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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25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追加 2019

年中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经费（第二批）的函（桂财教

函【2019】289号）通知，我校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获中等职业教

育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建设。学校按照《关于加强职业

教育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举全校之力投入

项目创建工作。一是认真修改完善项目建设方案和建设任务书；

二是落实项目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三是积极推进特色专业建设

项目进程；四是及时总结、推广和完善建设经验成果。 

学校高度重视项目建设，成立了由校长担任组长的项目建设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等建设小组，确保各项建设任务顺利进行。

现已完成建设任务，取得了较好的建设成效。 

一、项目完成情况及总体质量 

通过本项目建设，完善了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建成并

完善了实训基地，创新了教学情境，显著提高教学质量，打造了

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学团队，开发了核心课

程教学资源，深化了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全面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和示范带动能力，在全区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骨干、引领和辐射作用。 

建设内容 关键指标 
2017.12

统计数 

2020.12

统计数 

2017-2020

年增量 

实训教学

条件 

 

实训场地面积（m2） 800 1470 670 

实训设备总值（万元） 100 539.2 439.2 

实训室（个） 5 11 6 

标志性实训设备（台/套） 10 31 21 

实训工位（个） 205 445 240 

办学规模 核心专业招生规模（人） 147 24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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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关键指标 
2017.12

统计数 

2020.12

统计数 

2017-2020

年增量 

与基地利

用 

专业群招生规模（人） 310 322 12 

年安排实训教学课时（节） 2100 3252 1152 

年实训教学总利用量（人次） 105368 158588 53220 

校企合作 

 

合作办学企业（个） 2 7 5 

校企合作共建校内实训基地（个） 2 3 1 

校企合作共建校外实训基地（个） 9 14 5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门） 0 2 2 

订单培养（人） 30 86 56 

向合作企业送生（人） 50 236 186 

合作培训（人次） 123 851 728 

合作企业安排实习生（人次） 30 290 260 

师资队伍 

培养 

 

副高以上职称（人） 14 19 5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 6 8 2 

成立名师工作室（个） 0 2 2 

省级教学名师（人） 0 0 0 

校级教学名师（人） 0 4 4 

双师素质教师比例（%） 31.7% 63.4% 31.7% 

高级技师（人） 0 2 2 

技师（人） 5 7 2 

师资队伍 

引进 

副高以上职称（人） 0 1 1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 0 2 2 

省级教学名师（人） 0 1 1 

技能大师（人） 0 1 1 

高级技师（人） 0 3 3 

技师（人） 0 1 1 

自治区级二等奖（项） 0 1 1 

课程 开发校本教材（本）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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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关键指标 
2017.12

统计数 

2020.12

统计数 

2017-2020

年增量 

出版教材（本） 0 1 1 

校级重点建设课程（门） 0 6 6 

人才培养 

 

毕业生（人） 137 228 91 

毕业生就业率（%） 94.9 98.0 3.1 

毕业生升学率（%） 16.1 36.7 20.6 

毕业生“双证”获取率（%） 81.7% 82.0% 0.3% 

学生技能竞赛获奖（人次） 1 15 14 

省部级职业技能大赛获奖（人次） 1 15 14 

职业培训

鉴定 

培训工种（种） 3 3 0 

培训班次（次） ６ 8 ２ 

培训量（人次） 157 209 52 

获证人数（人证） 27 145 118 

获证率（%） 25.9% 90.4% 64.5% 

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个） 0 1 1 

开展技术交流和推广（项） 0 2 2 

社会服务收入（万元） 472.5 515.45 42.95 

 

 

（一）专业（群）建设完成情况 

1.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 

（1）完善和修订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大

力推进校企合作，引入企业制度文化与标准化生产线模式进入学

校实训基地。通过校企合作成立专业建设委员会、企业调研、召

开校企合作专业分析会、校企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合作

开发课程、校企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开设订单班等方式深化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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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产教融合，形成具有引领作用的“工学结合”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使就业率稳中有升。

通过调研，完成了专业群 3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2）重够课程体系。本着“实用、够用”的原则对课程体系

进行重组和整合，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突出职业岗位

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基础理论课程及内容要以应用

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专业一体化课程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

性，并加大其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课程体系。 

（3）优化教学模式。以现代学徒制为根本，以学习专业基础

知识与校内实训基地实践操作交互——顶岗实习——就业的培养

模式为具体实施内容，主要采用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模拟实训

等教学模式混合应用。 

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为一体，将学生认知能力发展和

建立职业认同感相结合；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职业能力发展

与遵循技术、社会规范相结合；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习的统一。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

体系，开发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的一体化课程，开发与一体化

教学相适应的课程资源，以过程考核为主、期末考核为辅的评价

体系。 

完成《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概论》等 3 门核

心课程的开发，每门课程包括：课程标准、教材、工作页和试题

库。 

表 1  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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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数量及名称

（2017.12统计） 
数量及名称（2020.12统计） 备注 

1 
开发校本教

材（本） 
0 

3本 

《农机使用与维护》《新能源汽

车概论》《新能源汽车技术》 

 

2 
出版教材

（本） 
0 

1本 

《中国园林欣赏》 

 

3 
校级重点建

设课程（门） 
0 

3本 

《农机使用与维护》《新能源汽

车概论》《新能源汽车技术》 

 

表 2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 

序号 开发课程名称 
2017.12是

否已开发 
2020.12 是否已开发 备注 

1 《中级汽车维修工技能考证》 否 是  

2 《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 否 是  

2.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引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

师团队，教师队伍由本校教师、外聘专家、企业一线技工组成。

依托项目，组织 3

期专业骨干教师

培训，不断提高教

师的德育工作能

力、专业教学能力、

实训指导能力，鼓

励教师在教学研

究、技能竞赛、技术服务       （图 1  农机新能源汽车技术培训） 

等方面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现专业教师共 41 人，双师型教



8 

 

师 26 人，双师型比例为 63.4%。 

 

 

 

 

 

 

 

（图 2 专家给专业骨干教师授课） 

表 3   师资队伍培养 

序

号 

师资队伍

结构 

数量及姓名（2017.12

统计） 
数量及姓名（2020.12统计） 

备

注 

1 

双师素质

教师比例

（%） 

31.7%（13/41人） 

邹艳梅、蒋跃贵、吴春

英、梁义平、陶世洪、

李海生、蒋福勇、蒙华

贞、唐福荣、伍东亮、

陆国军、江咏海、石燕

萍 

63.4%（26/41人） 

邹艳梅、周宜欣、赵鹏、蒋跃贵、韦爱

群、李翠芳、韦金爱、黎雪刚、吴春英、

陈小军、梁义平、黎超、于梅芳、班祥

东、陶世洪、李海生、蒋福勇、蒙华贞、

唐福荣、伍东亮、陆国军、江咏海、汤

凯麟、唐峥峥、石燕萍、周 烜 

 

2 
副高以上

职称（人） 

14人 

韦爱群、陶世洪、蒋跃

贵、吴春英、蓝金良、

蒙华贞、伍东亮、蒋福

勇、唐桂秀、江咏海、

韦金爱、唐福荣、 

秦水辉、黎雪刚 

19 人 

韦爱群、陶世洪、蒋跃贵、吴春英、蓝

金良、蒙华贞、伍东亮、蒋福勇、唐桂

秀、江咏海、韦金爱、唐福荣、秦水辉、

黎雪刚、陆国军、班祥东石燕萍、汤凯

麟、周  烜 

 

3 

硕士/研

究生以上

学历（人） 

6人 

陶世洪、吴春英、蓝金

良、伍东亮、蒋福勇、

黎雪刚 

8人 

陶世洪、吴春英、蓝金良、伍东亮、蒋

福勇、黎雪刚、魏莹敏、班祥东 

 

4 

成立名师

工作室

（个） 

0个 
2个 

校内名师工作室、校外名师工作室 
 

5 
校级教学

名师（人） 
0 人 

4人 

韦爱群、江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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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燕萍、班祥东 

6 
高级技师

（人） 
0人 

2人 

江咏海、廖吉勇 
 

7 技师（人） 

5人 

李桂中、许坤南、陈小

军、蒋太华、蒙华贞 

7人 

李桂中、许坤南、陈小军、蒋太华、汤

凯麟、陆国军、蒙华贞 

 

表 4  师资队伍引进 

序号 师资队伍结构 
数量及姓名

（2017.12统计） 

数量及姓名（2020.12

统计） 
备注 

1 副高以上职称（人） 0 
1人 

李鲲 
 

2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 0 
2人 

李鲲、秦国锋 
 

3 省级教学名师（人） 0 
1人 

黄卫萍 
 

4 技能大师（人） 0 
1人 

欧继宏 
 

5 高级技师（人） 0 
3人 

李鲲、龙桂成、李卓 
 

6 技师（人） 0 
1人 

刘波 
 

3.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 

（1）成立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和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校企

合作工作组，健全校企合作管理机制，制定完善了《校企合作管

理办法》、《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校内外实训基地管理

办法》等制度，与桂林雁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等 14家企业校企合作新建校外实训基地 、与桂林市邓民汽车

修理厂校等 3 家企业共建校内实训室基地，形成了“专业共建、

学生共管、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的长效运行机制。建立校企合

作机制，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引入企业制度文化与标准化生产线

模式进入学校实训基地。 

（2）全面提升面向社会的服务能力 



10 

 

我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利用本校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

的资源设备，服务当地乡村，为当地乡村振兴作出贡献。为更好

的服务当地新农村建设，我校农机专业，培训中心联合企业、基

地深入基层，下乡指导，为农户技术提升和后续的经济生产发展

提供了强力的支持。培训人员达 2908人次。 

 

（图 3 高素质农民培训） 

    

（图 4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培训） 

（二）实训基地建设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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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备安装及运行情况 

本项目硬件设备的采购工作于 2019 年  7 月份开始进行考察、规划、

设计和制定采购方案，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招投标工作，从 2019 年 12

月份开始，设备陆续到位并投入使用，总共建设实训室 6间，并

投入正常使用。 

表 5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实训室的组成 

序号 组成 主要设备 负责人员 

1 
现代农机服务

中心实训室 

拖拉机、割草机、油锯、挖坑机、绿篱机、剪叉式

升降机、喷雾器、微耕机、插秧机 
刘运德 

2 
新能源技能竞

赛实训室 

智能 E考试系统、比亚迪 E5整车、故障诊断仪器、

冷却液回收与加注机、交流充桩（枪）、车辆检测

电气台、动力电池管理系统智能实训台、交直流充

电智能实训台 

 

3 
比亚迪 E5 分控

联动实训室 

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及管理系统训练台、纯电动汽

车高压电控总成训练台、纯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训

练台、纯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训练台、纯电动汽车

电动空调系统训练台、纯电动汽车电控助力转向系

统训练台、车身电气系统训练台、智能教学系统

V1.0 

李桂中 

4 
电驱动系统实

训室 

电驱动系统智能实训台、纯电动汽车电机与变速器

解剖运行演示台、插电式混合动力驱动系统解剖运

行演示台、永磁同步电机拆装实训平台、纯电动汽

车变速箱拆装实训平台、异步电机拆装实训台、轮

边电机拆装实训台、直流无刷电机拆装实训台、高

压电控总成拆装实训台、智能教学系统 V1.0 

周玉辉 

5 
VR虚拟现实实

训室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拆装与检测系统（VR）、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拆装与检测（VR）、VR图形工作

站、VR高清头显套装、86寸智能教学终端、 

李阳洋 

6 信息化实训室 
电脑、投影机、多媒体、交换机、打印复印一体机、

机柜 
蒋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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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配置的合理性及购置的经济性 

（1）设备配置的合理性 

设备配置以专业核心技能实训为核心，以拓展能力实训为辅，

可同时服务园林技术、汽车维修及其他专业的教学，在设备配置

和实训室设置上，实训基地的建设由专业老师与企业共同进行规

划设计，紧密与行业联系，将实训室建设与校企合作建设融合起

来，不断完善实训室的各项功能。一方面满足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

实践，同时填补其实训条件空缺的局面, 满足现代农机专业的实践

教学需求，添设讲操结合的实训条件，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功能。

另一方面突出当前技术发展趋势, 例如企业教学的引入，方便专

业实践教学的开展及技术引领。从以上建设内容上看，基地建设

既满足专业实践教学功能，又能为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对应填补基

地实训功能的空白；既有信息技术手段的建设又有高新技术的引

入，为基地起示范带头作用。 

（2）设备购置的经济性 

设备采购通过政府采购招标完成，保证了采购的公平、公开、

高效和廉洁，同时保证购买设备的经济性与合理性，设备购置价

格基本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整个过程，保证采购的公平、公开、

高效和廉洁，使购买设备的经济性与实用性达到最佳性价比。 

3.实训基地管理与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按照中等职业学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管理要求的

相关文件，制定了一整套实训基地的运行管理制度。安排人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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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负责实训基地的管理，并配备了实训基地专职管理人员，负责

实训基地所有实训场所管理及实训设备的日常维护工，确保实训

设备有效运行。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一）资金落实情况 

本项目预算投入资金为 5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500 万元（自

治区财政资金），其中：实训基地建设实际到位资金  390 万元，

师资队伍建设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课程建设 实际到位资金 110 

万元，到位率 100%。 

（二）资金支出情况 

1.预算执行与批复的相符性 

项目建设前都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论证，在设备采

购过程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的程序，该项目预算 500 万元，批复

资金 500 万元，以预算的执行和预算的批复基本相符。 

2.实际支出调整的合理性 

实际支出的调整主要是建设项目内容的局部调整，所有的支

出调整遵循实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原则，经过组织实施及政

府采购，该项目实际支出金额为 496.7890 万元，节约资金为 3.211

万元。整个项目财政拨款经费按预算执行进度完成 100%。 

3.实际支出与财务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符性  

该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任务书的预算项目进行使用，符合财

务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1）项目资金已全部纳入学校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实行专

款专用，专账管理，资金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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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入政府采购的支出项目，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采购。  

（3）项目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按照国有资产管

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三、项目组织管理水平 

（一）管理机构的健全性 

1.成立机构 

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的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对建设项目

进行统筹规划、统一指挥。下设项目建设办公室、项目建设资金

管理小组、项目建设监督小组。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建设工作的

具体落实和日常检查；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小组按要求管理项目资

金，专款专用，严格审核项目资金的使用；项目建设监督小组监

督项目建设进展及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明确分工及责任制，狠抓

落实。严格实行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建设资金合理、合法、合规

使用。依法依规做好设备招投标及物资采购工作，强化过程监督 

2.机制保障 

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项目建设方案，组织

专家充分论证，规范项目建设的制度管理体系和工作流程，各工

作小组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开展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文件要求，制定了《广西桂林农业学

校项目经费使用实施细则（暂行）》。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将项目

完成情况作为考核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重要指标。加强项目建设

过程的宣传与公开，定期将项目建设进展、资金使用情况在网上

公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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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每月进度汇报工作制定，要求每个月 5 日前各小组要

汇报建设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项目办公室每月要向学校汇报资

金支付进度，加强监督。绩效挂钩，激励促进。把达标建设项目

纳入学校的重中之重工作。成立了组织机构，制定了实施方案，

工作分工，职责明确，并把工作职责与绩效挂钩，奖惩分明，对

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小组成员予以奖励 200-500 元，对不按计划

完成任务的小组成员，按责任大小扣 200-500元不等。 

（二）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操作性 

学校狠抓实训基地的制度建设，在实训教学中做到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明确了实训室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制定了《农机实

训教学设备管理条例》、《实训室仪器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农机

新能源动力实训基地管理制度》、《现代农机服务中心实训室管理

制度》、《信息化实训中心管理制度》、《学生上机实训制度》、《学

生实训管理制度》、《实训指导教师岗位职责》，做到制度管人，可

操作性强。 

（三）组织实施的情况及项目管理水平 

学校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子项目的建设状况、建设进

度、建设质量进行绩效考核。对于考核成绩突出、效益显著的项

目建设小组、个人，学校予以表彰和奖励，对于影响项目正常建

设和验收的部门、项目建设小组、个人，视后果给予相应的处罚。 

项目日常管理实由建设办公室负责的管理模，项目重大问题

的决策由校党政领导班子审核通过。实训基地的每个实训基地配

备专门人员负责管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训基地合理

配备一定数量的 “双师型”实训教师。为学生提供实训服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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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加强调研，及时掌握农业机械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先进的办学

理念，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修订专业群人才方案。建立既符合学校

专业实训教学，又适应对外培训服务的现代化管理模式。 

四、项目效益 

  （一）对学校专业建设的作用 

示范特色专业对学校专业建设的作用有：一是增加了教学设

备，增加了 6个实训室，实训工位增加了 170个，增加了学生的

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图 5  现代农机实训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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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农机新能源动力实训车间） 

 

 

 

 

 

 

 

 

 

 

 

（图 7 信息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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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利促进招生，专业招生规模逐年增加。核心专业 2017

年招生 147人，2020 年招生 248人，增长了 68.7%；专业群 2017

年招生 310，2020 年招生 322人，增长了 3.9%。三是辐射到学校

其他专业，起到引领作用。 

表 6  专业群招生规模 

序号 专业群相关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2017.12

统计） 

招生人数

（2020.12

统计） 

备注 

1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147 248  

2 汽车运用与维修 137 54  

3 园林技术 26 20  

合计 310 322  

（二）实训设备利用率 

深化实训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实训设备利用率。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技能操作技术的训练，要求实施理实一体化教

学，实训设备得到了充分利用，大大地提高了实训设备利用率，

现在设备的利用率基本上到 100%。 

 

（图 8 现代农机实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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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农机新能源动力实训教学） 

  表 7  核心专业相关实训室年实训教学总利用量（人次） 

序

号 

核心专业相关实训室名称（地

点） 

2017年实

训教学总

利用量 

2019 年秋

-2020 年春

实训教学总

利用量 

备注 

1 汽车维修车间 59602 76692  

2 钳工实训室 7452 11160  

3 加工中心实训室 20196 41416  

4 数车实训室 4302 9036  

5 普车实训室 13816 20284  

合计 105368 158588  

（三）实施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情况 

依托实训基地增强学生的实训教学，教学能力和水平得到很

大的提高，学生操作技能得到了提升。坚持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培养既懂得理论，又能从事实践操作的技能型人才。专业群毕业

生人数为 2017 年为 137 人，2020 年为 228 人，增长了 91 人；双

证率 2017年为 81.7%，2020年为 82.0%，增长了 0.3%。 

（四）职业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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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除承担校内学生正常实训以外，还承担部分技能鉴

定项目培训，采取短期培训方式，培训人次达 209 次，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 

表 8  职业鉴定培训量（人次） 

序号 培训名称 
2017.12培

训量（人次） 

2020.12培

训量（人次） 
备注 

1 汽车维修工 144 181  

2 数控车工 0 17  

3 农作物植保工 7 11  

4 花卉园艺工 6 0  

合计 157 209  

（五）科技创新情况及成果 

项目建设以来，专业业务水平得到全面提高。获 1 项 2019年

广西职业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学生技能大赛得到显著

提升。教师获 2019 年广西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技能大赛“车身修复

（钣金）”项目二等奖、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

赛广西选拨赛三等奖。学生获 2019 年度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技能大

赛“爱夫卡杯”商用车检测与维修技能大赛获二等奖 1 人、三等

奖 1 人等。  

 

 

 

 

 

 

图 10  教师参加技术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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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  

（六）示范辐射作用 

1.服务当地农业生产，为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和技术

保障 

对接当地经济发展，按照农业机械产业专业群的技术服务，

有效支撑人才培养。开展 5个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培训鉴定 640

人次，获证率 95.01%，为区域经济建设输送了一批合格的技能型

人才。发挥专业教师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优势，派出了 2 名专业

骨干教师担任桂林市地区的农机维修企业技术顾问；开展技术培

训 16 次、技术指导 22 次、完成培训 118 人次，推广现代农机操

作等 2项技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服务了当地农业生产，

为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和技术保障。 

2. 辐射同类学校农业机械与维护专业发展 

接待了广西桂林商贸技工学校、广西梧州农业学校等兄弟院

校同行前来学习交流。通过举办实训教学研讨会、参观实训基地，

加强专业建设学校交流，发挥了专业群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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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同类学校交流学习） 

3.辐射引领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行业的发展 

学校成为“全国机械行业商用车产教联盟广西分会的理事单

位”，积极参与全区农机商用车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农机

商用车岗位需求与职业院校技术人才的接轨，实现农机商用车产

业链与职业教育链的深度融合。 

 

 

 

 

 

 

 

（图 13 全国机械行业商用车产教联盟广西分会的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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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管理和功能发挥的其他典型经验  

（一）逐步完善切合农业机械行业特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课程设计紧密结合农业机械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在项目建设

期间，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对整个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和

思考，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将企业工作岗位的任务进行分类与整

合，并归纳出每个行动领域的典型任务，以此来设计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实施中，对传统的知识体系结构，根据工作过程的顺序

重新进行整合。课程中的学习情境、案列都是取自于实际工作岗

位上的任务。让学生学习完一个学习情境或案例，能对整个工作

过程的各个环节有更全面的了解，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锻炼学

生的职业能力。以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项目教学，学生能在顶

岗实习期间就能独自动手解决一些实际性的工作问题，缩短了毕

业生在工作岗位上融合的时间。  

2.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内容较为全面、前后一致性较强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过程中，对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进行

全面思考，通过广泛调研，校企共建，产教融合，考虑到终身学

习，切实可行地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极大提高人才培养方案

的实施效果。  

3.对“校企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项目建设前，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对“校企合作、工

学一体化”的认识不够深入，校企合作基本停留在企业为学生提

供实习岗位，专业教师“走出去”的意愿不强，缺乏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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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制订的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理念树立

“校企合作、工学一体化”的思想，在人才培养方案的每一项内

容中渗透了企业的要素。从课程体系设计来源、课程内容、教学

实施、师资要求、实践教学条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并

针对农业机械行业特点，提出校企合作的方式。  

（二）深入实践基于“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改革  

基于“工学一体化”的课程开发，必须与基于行动导向的教

学实施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专业在长期教学实践基础上，逐渐摸索出“以工作任务为载体，

以行动过程为导向，以学为主教相辅”的“工学一体化”教学模

式，对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实施给出了完整的方案，在教学实践

中不断的完善，取得一些经验和成效，对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

业课程的教学实施有示范作用。  

（三）发挥农业机械化优势，服务当地乡村振兴 

对接当地经济发展，按照农业机械产业专业群的技术服务，

有效支撑人才培养。开展培训、推广现代农机技术，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作用，服务了当地农业生产，为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提供

人才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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