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简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奖金数额 
（元） 

授 奖 
部 门 

2019 
校级教学成果奖：“标准引领、四联四

共”的机械专业职教师资高本衔接一体

化培养创新与实践 
一等奖 1 万 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 

2015 校级教学成果奖：面向高端装备制造的

机械类职教师资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一等奖 0.2 万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2013 
校级教学成果奖：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

化专业职教师资“三师型”创新人才培

养研究与实践 
一等奖 0.2 万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 

2012 

教育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职教

师资本科专业培养标准、培养方案、核

心课程和特色教材开发项目 

国家级 150 万 教育部，财政部 

2014 
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高职与

本科协同育人一体化教学标准研制 
省级 2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4 

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职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本科（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衔接专业教

学标准研制 

省级 1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8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面向新工科建设的机械专业应用型职

教师资人才多元协同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省级 2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8 

广州市高校第十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重点项目：新师范新工科背景下高职与

本科协同育人培养机械专业应用型职

教师资人才模式的改革与探索 

省级 10 万 广州市教育局 

2013 广东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师范）专业 省级 5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2017 

广东省重点建设专业，广东省高职教育

二类品牌专业：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省级 48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广东省智能装备制造高技术高技能人

才协同育人平台 省级 115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广东省机械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省级 15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6 广东省高职教育公共实训中心： 
广州工业机器人公共实训中心 省级 80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广东省高职教育实训基地：模具设计与

制造专业创新设计与 3D 打印实训基地 省级 15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4 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机械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省级 3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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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国家级教师教育创新试验区示范基地，

省级示范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 

省级 5.5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8 
2016 
2015 

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精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省级 9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3 
2014 
2017 

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数控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机械制图》、 
《数控加工工艺编制与机床操作》 

省级 40 万 广东省教育厅 

2012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 省级 - 广东省教育厅 

2016 “中兴新思杯”职教师资培养院校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 三等奖 - 

教育部高等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培养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16 广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 优秀奖 - 广东省总工会 
广东省教育厅 

2013 广东省 CAD 机械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师

生组教师单项 二等奖 - 广东省工程图学

学会 

2017 
2018 

“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

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优秀指

导教师

一等奖 
- 中国图学学会 

2017 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大赛 三等奖 - 全国“挑战杯”竞
赛组委会 

2017 第十四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

术作品竞赛 
特等奖 
一等奖 - 

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广东省委员

会 

2017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广东赛区） 特等奖 - 中国图学学会 

2018 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技能大赛 一等奖 - 
全国机械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 

2016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一等奖 - 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2   年  10 月 
完成：  2014   年  5  月 

主 
题 
词 

高本衔接；一体化培养；教学标准；协同育人；职教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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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不超过 600 个汉字） 
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智造”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大批优秀工匠，中职学校也亟

待提升职教师资的“质”与“量”来顺应工匠的培养需求。我校作为广东“职教母机”—全

国独立设置的八所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之一，担负着为中职学校培养职教师资的重任。

2012 年以来，依托高本衔接协同育人试点改革及教学标准研制等国家、省级教改项目，

本成果探索并实践了高职本科衔接一体化培养机械类职教师资人才创新体系： 

（1）以“三师能力”为核心、“分级培养”为主线，省内首批研制“两标准”：在充

分调研基础上，建构职教师资职业能力体系；以能力分级为导向，一体化构建“五基础、

三能力、一培养、五提升”的高职本科贯通课程体系；创新研制了《高本衔接专业教学

标准》和《核心课程标准》。实现了“工程师+技师+教师”“三师”能力的分级系统培养，

为高本衔接一体化培养职教师资提供了教学规范。 

（2）构建“四元共育”的职教师资协同培养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

校协同，通过本科、高职、企业和中职 “四元联动”，实现共商培养方案、共组导师团

队、共筑育人平台、共管实践过程“四共建”，形成“四元共育”的协同培养机制。 

（3）强化“三支撑”：以实践育人为导向，强化建设“工作过程导向”应用型特色教

材、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和“三性融合”特色职教师范实践教学体系，为促进专业培养

目标达成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成果应用示范性强，标准已出版并向全省推广，已在校内及 5 所试点高职院校

应用，推动了高职与本科教育的衔接贯通。改革成效显著，成功搭建了高本衔接人才

培养“立交桥”，得到省教育厅高度认可，并被《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报道。 

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600 汉字） 
2.1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高本衔接培养职教师资“无标准可循”的问题； 

（2）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不顺畅的问题； 

（3）课程内容与工作过程脱节的问题； 

（4）职教师资实践与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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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基于职教师资能力成长规律，创新研制高本衔接专业教学标准 

深入本科、高职、中职和企业开展职教师资供需调研，通过明确高职与本科的培

养目标和规格，建构职教师资职业能力体系，确定课程与能力的衔接关系，创新研制

了《高本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形成了高本衔接人才培养规范。重点基于职教师资职业

能力成长规律，以“三师能力”为核心、“能力分级”为导向、“系统培养”为主线，建

构了高职学段的五基础（数理、力学、机械设计、制造、电学）、三能力模块（制图、

数控（高级工）、双创），与本科学段的一培养（教师教育能力）、五提升模块（机械设

计、制造、自动化、双创、数控（技师）能力）贯通的课程体系，通过高职与本科知

识能力的有效衔接，实现了“工程师+技师+教师”“三师”能力的分级系统培养。有效解

决了高本衔接培养职教师资“无标准可循”的问题。 

 
（二）构建“四元共育”的职教师资协同培养机制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校协同，由本科牵头、高职协同、企业和中职参与，

通过共商人才培养方案，共组实习、毕业设计与就业导师团队，共建协同育人平台，

共同指导、管理与评价实践过程，构建了“四元共育”的协同培养机制，破解了本科

与高职、中职和企业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不顺畅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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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合工作过程导向理念，开发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和应用型特色教材 

以岗位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以典型工作过程为主线，以企业真实工作项目为载

体，对接职业标准，重构知识体系，融合知识讲授与技能训练，研制专业核心课程标

准，并开发应用型特色教材及课程资源。实现了课程内容与工作过程的有效对接，丰

富了符合应用型职教师资培养需求的课程资源体系。 

（四）突出三性融合特色，构建“两体系、三三制、四层次”实践教学体系 

以“省级实验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基地、科研平台、大学生科创中心”等产学研

协同育人平台为依托，构建“专业技术技能实践和教师教育实践”两体系、“校企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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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三导师、三证书”三三制、“综合能力、工程应用能力、创新能力、教师教育能

力”四层次培养的职教师范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性、职业性、师范性”“三性

融合”的实践育人特色，有效提升了职教师范生的职业胜任力。 

3. 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600 个汉字） 
（1）标准先行，省内首批研制高本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形成了职教师资高本衔接

人才培养规范。 

系列成果已入编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系列

丛书”《广东中高本衔接专业教学标准研制：调查与分析》、《广东中高本衔接专业教学

标准研制：职业能力分析》和《高本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形成了职教师资

高本衔接人才培养规范，解决了高本衔接“无标准可循”的问题。成果已在河源职院等 5

所试点高职院校推广应用，受益的院校数、专业数和在校生人数均居全省前列。 

（2）构建了高职与本科衔接一体化培养职教师资的新课程体系。 

基于职教师资职业能力成长规律，构建了“五基础、三能力、一培养、五提升”的

高职本科贯通课程体系，高职课程重基础、强实操，本科课程重理实结合、强创新，

促成了高职与本科课程内容、职业能力、职业证书的“三衔接”，实现了职教师资“三

师”能力的分级系统培养。 

（3）构建了“四元共育”的职教师资协同培养新机制。 

本科与 18 家企业和 16 所中职学校共建省级和校级实践基地，外聘企业专家 15 人

和中职教师 164 人，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共建协同育人平台，实施 “三三制”实践

教学模式，实现了职教师资的“四层次”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有效破解了本科与高职、

中职和企业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不顺畅等难题。 

4.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600 个汉字） 
（1）高本衔接协同育人试点成效显著，得到省教育厅高度认可。本专业于 2014

年 9 月开始陆续与河源职院、广东工程职院、广东机电职院、番禺职院、清远职院 5

所院校开设高本衔接试点班，已有 3 届高职毕业生共 197 人转段考核合格被本科录取，

录取率平均 46.8%。今年有首届本科毕业生 79 人，对中职教师职业认同感高，超过 70%

的同学未来有从事中职教师职业意愿，大大拓宽了高技能人才向职教师资升级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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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通道。 

（2）专业建设水平得到提升。获批教育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等国家、省

级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项目 27 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3 项；建设省级重

点建设专业 1 个，省级实验教学中心 2 个，省级实践基地 5 个，省级高职教育公共实

训中心 1 个，省市级科研平台 6 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4 门；出版应用型特色教材

15 部；发表相关论文 29 篇。 

（3）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得到增强。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省级奖 15 项；

获得实用新型授权 9 项，发明专利实审 5 项。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平均 95.9%，专业对

口率平均 72.7%，就业满意度高。1 人高分考取广东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4）经验推广示范效应突出。标准成果已出版向全省推广，并在 2018 年 7 月 10

日省教育厅和教育研究院组织的广东省职业教育标准研制推广工作会议上代表应用型

本科做了经验报告。项目团队牵头组织开办 2019 年高职教师国培班“新兴产业及现代

制造业高职-本科协同研修班”，促进了成果宣传与推广。重庆理工大学等多所外省高

校来访交流职教师资高本衔接人才培养。成果经验被岭南师范学院、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院校借鉴。 

（5）媒体报道。《中国教育报》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要闻版头条报道了“机械专业

高本衔接协同育人模式，破解了职教师资匮乏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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