习提升

监测

评价预警改进

评价反馈

激励创新

检测

闭环动态调整

 

 

2.资源融合，产教纵深推进，满足人才培养需求 

虚实实践资源融合。根据专业群“四级能力”实训要求，采用企

业捐赠形式，共建华天展厅，完成企业文化等专业认知；学校自主建

设电工集成电路等基础能力实训室；采用准捐赠形式，共建 SMT 表面

贴装研发制造与实训中心等生产性实训基地，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完

成芯片测试等专业能力培养；对于封测测试等综合能力培养所需无菌

无尘的实训设备，共同搭建虚拟仿真平台完成实训任务；利用企业封

测实训室、生产线等完成岗位综合能力培养。实训室面向全院师生和

企业人员开放，为课外技能竞赛和创新活动、师资团队技术研究等提

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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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兼混编师资队伍融合。实施“教学能力提升”培养工程，建设

校企双向交流“互聘共培”专兼结合的教学创新团队。实施教师进企

业实践提升岗位技能、企业师傅进课堂提高教学能力、名师及技术能

手培养、社会培训服务等师资队伍建设工程，合作编写《集成电路封

测与测试基础知识》等校本教材，开发“全流程、模块化”教学资源，

满足课程教学和企业员工培训需求。 

3.标准融合、贯通“岗课赛证”，实施人才分类培养 

以学生能力培养为目标，按照集成电路工艺、集成电路和版图设

计等岗位群，实施“职业标准—岗位标准—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标

准融合，开展工学交替、分类实施人才培养。 

（1）校企双元育人，实施“四阶段”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如图 4所示，实施“学校（1.5+0.5）+企业（0.5+0.5）”两个地

方、四个阶段培养模式。 

在校学习期间以学校教师为主、企业教师为辅完成教学任务。第

一阶段即前 1-3 学期，学习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中的公共基础

课和专业基础课；穿插安排企业导师进行企业文化、行业标准等。第

二阶段即第 4学期学习专业核心课程，培养专项能力。 

在企业学习阶段，以企业教师为主、学校教师为辅完成教学任务

和学生管理。第三阶段即第 5学期，学习岗位课程及学生上岗前的证

书培训和考证，完成集成电路封测工艺、封测与测试等专业岗位“轮

岗学习”，每个岗位实行双师指导。第四阶段即第 6学期，学生结合

自身特长及就业预期，选择岗位并完成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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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三
阶段

第四
阶段

学校
教师

企业
导师

学校(主)+企业(辅)

第1-3学期 第4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四段培养、多岗位轮训学生 员工

专业基础
基础能力

核心课程
专业能力

轮岗考证
综合能力

顶岗实习
岗位能力

资源、标准、文化全过程融入

学校(主)+企业(辅) 企业(主)+学校(辅) 企业(主)+学校(辅)

 

 

（2）以学生为中心，分类实施教学 

在学生自愿前提下分成三个平行班。一是学徒班，通过企业选拔，

实施企业准员工实施人才培养，按照企业学徒评价考核。二是项目班，

学生自主择业，按照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等职业和“1+X”证书标准，

通过课证融通，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术能力，参加第三方证

书评价考核。三是特色班，利用校企技能大师工作室等，通过选拔，

按照技能竞赛培养特色人才，以参加各级技能大赛成绩评价考核。平

行班实行双向流动原则，满足企业、学生、家长等各方利益诉求。 

4.文化融合，实施“四进”方案，传承三线精神和工匠精神 

20 世纪 60 年代，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听

从党和政府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奔赴祖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创造了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针

对当前学生吃苦能力差、相对比较安逸的思想状态，制定了“四进”

传承方案，一是将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融进人才培养方案，立德树人，

为国家破解“卡脖子”工程奉献自我，勇于担当；二是将团结协作和

奋勇争先融进课程标准，通过课程思政提升职业修养；三是将工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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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劳模精神融进课堂教学，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四是将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融进考核评价，提高学生质量意识。将“三线文化”与学校

教育教学活动全面有机整合，赋予三线文化新时代教育内涵，使学生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传统，更好地落实基础教育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三、成果的创新点 

1.理念创新：提出了以党建为引领的“校企命运共同体”新理念 

以产业学院为载体，校企党委牵头，紧扣电子封测产业链中的产

业岗位人才需求，应用“社会共生理论”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构

建“专业共建、师资共组、技能共训、过程共管、文化共融、技术共

研、资源共用、利益共享”的校企合作长效运行机制，形成“心在一

起、人在一起、事在一起、利在一起”的校企合作局面，推动校企双

主体育人、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办学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产教深度融合真正落地落实。 

2.模式创新：探索了“小芯片、大平台、三融合”校企协同育人

新模式 

围绕甘肃电子封测产业发展，以岗位标准为起点，以特色学院为

平台，以专业群建设为抓手，以现代学徒为试点、以学生为中心，校

企通过资源融合、标准融合、文化融合，探索工学交替、分类实施的

人才培养新模式。校企共同开展“为谁教、谁来教、怎么教、教的如

何”的实施与评价，以成果导向设计人才培养目标，从岗位标准到课

程标准，构建“四级能力”递进实践训练体系，人才培养随着企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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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标准新要求采用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产业学院“小芯片、大平台、

三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甘肃机电模式”。 

3.路径创新：形成了三线精神“四进”融入新路径 

依托产业学院，通过“四进”路径，把产业文化、企业文化和职

业文化等融入到校园文化中，企业的质量文化、效率文化、工匠精神

进校园、进课堂，传承发扬大西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

勇于创新”大西北的“三线精神”。整合集聚、融会贯通“三线”教

育资源，形成以“三线精神”教育为主线，学校、企业、社区、基地

协同的“三全育人”的教育生态圈。营造文化氛围，注重文化传承，

打造三线主题校园文化，建成校史馆、机械工业博览馆、华天展厅以

及校外文化教育基地。创新构建起以“学、思、践、悟、创”为核心

的“五维”文化教学体系，创新课程思政教学，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

自觉、愉快地肩负起传承“三线精神”的使命，推动教师教学方式和

学生学习方式深刻变革，实现“三线精神”教学优质化，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人才质量提升，用人单位满意度高 

学生在科创活动、学科竞赛及技能大赛中获得 120 多项省级以上

奖励，其中国家级 5项、省级一等奖 58项，展现出良好的科创活动和

创新潜质；在校生人均参加超过 1.5 次的寒暑假社会实践；毕业生就

业率 97%以上，专业对口率提升至 80%，用人单位满意率达 98%，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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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专业技术能力优秀、实践创新能力强”，毕业生在上市公司

就业人数和技术岗位远高于其它专业，28%学生到世界500强企业就业。 

 

（二）教改辐射面广，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实践教学综合改革在学校 36个专业，显著提升了学生工程实践和

创新能力，受益学生 1.2 万余人。依托建成的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每年

近 2千学生参加仿真实训；实习基地年接收实习约 4万人次；每年 600

多学生依托创新实训室和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参与科技活动。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98%的学生满意现阶段的课堂教学、实训实践、创新创业教

育、社会实践等教学活动。 

 

（三）建设成果丰硕，示范引领作用彰显 

学校 2022 入选首批教育部-瑞士 GF 智能制造创新实践基地培育

建设单位、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首批试点院校，2021 年获批全

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

目，建成国家级特色专业 1个，省级双高重点专业群 1个，骨干专业

2个，成果打造了国家级技能大师 1名，省级技能大师 1名，工匠之

师 2名，省级名师 2个，技艺技能传承工作室 1个，职业教育名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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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 2个，建成省级以上精品课程 7门、校级 14 门，出版教材 4部。

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7项、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优秀案例 2个。近五年，共立项省级以上教改项目 15项，发表高

水平教研论文 30余篇，彰显了示范引领作用。 

 

（四）成果推广应用，得到社会广泛关注 

此成果应用到中高职企一体化人才培养中，在甘肃省内 15 所中职

院校参与合作，惠及学生 1300 余人，20 多所职业院校前来学习和经验

交流，均取得了良好效果。培训师资 2300 余人次，交流合作 323 场次。 

2020 年 6月，我院就业质量在全国高校就业统计工作视频会议上

作交流发言，同年 9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新闻直播间分别报道我

院就业质量工作，并接受天水电视台专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甘

肃日报》、现代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网、每日甘肃网、天水电视台、天

水在线等国内主流媒体多次对我校的人才培养经验和特色进行专题

报道，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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