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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2） 

一、企业概况 

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05 月 25 日在内江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1000 万，现有员工 1300 余人，是从

事发动机曲轴研发、制造及销售的乘用车曲轴制造企业。主要为吉利、

长安、比亚迪、日本三菱等知名企业配套。 

金鸿曲轴在长期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入了解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

之间的关系，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了独特

的品牌内涵。金鸿曲轴通过 IATF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 18001 健康安全认证；同时通过主机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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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于 2021

年 9 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内江金鸿

曲轴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并签订了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内江

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协议。 

 

 

 

 

 

 

校企共同承担起为地方培养智能制造高素质复合性技术技能人

才的重任。 

三、主要做法 

(一)突破“人社与教育”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校企跨界协同，

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 

学校现代学徒制与企业新型学徒制是由国务院倡导的中国特色

学徒制的两种形式。企业新型学徒制主要由人社部门主导，是按照政

府引导、企业为主、院校参与的原则，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

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双主体企业员工培训机制。实践证

明，有其独特育人优势。但长期以来，由于人社系统与教育系统院校

在体制与机制上的壁垒和瓶颈，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没有融合贯通。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共，打破“人社与教

育”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校企跨界协同，开展员工素质提升培训

和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如：在企业开设成人大专班，为企业开展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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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校企联合向内江市高新区人社局申请 303 名数

控磨工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培训，共同制定培训方案，开设理论、操

作技能课程 24 门。为了确保培训质量，校企联合成立领导小组，开

展教学管理、质量评价和考核制度建设，制定《内江金鸿曲轴关于新

型学徒制试点班管理及学徒考核办法》、《学徒制管理办法》等制度。

在试点中，企业对学校教学提出了特别要求。首先，要求理论课程要

与生产岗位专业知识技能需求相对接，如《数控技术基础》这门课程

要以企业生产所使用的勇克机床设计教学内容。要满足教学要求，任

课老师必须深入车间现场，实൧တ 

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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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学徒工余期间在职业技能学习园地学习 

（二）借鉴企业新型学徒制，坚持“企业本位”，促进学校现代

学徒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深化 

校企业通过共同开展新型学徒培训，提升了校企合作的凝聚力，

形成了共商共议机制，为接下来共同开展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现代

学徒制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能够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团队

组建、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等方面达成一致认识，进一步推进校企深

度融合。 

基于校企双方新型学徒培训的经验积淀，为开展现代学徒教育奠

定了基础。2020 年双方共同启动了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现代学徒

制试点的设计和规划工作，计划开展两个班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教育。

按照共育协议，双方选派精干力量组建学徒制的“教师-师傅团队”，

共同协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行教学标准修订，确保人才培养定位

精准。构建“产教联培”的人才培养模式，将课堂搬进企业里，专业

设在产业链上，首创本区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产教融合联培新模

式，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无缝对接，为

区域汽配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按照“产教联培”的现代学徒制培

养模式，学生第 1、2 学期在学校学习，第 3、4 学期以“学徒”身份

在企业“工学交替”，第 5 学期回到学校学习，第 6 学期以“准员工”

身份到企业“顶岗实习”。校企双方共同构建课程体系，将新技术应

用凝练成课程，增加人工智能导论、C 语言程序设计、智能控制技术、

智能物流技术等新课程。根据人才培养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需求，共

同制定课程标准，共同开发学徒制课程，同时将增材制造、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技术，焊接机器人、柔性线生产、多轴数控加工等工艺和工

业机器人、智能工艺装备、智能生产线等国家标准融入教学内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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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开发符合技术模块特点、适合多导师教学的模块化教学资源。以在

线课程建设为抓手，合作共建集教学与培训于一体的实践教学资源平

台，开发虚拟仿真实训项目，打造技能培训共享课程。共同推进教材

与教法改革，以企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对接 X 技能等级标准，开发活

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利用信息化、数字孪生、大数

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建立虚实结合、理实一体的一体化课堂和智慧课

堂等教学新环境。推行由理论到虚拟再到实体空间的逐步递进式教

学，助推教法改革。对课程知识点、能力点进行重构设计，依托线上

线下、翻转课堂、智慧课堂，开展多导师分工协作的“模块教学”活

动，在《智能控制技术》等课程中予以实施。在人才培养的教育链上

构建校企互动型评价改进体系，及时补充学生知识和技能学习的不

足，实现“校-企”评价到改进的双向耦合。根据实际情况，校企共

同制定“一企一策”的成本分担、利益共享机制，确保现代学徒制教

育的正常运行。 

 
图 2  举行现代学徒制学徒拜师仪式 

（三）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共建学徒制质量保障体系，为地方及

企业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产业的升级换代增值赋能 

在学徒制试点工作中，机制的建设是难点所在，校企建立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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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协同推进机制。通过共建“共管共享”的现代产

业学院，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二是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针对

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定期开展调研评估，予以改进和解决，

确保教学与生产同频共振。三是建立资源共建共管共享机制。充分利

用学校示范课程资源、企业的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源，改善教学实训条

件、师资队伍、课程资源，提高资源建设水平和育人水平。四是建立

有效的管理和绩效考核机制。校企共建实施管理小组，将任务逐条落

实到人。实施工作进度报告与反馈机制和问题解决机制，保障试点工

作按期推进。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与绩效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实

施过程和评价标准，保障试点工作质量。五是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依

托学校诊改大数据平台，完善并实施诊改工作机制，实时采集课程资

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学习成果等多维度数据，基于数据开展

实时监测预警，定期进行诊断分析，及时改进。 

 

图 3  校企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 

三、成果成效 

通过开展学徒制教育，校企合作实现了深度融合，解决了教育链

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教师的教学目的更加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更

加清晰。形成了切实可行的“产教联培”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了课程

体系，提升了教师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能力，“双师”型教师占比达

85%，建设教学资源课程 7 门，承担企业牵头的工信部科技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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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题 1 项，申报科研项目 4 项，多门课程采用多导师分工协作模块

化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善了实训教学条件。开展企业新型

学徒培训 303 人，现代学徒教育 78 人，培训和教育效果得到了企业、

学生的肯定性评价，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四、经验总结 

开展学徒制教育，推进校企深度融合，成功的关键在于机制的创

新。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让教师走入企业，让企业参与教学，形成校

企命运共同体，确保双元育人落到实处；成功的核心在于人。交替进

行员工、教师和员工、学生的角色转换，推进试点工作螺旋式上升发

展。 

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改进，首先是相关人员的工作学习

热情有待提高，热度有待持续。新的教育方式冲击着传统习惯，要适

应它必然有着一段艰辛的历程，转变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观念的转变

和行动的坚持，要做大量的工作促进思想转变，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

消除顾虑，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热情。其次是教育与生产存在时

间上的矛盾和现实效益上的消长。学校与企业表面上的诉求不同，但

长远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企业应该有人力资源需求的长远规划，

牺牲和减少当前的既得利益，为提高整体员工职业素养，打造优秀企

业文化尽职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