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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共建背景

长春轻轨线路图（总里程48公里）

2002年14.6公里

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

2020年开通4条线路，运营里程达
179公里，2050年，开通7条线路，
运营里程达256.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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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培养协议 订单学生在工作 合作共建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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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企共建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三、校企共建师资队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校企共同考核评价，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五、学徒培养初显成效，助力企业发展提升

二、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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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专业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1]



专业招生的时候，联合企业对考生进行

面试，合格才能录取

招生即招工

顶岗后就业

顶岗实习前要接受专业和企业的双重

考核，顶岗实习考核合格即可进入企

业就业

1.改革招生就业形式，实施招生即招工，顶岗后就业

一、校企共建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单独招生

普通高考
招生

企业面试

合格
签订协议
企业学徒工

在企业就业

考核
合格

专业与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联合实施招生即招工，顶岗后就业



2.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学徒）培养方案

专业

• 培养目标

• 培养规格

企业

• 企业需求

• 学徒岗位

人才培养方案

学徒培养方案

交替实施

一、校企共建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一线
关键技术岗位技术技能型

人才

车辆维修、车辆驾驶、供
电设备维修、信号设备维

修



3.创新学生、学徒、员工三位一体，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三位一体
专业与企业联合，通过协议的形式，

确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同时是企

业学徒、企业员工，具有三重身份

一、校企共建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徒

学生

员工



3.创新学生、学徒、员工三位一体，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

基础理论知识

基础技术技能

第一学年

专业基本理论

专业基本技能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专业理论

专业技能

第四学年

岗位专项技能

一、校企共建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认识实习
等企业课程

认岗实习等企
业课程

跟岗实习等企
业课程 顶岗实习

工学交替



认识实习

4.采用一师多徒、一徒多师、一师一徒等形式组织教学

岗位1师傅

岗位2师傅

岗位N师傅

岗位3师傅

徒弟专项岗位师傅

岗位师傅一师多徒

跟岗实习一徒多师

一师一徒 顶岗实习

学徒1组

学徒2组

学徒3组

学徒1组

学徒2组 学徒3组

学徒N
组

学徒N
组

学徒1组 学徒2组

学徒3组

一、校企共建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共建课程体系
优化专业教学资源[2]



1. 构建“学校课程+企业课程，理实并行、校企互通”的专业课程体系

二、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学资源

认识工作内容
（认岗实习）

与师傅协作完成工作内
容（跟岗实习）

独立完成工作内
容（顶岗实习）

基于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车辆检修工、列车驾驶员、机电设备维修工等岗位的工作流程



1. 构建“学校课程+企业课程，理实并行、校企互通”的专业课程体系

学校课程

基础理论

专业理论

核心理论

企业课程

基础技能实训

专业基本技能
实训

岗位技能实训

二、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学资源

认识（岗）
实习

跟岗实习

顶岗实习



2.改革课程的教学内容，共建企业课程

教学
内容

车辆列检、定
修等行业企业

标准

车辆钳工职业
技能标准

高压电工职业
技能标准

以企业典
型工作任
务为载体

例如：轨道车辆检修课程

长春轻轨车辆结构

长春轻轨的检修内容和
检修工艺流程

二、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学资源



协助企业建设轨道车辆检
修、车辆实验与驾驶、信
号设备检修等8门企业课
程。
并制定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等24
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

2.改革课程的教学内容，共建企业课程

二、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学资源

◎生产标准

• 生产流程

◎考核标准

• 教学流程



3.发挥校企优势，共建优质教学资源

中心设备包含由企业提供的长春轻轨车辆设备、信号设备及供电设备等实物，以及学院购置的模拟驾

驶设备，车辆电气等设备，共有车辆模拟驾驶、车辆电气维修等16个实训室，创建学徒实践教学环境

模拟驾驶实训室 学员机驾驶实训室 行车调度实训室 车站控制实训室

城市轨道交通实训中心

二、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学资源



3.发挥校企优势，共建优质教学资源

二、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学资源

长春轻轨车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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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挥校企优势，共建优质教学资源

二、校企共建课程体系，优化专业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课件 模拟仿真教学软件

校企合编的教学、培训教材

网络课程

5 3 8

8本校企通用教材

建立全方位、信息化、校企共用的教学培训资源



校企共建师资队伍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3]



企业学校

专业带头人

课程负责人

专任教师

双导师
专业带头人

课程负责人

兼职教师

专业聘请了长春轨道交通集团的分公司经理、段长、班组长、技术能手等69人为兼职

教师，承担带徒、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技术研究等工作

企业兼职教师

三、校企共建师资队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校企双带头人

每门课程均由校企双负责人
共同完成课程建设和教学实施

1.通过双导师制建设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技师工作室

技
术
改
造

产品研发

企业实践维修段

乘务段机电
公司

三、校企共建师资队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专业教师针对企业设备完成《手动
缓解泵的自动化改造》等项目3项

教师工作站

聘请5名技术能手为工作室成员

2.通过教师工作站和技师工作室，促理校企人员交流



双向流动

教研活动进企业工作现场

企业师傅研讨课进校园

三、校企共建师资队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定期到学院进行讲座和研讨，参加专业的教研活动，通过双向流动的形式，提高专任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兼职教师的执教水平，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2.通过教师工作站和技师工作室，促理校企人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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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同考核评价
提高教学管理水平[4]



岗位标准

车辆检修岗位标准、驾驶员岗位标准、
信号设备检修岗位标准等8个岗位标准

管理制度

学徒实训奖惩制度、学徒实习考核制度
等4个管理制度

四、校企共同考核评价，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操作规程

车辆定修、受电弓保养、制动系统保养、
车门调整等12项



学生

自我评价

教师

评价

企业师傅

评价

学生学业评价标准

四、校企共同考核评价，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改革学校自主考评的评价模式，形成校企共同为评
价主体，理论与操作考核相结合的考核评价制度

工作

业绩

考核点
出勤率

工作效率

操作流程的学习效果

生产操作的熟练程度

工作的态度

与同事的合作态度

遵守企业和学校的管理制
度情况

对企业的贡献

……



职业技能鉴定

• 以证代考，检验学徒岗位技

能掌握情况和专业教学质量

形成多方多元的考核评价机制

企业技能比武

• 参与企业定期技能比武，成

绩计入课程考核

毕业生跟踪调研

• 通过第三方对毕业生跟踪调研

广泛听取社会对学生的评价

四、校企共同考核评价，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学徒培养初显成效
助力企业发展提升[5]



连续5年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学院，
持续推进现代学徒制实践探索互信

互助

共赢

学院已为企业输送毕业生700余
人，另有300人在企业顶岗实习

严格培养、严格考核，学徒成为
企业的中坚力量

校企合作

五、学徒培养初显成效，助力企业发展提升



五、学徒培养初显成效，助力企业发展提升

学徒

2012年走上岗位的孟

宪超、陈勇现分别担任

运营四公司维修段车辆

保养班和定修班班长

学徒迅速成长

学徒王景超在车辆缓解救援技

能比武中连续2次获一等奖



学徒已在岗位独立工作，或成为下批学徒的师傅

学徒王帅在调整车门

王帅在企业运营高峰时期，达

到每天调整8个车门的工作强度。

五、学徒培养初显成效，助力企业发展提升



扩大学徒制的专业及人数

• 探索体制建设

• 双主体育人的长效机制

学徒韩计、马志强等人已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

五、学徒培养初显成效，助力企业发展提升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助力企业发展提升
• 加大资金投入，开发资源

• 加大人员互聘交流，确保人才质量通过现代学徒制培养，确保了长春市城市轨
道交通的顺利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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