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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部分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一）项目背景

广西中等职业学校焊接技术应用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项目名称

2020年2月12日立项时间

财政专项资金总计600万资金投入

核心专业：焊接技术应用（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方向）                
骨干专业：数控技术（数控编程）、
                 机电设备（机械装配与自动控制）、
                 模具制造

专 业 群

全面提升专业建设水平、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产业
发展能力，打造广西领先、全国一流的品牌专业群

总体目标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项目完成情况

       依托我院焊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广西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等行业学会指导下，

对接先进装备制造业主要生产岗位实际人才需求，遵循职业教育“五个对接”，把企业需求

融入专业群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构建 “产教融合、工学一体、校企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项目完成情况

       瞄准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焦焊接技术应用复合型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打造了以

焊接技术应用（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方向）专业为核心、以数控编程、机械装配与自动控

制、模具制造等专业为骨干的专业群，明确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建设任务。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2.深化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二）项目完成情况

        根据国家职业标准，以综合职业能力为培养目标，通过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将职业岗位

典型的工作任务进行课程转化，课程设计渗透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考核的内容与要求，融入技

能竞赛项目内容与要求，构建“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的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2.深化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二）项目完成情况

Ø 课程标准开发——参与完成人社部焊接加工专业“国家技能人才培养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及

课程设置方案”开发（首批、第一阶段）；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开发专业核心课程标准66个。

Ø 课程教材开发——校企合作新开发了《钢结构焊接》《管道焊接》《金属材料切

割》《焊接机器人编程操作与维护》《焊接技术（中级）》《焊接技术（高级）》

等6本教材，以及6门具有行业、企业特色的课程。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3.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二）项目完成情况

教师人数 66 22 57 31
教师总人数 69 69 69 69

本科以上学历96% 研究生以上学历32% “双师型”教师83% 高级职称45%

66 22 57 3169 69 69 69

专任教师结构比例

        秉承“校企互派、专兼结合、分类培养、重点突出”理念，落实教师分

层、分类培养计划，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打造了一支以“一体化、高技能、

专兼结合”为特征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专任教师共计69人，本科以上学历占比96%；

研究生学历占比32%

双师型教师占比83%，增量13%；

副高以上职称占比45%；高级技师占比71%

选聘行业企业兼职教师22人，技师或中级以

上职称100%，高级技师或高级以上职称64%

建设期，培养专业带头人3名；新晋正高级职称3人；新
获全国石油和化工教育青年教学名师1人、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1人、全国技术能手1人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4.夯实基础教学与实训能力

（二）项目完成情况
        校企合作共建，打造了集“专业实训、职业培训、技能竞赛、技术研发”

四位一体的高水平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

与广西玉柴机器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广西福焊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安博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西焊杰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等企业签订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协议4份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4.夯实基础教学与实训能力

（二）项目完成情况
        校企合作共建，打造了集“专业实训、职业培训、技能竞赛、技术研发”

四位一体的高水平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

“虚实结合”，有效促进信息化、混合式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5.提高教学与实习管理水平

（二）项目完成情况
        学院修订出台《规章制度汇编》，有效规范课堂教学管理、实习管理等

各项工作；通过校园信息化建设，建立教学诊改平台，有效促进了教学与实习

管理的质量改进和工作创新。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6.提升服务发展水平

（二）项目完成情况

Ø 近三年，专业群全日制招生规模稳定，年均招生539人，招生完成率达129.5%。

Ø 校行企三方合作，成功完成自动化装配及焊接产线试制并应用于广西玉柴机器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为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制造碳化塔2套。

Ø 面向行业企业与社会开展培训服务达2418人次，承接行业与社会职业技能培训收入达46.7万元。

Ø 承办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世赛选拔赛等赛项1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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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志性成果及方案任务完成情况

（二）项目完成情况

Ø 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

     自评总分432分

Ø 方案任务完成情况：

     项目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各项

指标增量明显，实现预期目标，

建设成效显著，自评得分198分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Ø 资金落实与支出情况：项目资金预算投入总额为600万元，其中财政专项投入600万元，截止到 2022年12月 

31日，实际完成资金支出为 597.95万元，完成率为预算总额的 99.66%。

Ø 资金管理水平：学院依据《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制度》建立了财务会计基本的核算体系，项目

资金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中等职业学校品牌专业建设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实行专款专用，

专项管理，预算经费的拨付、使用符合规定；项目经费全部用于项目建设，资金投入产出效果显著。

Ø 专项审计结论：具有具备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审计报告，本项目总体评价为合格。



（四）项目组织管理水平

项目建设基本情况01

A

B

C

分别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和项目建设办公室、“焊接品牌专业项目建设”工作组以及项目建设
督查组，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障。

管理机构健全

根据项目建设的要求制定《项目建设管理办法》、《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
，实现建设项目管理的科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确保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与建设质量。

管理制度健全

项目建设实行“分级管理，责任到人，过程监督”，对项目建设实行年度计划、年度总结、中期
检查和评估验收管理；对项目建设的实施过程实行全程监控，确保了项目建设质量和按期达标。

管理流程与成效



2第 部分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



主要成效一：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02

焊接技术实训基地--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生产线

        建成4个专业领域标志性实训基地，成立了产教融合工作站、企业驻

校工程师工作室，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满足“产教融合、虚实结合”课程教

学与职业培训，服务企业技术改造与科技攻关，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有效

促进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

焊接技术实训基地--企业驻校工程师工作室

CAD绘图实训室 工业智能控制实训中心

模具制造工作站VR虚拟仿真焊接工作岛



主要成效二：教研教改成果丰硕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02

Ø 科研成果方面：完成省级及以上教学科研课题6项，其中国家级课题《现代学徒制培养焊接机器人应用技能人才的研究与实践》1项、

省部级课题5项；累计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4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

Ø 教改成果方面：参与完成人社部焊接加工专业“国家技能人才培养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及课程设置方案”开发，联合行业企业共同

开发专业核心课程标准66个；编写工学一体化教材8本；开发优质课（精品课）3门；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平台1个。



主要成效三：教师成长再结硕果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02

Ø 新培养专业带头人2人，培养骨干教师6人；专任教师新晋中级

职称10人、副高职称17人、正高级职称3人；新获全国石油和化

工教育青年教学名师1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1人、全国技术能

手1人、全国技能大赛优秀教练3人、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优秀教练”、“优秀指导教师”各1人；新增一体化教师5人。

Ø 教师参加各类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省级一等

奖28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2项，其中孙虎杰老师参加2022年

“中焊杯”全国机器人焊接技能大赛获职工组第二名，获得了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

屡获佳绩，指导学生竞赛获奖40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1项、二

等奖4项，省级一等奖25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项。



主要成效四：育人质量显著提升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02

学生参加自治区级及以上级别技能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1项、
二等奖4项，省级一等奖25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项

技能竞赛
成绩

为企业培养紧缺“焊接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人才”220人；
与20多家区内外大中型企业签订订单培养协议，专业群培
养、输送技能型紧缺人才820人

紧缺人才
供给

毕业生就业率99.2%，职业资格取证率95.3%，对口就业率
89%以上，企业用人单位满意度85%，毕业生供不应求，就
业创业典型层出不穷，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深受企业的好评

毕业就业
情况

育人
成效

焊接毕业生张文彬、吴本雄代表企业参赛获奖

毕业生王健成长为广西工匠



主要成效五：社会服务典型示范

项目建设主要成效02

    与防城港、北海、百色、崇左等地企业开展合作，面向农业、农村、农民、
行业企业，以三个区级以上技能大师为引领、技术能手为核心，开展技能培
训和技术服务2418人次，实施“两后生”、脱贫攻坚技能培训成效显著

技能培训和技术服务

    承办自治区级以上技能竞赛累计达13项，区内院校来访、交流9次，区外
院校2次。承办院校经验交流现场会2次；作为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教师培训
基地开展师资培训1次。
    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成效显著，得到上级部门及领导认可，人社部汤涛副
部长、自治区副主席苗庆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邹展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钱学明等先后到校视察和调研。

承接大赛和经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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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创新点与特色



创新点与特色03
创新点与特色一：三方联动、双向赋能、产教融合，助推专业品牌打造

        在广西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指导下，

对接先进装备制造业广汽集团、玉柴集团等

企业，共签校企合作框架协议，成立了广西

工业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工作站、广西工业技

师学院企业驻校工程师工作室，充分发挥校

企优势，共建高水平专业化的实训基地、共

同开发课程教学资源、共同实施专业人才培

养，共同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助力焊接

技术应用品牌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

校行企三方合作研发装配及焊接自动化生产线，服务企业提质增效



创新点与特色二：现代学徒制与企业新型学徒制双轨并进人才培养特色鲜明

创新点与特色03

        统筹推进“现代学徒制”、“企业新

型学徒制”双轨并进人才培养，通过建立

“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的综合育人机制，师

资互派、资源共享、共同管理、校企行（政）

三方考核评价，形成具有技工院校特色的高

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两种人才的成长路径均

能统筹职教资源，服务学生（学徒）可持续

发展。 “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综合育人机制双轨并进高技能人才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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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典型案例



项目建设典型案例04

      通过项目建设，构建校企行协同产学研合作平台，

建设“产学研”联合驱动下产教融合改革路径及运行机

制，创建富有专业特色“产教融合、项目育人”人才培

养模式，促进院校与企业共同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发展体

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和加快校

企协同发展进程。

典型案例一：产学研联合促发展、产教融合育人才



项目建设典型案例04

典型案例二：推行现代学徒制校企双主体共育

           焊接机器人应用技能人才

通过项目建设，探索并构建以国家职业资格、行业标准

和社会需求为依据，生产实践活动为导向，教学内容以

岗位职业活动为主线，课程实施过程与职业活动紧密结

合、课程组织模块化的焊接技术应用专业工学结合一体

化课程体系，和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

的机制，制定学徒培养的专业标准、专业教学方案、人

才培养方案等教学文件、管理制度，推进专兼结合、校

企互聘互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企

业和我校双主体育人的有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技术技能型

人才培养机制。



5第 部分

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主要问题/改进措施05

校企合作共建专业还需进一步深入

Ø 现代学徒制试点有待进一步推进和

深化，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

和职业性还需不断强化；

Ø 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和教材工

作需要加强，专任教师的双师素质

以及从行业企业聘请专业人才和技

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的比例还需进

一步提高。

专业服务社会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

Ø 尽管焊接技术应用品牌专业建设在

与行业、企业中的合作取得了较好

成效，主动参与企业技术改造，实

施产教融合课程教学。但仍存在着

参与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不多，焊

接新技术推广经验不足，职业教育

与社会培训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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