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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模具制造  创新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前言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国家示范院校建设过程中涉及
面最广、社会关注度和影响最大的系统工程之一。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有效地提高企业对人
才需求的满意度，如何解决职业教育和培养的人才可持续发展这些深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专业教学
团队建设负责人脑海中。要突破传统教育理念、专业顶层设计、教学机制及教学过程的运行与管理等
瓶颈，就要解决以下4个问题：（1）企业如何融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解决项目、双师结构问题）：
（2）学生如何参与工学结合过程中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校企合作解决工学结合问题）：（3）教师如
何投入到项目开发和组织管理中（校企合作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4）学生如何能形成具有承上
启下、可持续发展的从事产品开发和生产的核心综合能力（校企合作解决实训、实习基地建设问题）
。基于“现代模具制造技术"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建设，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匡l家示范
院校建设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双师结构队伍建设、实训l基地建设等核心工作，在突破模具
设计与制造专业“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瓶颈的工作中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制
定了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了面向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培养的以课程群为模块的专
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完成了该体系全部课程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构建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
知识学习与核心能力训练一体化运行平台，完成了实训中心和实习基地建设，搭建了校企合作共同开
发实训项目和共同建设教学资源的管理平台，健全了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机制和管理措施。该整
体解决方案的专业建设顶层设计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方案实施3年来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就业
率和招生成绩稳步提升，2009年该专业的学生就业率达99.8％，协议就业率达91％，在江苏省高职院校
中排名第一。该方案创新了“星期日学生工厂”，并通过探索运行和管理中各个环节难点的解决途径
，力求激活一种新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实现理论与实践融合、培
养现代模具制造创新技能人才的核心成呆。结合岗位核心能力培养的知识体系，将岗位必备的知识点
和能力点解构、重组并有机衔接，按照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建立由“一组课程+实训+一组综合实训
”组成“3331”的三层递进的课程群结构。高职人才培养的“课程群”建设，既要按照将内容联系紧
密、内在逻辑性强、属于同一培养能力范畴的同类课程作为课程群的基础，打破课程内容的归属性，
从技能培养目标的层面把握课程内容的分配、实施、保障和技能的实现，同时又要以面向岗位核心能
力培养为目标，在课程群中强化综合技能训练。课程群承载核心能力培养任务，弱化课程的独立性，
强化课程之间的耦合性，突出各课程蕴涵的技能，把围绕一个技能培养目标的、包含于若干课程中的
技能点抽象出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连贯起来，使该技能的培养随课程教学的推进而不断递进、加
深与拓展，逐步实现与培养目标的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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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模具制造、创新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按照最新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要求，根据作者
的企业经验以及对国家示范院校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建设过程的思考与实践，提出符合我国职业教育
现状和企业人才需求的“3331”创新技能人才的培养体系，建立并完善了基于课程群的“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相关的构架、平台以及资源。
《现代模具制造、创新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通过递进层次的课程群对应岗位群，即用“一
组课程+实训十一组综合实训”，解决课程改革中各种矛盾交融的难题，并建立课程、实训、综合实
训标准以及整体教学方案，给出新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成功案例。全书共6部分。
《现代模具制造、创新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适用于高职高专院校模具、数控及机械制造等
专业的教学与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供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教育行政管理的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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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滕宏春，1961年生，教授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具有多年企业工作经验的双师型骨干教师，任全国
职业教育学会模具研究会常务副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先后在沈阳至型机器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吉林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从事机械制造工艺设计、本科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学、科
研及管理工作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取
得创新性成果负责完成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国家示范专业建设、模具设计与制造省级品牌专业建设、现
代模具制造技术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模具制造工艺》省级精品课程和《机床数控技术应用》院级
精品课建设等多项教科研项目荣获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苏省
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机械部科技成果三等奖等多项奖励
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编写《模具制造工艺学》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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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专业建设目标与建设思路一、专业建设目标及三年建设总体成效二、专业改革与建设思路(
一)专业课程体系与课程改革和建设思路(二)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建设思路(三)专业教学团队建设
思路第二部分 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总体设计与建构一、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工作
思路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工作岗位任务的调研分析(一)职业技术领域的发展现状、趋势及人
才需求分析(二)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和就业岗位分析(三)专业的职业能力与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四)专业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及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总体思路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一)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构成(二)人才培养目标(三)人才培养规格(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五)方案制定与实施说明第三部
分 专业和课程标准一、专业标准(一)专业名称与代码(二)入学要求(三)学习年限(四)培养目标与人才培
养规格(五)就业面向与职业规格_(六)职业岗位(群)能力分析(七)课程结构(八)实施性教学安排(九)专业
教学团队基本要求及建设建议(十)实施要求二、课程标准(一)《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课程标准(二)
《机构设计与制作》课程标准(三)《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标准(四)《模具材料及热表处理方法》课程
标准(五)《模具零件普通机械加工》课程标准(六)《机床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标准(七)《液压与气压传
动技术》课程标准(八)《模具零件数控加工技术》课程标准(九)《冲压成形工艺及模具设计》教学标
准(十)《注塑成型工艺及模具设计》教学标准(十一)《模具CAD／CAM应用》课程标准三、综合实训
标准(一)钳工教学标准(二)车铣加工教学标准(三)《数控加工》教学标准(四)《产品设计综合实训》教
学标准(五)《产品制造综合实训》教学标准(六)《设备电气控制综合实训》教学标准(七)《模具设计综
合实训》教学标准(八)《模具制造与装配综合实训》教学标准第四部分 专业课程教学的规范化建设一
、课程作业单二、综合实训手册(一)数控加工实训(二)产品设计综合实训(三)产品制造综合实训第五部
分 专业教学基本运行机制与资源建设一、专业教学基本运行机制及保障条件建设(一)实践教学体系运
行管理模式(二)顶岗实习运行管理流程二、教学资源与实验实训条件建设(一)教学资源建设(二)实践教
学体系设计方案(三)校企合作第六部分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成效分析与创新一、改革与建设成效分
析(一)“教学工厂”形成(二)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成效分析(三)顶岗实习、毕业项目与就业对比成效分
析(四)技术服务与社会服务对比成效分析(五)各类获得奖项的对比分析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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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包括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方向、塑料模具设计与制
造方向、模具数控加工方向。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依托我院江苏省精密制造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高开特精密机械厂（校办企业）、国家数控技术实训基地在师资队伍、实验实训条件以及校企合作方
面形成的良好基础，按照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即“以模具设计与制造职业技术领域作为人才培养的
基本服务面向，以综合职业素质和能力为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与本专业领域各
方向相适应的文化水平、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掌握本专业领域基础技术知识，具备较强的实际工作
能力及熟练技能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明确了如下的专业建设目标：在专业顶层设计所形成的
清晰的课程体系框架下，以系统构建本专业具有明确能力培养目标的三个递进层次的“课程群”教学
体系及运行保障条件为核心，通过校企合作，形成工学结合特色鲜明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创新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并按照学习型教学工厂的建设目标要求致力于将建设成果打造成高职教育服务产品
，使本专业整体上达到国家级示范专业的水平，并对国内高职院校同类专业形成较强的辐射和示范作
用。2.专业三年建设总体成效（1）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被列为2006年省特色专业建设点。（2）模具设
计与制造专业2008年列为省品牌专业建设点。（3）现代模具制造技术2008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
（4）《模具制造工艺》2008年被评为江苏省精品课程。（5）专业带头人滕宏春教授2008年被评为江
苏省教学名师，2006年评为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7年获得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
第5），2009年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3），2008年获得江苏省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第
二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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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模具制造、创新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如何比较深入地开展校企合作，如何提高职
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如何有效地提高企业对选用人才的满意度，如何解决职业教育和培养的人才
可持续发展。3层职业核心能力，3组课程和实训，3组综合实训，1项企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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