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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 

——共建共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创新“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陕西工院”）前身为创办于

1950 年的国家级重点中专——咸阳机器制造学校，1999 年经教育部

批准改制升格为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2010 年与陕西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陕西工院。 

学校在 70 多年的职业教育探索实践中，先后被评为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机械行业校企合作与人才培养优秀

职业院校、全国机械行业服务先进制造高水平骨干职业院校。2011

年被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9 年

跻身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并入选教育部、财政部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 A 档。孙春兰副总理来校视察时，

对学校良好的办学业绩和鲜明的办学特色给予充分肯定，为示范引领

西部高职教育实现追赶超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1.1 陕西工院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高水平专业群 

陕西工院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群由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智

能焊接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机电一体化技

术 5 个专业组成，其中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作为中国特色高水平

专业群的核心专业，自 1950 年建校时开办至今已 70 多年，办学历史

悠久，积淀深厚。专业先后获评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国家示

范专业、全国职业院校装备制造类示范专业、国家骨干专业、陕西省

一流专业、陕西省重点建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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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训条件 

专业群现有 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材料成型综合实训基地、模

具数字化加工与制造中心、智能焊接技术实训基地、理化测试与质量

检验实训基地、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智能成型创客工坊等综合性

实训场所，同时拥有 21 个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和顶岗实习基地。其

中，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投资超 7000 万元、占地面积约 4000 ㎡，

实训基地引入 5G 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理念、新标准、新技

术，建成包括 3DP 智能成型生产线、工业机器人、智能加工生产线、

自动化检测设备、虚拟仿真中心、增材制造设备等各类设备百余台/

套，可实现产品数字化设计、3DP成型制造、数字化加工及自动检测、

智能焊接等十多种项目的实训教学。2022 年 8 月，教育部部长怀进

鹏来校调研时对 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的建设表示了充分肯定，同时

指出在校企合作中，学校与企业要在技术装备上保持同步，实训基地

的设备要能应用于实际生产一线，学生所学的技术一定要与产业最先

进的技术保持一致。 

（2）师资队伍 

专业群现有专兼职教师 55 人，其中教授 10人（二级教授 2 人），

副教授 23 人；具有硕士学位以上人员 42 人(博士 8人)。拥有全国机

械行业先进制造名师教学团队 1 个，省级创新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

队 2 个；全国优秀教师 1 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1人，机械行业领

军人才 1人，省级教学名师 4 人，省级职教名师 1 人，省优秀教育工

作者 1 人，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1人，7 人次担任省级以上专业学会

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同时，引进西安交通大学卢秉恒院士、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高凤林、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军、陕西省首席

技师张新亭、陕西省省级技能大师卢辉、全国技术能手付浩等高水平

智囊团，为专业群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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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科研水平及技能竞赛 

主持建成“国家职业教育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1 个，资源总量达 2.1 万余条；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陕西

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5项，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1个；建成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门，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门；

获评国家“十二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5 本。 

近三年在科研能力提升方面持续发力，主持建成我校首个陕西省

高校工程研究中心和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基金项目 2项，并顺利助推我校成为国家自然基金依托单位；主

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3 项，厅局级科研项目 6 项，各级学会协会项目

30 余项。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EI 论文 13 篇，核心论文 30

余篇，获厅局级优秀论文奖 2 项，省级学会优秀论文奖 3 项；授权发

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9 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2 项，主持或

参与国家教学标准 7 项；成果转化 17 项，其中柔性玻璃纵向科研经

费 174 万，横向经费到款 255 万，专利转让 13.6 万，为企业技术服

务实现经济效益 4300 万元。 

在学生技能水平、创新能力方面持续突破，近三年获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2项，荣获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金奖 1 项、铜奖 3 项，省赛金奖 4

项、银奖 6 项、铜奖 4 项；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铜奖

1 项、省赛金奖 1 项。 

（4）校企合作基础 

依托全国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职业教育集团，与 54 家国家骨干

企业共建共享行业人才培养基地、技能人才培训中心 9 个；与共享、

法士特、西部超导、秦川机床、宝钛集团、陕柴重工、陕压重工、天

成航材、摩尔石油、西安增材院、勃力模具等 150 余家单位建立了长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16/s255/202203/W020220318633969815597.docx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16/s255/202203/W02022031863396981559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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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已通过订单班等形式实现 2000 余名学生高质

量就业，学生就业率始终在 96%以上，学生质量得到单位一致好评。

与共享、西安增材院、天成航材、西部超导等企业签订校企协同育人

协议，通过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新型活页式教材及典型数字

化教学资源，实现人才技能需求的精准培养；通过聘请企业资深专家

进课堂、选派优秀学生赴企业实践学习等，将企业真实案例、真实生

产环境导入到教学环节，探索产教融合育人新模式。 

1.2 公司介绍 

（1）企业概况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享装备”）始建于 1966

年，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实现铸造产业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为己任，积极践行“数字化（智能化）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制造，

效率倍增”的转型升级方针，在铸造 3D 打印、“互联网＋双创＋绿

色智能铸造”领域已经实现引领和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目前已发展成

为我国铸造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公司业务范围涵盖

高端装备配套的关键基础零部件、工业级铸造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

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与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

门子、日本马扎克、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电集团等 50 余家行业

龙头企业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关系。 

（2）实力与规模 

共享装备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建工程实验室等

13 个创新平台，累计授理专利 2700 余项、授权专利 1200 多项，荣

获中国专利银奖、优秀奖共 5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2项，科技重大突

出贡献奖 1 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 2 项，科技进步奖 21

项，承担国家级项目 25 项，先后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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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先进集体。 

2008年开展数字化转型，组织 200余人的专业团队，投资 10多

亿元，探索实践“3D 打印、机器人等创新技术＋绿色智能工厂”的

铸造转型升级之路：攻克了铸造 3D 打印材料、工艺、软件、设备等

技术难题，研制出大尺寸高效率铸造砂型 3D 打印设备，建成全球首

个万吨级铸造砂型 3D 打印数字化工厂。目前，公司已牵头建成国家

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已在全国建设 6 家分中心），成为智能制造

（铸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具备生产世界顶级大型铸铁件、铸钢

件及高端装备零部件的能力：突破了重型燃气轮机缸体零件制造技术

瓶颈，实现了批量生产，累计为上海电气、通用电气、西门子等提供

重型燃气轮机缸体 2500 余套；解决了大型水轮机叶片制造难题，实

现进口替代，助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累计为东电、哈电、福伊特等

提供叶片 2000 余张，为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等国家重

大工程提供了 30%以上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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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参与办学情况 

2.1 校企合作背景 

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

期，随着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产

业链延伸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企业普遍对适应新业态下的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求贤若渴。职业院校作为我国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渠道，

亟需解决如何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能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技

能人才的难题。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

出“推动建设 300 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2021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与教育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型

企业名单》，要求“推进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优化完善、深入落实产

教融合整体工作方案”。从国家相关政策中看出，建设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对充分调动企业参与教育教学的积极性，促进技术技能人才供需

对接，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推

进人才培养的工作格局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实验实训设备与企业实际生产设

备对接不强、校企合作力度不足、资源共享深度不够、合作运营模式

不清、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导致校企合作融合度欠深

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相适应，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提升。

陕西工院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高水平专业群针对上述问题，通过与共

享装备等产业链龙头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共建共享融 5G、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高水平实践教学基地，提高专业群产、教、

研、培建设水平，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推进人才培养质量持续稳

步提升。 

https://www.so.com/link?m=b2BESdcuPyAeeuDam67woydWzXR20f/MvdOA3VT4qID004Nee5gOxL7az+UOZPSrwSNXGeX8Itb4g0zDR3pgSugSUg3BrZ6X7zKkXFNJ4ru9RSJQWvv65ZDMQnhHni2LqECrvWNtkH9zaQvSaoQ/6mnBObMWYVBEpGMgNrSEFaaEvOmtDOI07652Oq9rgYt7oRbFhmtNKaHyoLZ9SMhF1Mqv3YHVPx8t0RV11eUH0inX3hFesEucvtk0kJwEldiJBn2Vfi0M1L1YG3pI6Yul/2o4ZghSNGjH81iK4M9gh5aSKJn/aBdqs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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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共建共享实践育人平台，构建实训基地建设新模式 

陕西工院和共享装备以“学校+企业”的产教融合方式，共建共

享“四化一体”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

创新实训基地建设和运营模式，共享教学资源，共用师资队伍，优化

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合作初期，本着“引领行业进步，实现制造强国”的共同目标，

进行了数十次高质量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彼此认同，增进了互信

友谊；围绕学校意欲打造高水平校企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夙愿，双方

坦诚交流、共商良方，持续迭代优化建设方案，2019年双方签订“智

享计划”，拉开了合作序幕；紧贴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问题，双

方协同构建共建共享的实训基地建设与运营新模式，打造价值共识、

利益共生、责任共担、人才共育、发展共赢的校企命运共同体。 

双方针对共享智能铸造解决方案和共享数字化管理系统等综合

性问题进行多次深入交流，对铸造砂型 3D 打印机的运转状况及智能

铸造工艺路线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沟通。2019年 12 月，刘永亮院

长一行调研共享银川生产基地及总部研发基地，并与共享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刘永亮院长表示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开放共享、推动产业生态升级”的发展理念与自己一直以来对“双

高”院校建设的思路和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群及实训基地建设方

案的构想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双方应积极推动教育与产业精准对

接，跨界深度融合，围绕“一个目标、两线融合、三条主线、四级产

教融合集成创新链”开展“五个示范层面”的合作，共同服务于制造

业绿色智能转型；相信在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必将提高

专业群产、教、研、培建设水平，打造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典范，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共享装备董事长彭凡指出，双方应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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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理念下不断提升合作高度和深度，真正将合作内容落到实处，助

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图 1  陕西工院与共享装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专业群聚焦“两机”关键零部件智能成型，基于铸造行业转型升

级，引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先技术，以“研学用一体、产

训培结合”的建设思路，与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打造“五化（智能化、绿色

化、迭代化、集成化、市场化）一体”的“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

创新“五化一体、六共协同”实训基地建设模式，有效促进人才培养、

真实生产、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创新创业“五方”长效发展，为中

国产业走向全球高端提供智能成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图 2 “五化一体、六共协同”的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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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投入 

3.1 共建共享“五化一体”实训基地，共推产教深度融合 

为了搭建以培养智能成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主，兼具技术研发、

创新创业、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新型产教融合平台，我校与共享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按照“对接前沿、共建共享、强化内涵、产学并举”思路，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开展校企深度合作，我校投资 4195 万元、共

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000 万元共同投资引进先进制造设备，协

同建设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迭代化、市场化、集成化“五化一体”

的 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 

 

图 3  “五化一体”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投资建设框架 

（1）智能化：采用领先的物联网、智能化技术，建设软硬件高

度集成的全流程虚拟制造系统，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性。 

（2）绿色化：利用 AGV 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解决物流问题、利

用热法再生等降低污染物、通过虚拟设计等缩短生产周期，实现安全、

高效、低能耗绿色铸造新模式。 

（3）迭代化：针对 3D 打印、桁架机器人等硬件智能装备和全流

程虚拟制造系统、MES 系统等软件系统，根据教学和生产需要，进行

更新迭代，实现新一代智能成型业务全面协同和动态优化，确保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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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处于最新的技术状态。 

（4）集成化：以工艺集成设计为龙头，以成型智能单元为支撑，

实现制造过程的自动化、网络化、信息化、自动化发展。 

（5）市场化：依托先进设备，承接企业产品订单，盘活学校和

企业的教学及生产要素。在实现设备市场化运行的同时，确保学校教

师参与企业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学生参与到企业产品的生产中，企

业技术人员参与到学生的技能培养过程。 

3.2 融合共享“智慧共享云”平台，丰富教育教学资源 

为深化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互惠互利，在我校主持建成

“国家职业教育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基础上，积极

融合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共享云”企业资源平台，实现国家

职业教育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专业群（智能成型）教学资源库和共享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共享云”企业资源平台互联互通、校企资源

共建共享，打造智能成型类产教融合教育教学与资源中心。同时，按

照“紧跟产业、对接岗位、构建体系、建设资源”思路，共享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积极提供产业链各层级企业要素资源，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更新教学内容，加快课程教学内容迭代，推动课程内容与行业

标准、生产流程、项目开发等科学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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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共享“铸造云”平台课程资源 

3.3 内培外聘，组建校企混编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 

为打造一支既擅长理论教学，又精于生产实践的双师双能型师资

团队，按照“德技并重、育聘结合、补短扶优、分工合作”的思路，

我校与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高水平单位合作，通过聘请卢秉恒院士、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杨军

副总裁等行业尖端人才担任团队产业教授，为专业群发展及人才培养

提供高质量的智力资源；选派校内教师赴合作单位参加教学理论、教

学方法、实践技能等培训学习，补足教师个人能力短板；聘请共享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姚高鹏、西安增材制造国家研究院有限公司穆敏强等

30 余名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联同校内教师开展理论教学、

项目化实践教学、技术研发及服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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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 创新“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全国机械行业教育发展中心、中国铸造协会的指导下，通过与

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23 家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针

对航天航空等领域关键零部件生产、工艺等“卡脖子”问题，校企协

同商讨关键岗位人才培养规格和培养方案，确定了“厚基础、精技能、

会研发”的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了“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图 5 “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依托 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构建三个层次逐级递进的课程体系

和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专业教学与科研项目、技术技能培养、生产工

艺开发的有机融合。在“双导师”（科研导师+学业导师）的指导培

养下，达到“大一能够针对某一问题查阅背景资料或提出创意，大二

能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部分试验、工艺设计或局部设计工作，大三能

在生产性实训基地完成有关科研项目的产品中试、小试工作和生产工

艺调试工作，10%以上的优秀学生具备针对实际生产问题独立思考分

析、设计生产工艺、实施产品试制的技术技能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

形成“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路径，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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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路径 

4.2 对标产业需求，联合重构课程体系和开发教学资源 

（1）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培养职业岗位核心能力 

以素质教育为主线贯通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专业群“底层可共

享、中层可融合、高层可互选”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按照“以企业调

研定岗位、以岗位定能力、以能力定课程”的思路，我校与多家企业

合作开发了《职业岗位标准》和《职业能力标准》，对接主要职业岗

位划分课程模块；以岗位所需能力确定模块组成课程；以钛合金真空

熔炼技术、低压及差压铸造技术等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业态

等产业发展方向更新课程内容，选择典型产品为教学生产载体，开发

项目化课程（见图 7）。 

 



14 

 

 

图 7 项目化课程 

（2）校企联合开发智能成型类专业优质教学资源 

我校联合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勃力模具等企业，将 3DP 智能

成型技术、机器人焊接、精密模具智能制造等新技术、新工艺、新规

范通过具体项目、典型案例转化为实践教学内容，校企联合开发《3DP

智能制造技术实训》等 40 本针对实训课程的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

式教材，开发 10 本立体化教材；与陕西天成航空材料有限公司等 20

家产业龙头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实践教学项目 10 项，修订制定实践

课程教学标准 40 项，配套开发“1+X”证书资源包 2 套和社会培训资

源包 2 套。 

表 1  典型实践教学案例举例 

实践教学案例 核心能力培养 

 

汽车缸盖砂型 

1.3DP智能制造技术； 

2.计算机三维建模技术； 

3.砂型工艺设计技术； 

4.铸造砂型 3D打印机操作及应用技能； 

5.AGV 机器人、自动清砂系统、自动浸涂

系统等自动化设备的操作及应用； 

6.数字孪生、5G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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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盘零件 

1.金属 3D 打印技术； 

2.产品结构拓扑优化； 

3.逆向建模技术； 

4.增材制造工艺设计（添加支撑、切片等）； 

5.金属增材制造设备的操作与维护； 

6.产品后处理技术。 

 

文创类产品“花瓶” 

1.创新创意思维培养； 

2.FDM打印技术； 

3.FDM增材制造设备的原理及应用； 

4.产品造型优化设计。 

4.3 对接产业高端，共建智能成型实训基地 

我校与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经过深入探讨和规划，对照共享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所在智能成型产业链的全生态人才梯队岗位的能力

要求、工作内容、运营环境，协同建设以人才培养为首要目标，兼具

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社会服务、创新创业功能的智能成型实训基地。 

（1）3DP 智能成型中心 

3DP 智能成型中心拥有 AJS-2500 型铸造砂型 3D 打印机、AGV 机

器人、自动清砂系统、自动浸涂系统、自动烘干系统等 3D 打印砂型

全流程制造体系，具备大中型铸造砂型的一次成型能力，可面向诸如

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所需的大中型复杂铸件等项目，进行铸造砂型的

研发试制、工艺验证，并具备砂型批量化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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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3DP 智能成型中心 

（2）远程教学与产线运维中心 

依托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绿色智能铸造生产线，运用全流程虚

拟制造系统、MES 系统、远程运维和人工智能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装

置，联合共建了基于生产实景的远程教学与产线运维中心，中心可远

程实时采集企业的生产经营数据、生产线运行中遇到的各种故障难题

和企业技术人员排除故障的方式途径，并围绕课程设计对数据进行清

洗、加工和挖掘，最终形成优质教学案例。 

 

图 9 远程教学与产线运维中心 

（3）产品数字化设计与虚拟仿真中心 

产品数字化设计与虚拟仿真中心配备高性能计算机 40 台，配套

安装有 Materialise Magics、Design X、UG、Inspire Studio 等 10

https://www.so.com/link?m=bIFguvKbTkw1Iod/rjoZZjHNKkNRSKIT6Q4SQgb91OUr7jnLHQ2i4uVzddmjijO68Y1AixcB24hlfdq7hHTl+iqq0JDrhdIKC8pOgE8EQtXY6OOfDlPLg2Eev3tdlmZ1aehOzC7kGsHOybPGeWVrmX4nkUW33p54Nr9khSd8qw6juEmjTYFLms64Trkj5Asvx
https://www.so.com/link?m=b7gif2OdtsrwPCgcg7298KJdi+nVzcxhz1tghs2X4di1OFQwSh4xrZyZdarBudwvZns7KLDSDGXRdV6rfmepPpVLmeFqWoTd3xUh+ntP2hEj8rQ2X9OTMk1p1rpQigmICWQ15YEJt67pcnVHrsZhfETg/iNTEnZ4R6cmcJfPkz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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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软件，可满足学生对产品数字化设计、成型工艺模拟仿真、产品

拓扑优化等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同时，为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自主性、提升教师的专业实践技能，师生可深度参与企业新

产品研发、试制、小批量生产等项目。 

4.4 构建“六共协同”实训基地建设新模式与长效运行机制 

我校与企业共同组建实训基地管理委员会，创新实训场景共建、

教学资源共享、教师队伍共用、国家标准共研、体制机制共创、校企

利益共赢的“六共协同”实训基地建设新模式，见图 16。 

 

图 10  “六共协同”实训基地建设新模式 

为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增强办学活力，推动

“四链（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结合，实训基地

创新性地以“学校+企业”的产教融合方式设计、建设和运营，按照

统筹规划、合作共建、共建共享原则，提升实训基地智能化水平和开

放共享度，实现专业群的教育、培训、生产和科研多重职能有效运行，

形成了可推广可复制的产教融合型示范实训工厂建设和运营模式。 



18 

 

 

图 11 实训基地协同运行措施 

4.5 依托实践基地及数字化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 

（1）创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依托“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通过连线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将线上教学和智能成型实训基地现场教学相结合；通过在线直播企业

生产过程，替代危险性高和综合技能要求高的现场实；通过 5G 网络

监测智能成型生产系统，模拟故障让学生提出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大

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教学过程，深化混合式教学

模式中的“线上、线下”融合，打造基于 5G技术虚实结合的“理论、

虚拟、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环境，实现课堂与职业现场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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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场景 

（2）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改革 

针对生源多样化，改变传统教学课堂组织形式，打破学校、企业、

教师之间的壁垒，以学生为中心，以“实用性”为原则，按照“准员

工”标准，推广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式；将课堂

搬到工厂、车间等生产一线，广泛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

与式等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把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起来，实

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推动教学方法改革。 

 

图 13  企业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实践学习及学生实践作品（叶轮砂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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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助推企业发展成效 

5.1 人才培养成效凸显，缓解改善企业人才缺口困境 

依托实训基地先进实验实训设备及高水平师资团队，先后组织

700 余名学生参与创意、技术服务、产品试制、科研等项目 140 余项，

提出创意规划 70 余条，近三年学生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国赛金奖 1 项、铜奖 2项，省赛金奖 5 项，其中仅郑旭飞

同学一人在校期间申报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有效提

高了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实现精准培养产业转型所需复合型技术人

才。专业群 27%的毕业生就职于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航天发

动机有限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产业链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

60%毕业生就职于全国 500 强企业，有效改善企业人力资源结构，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5.2 树立产教融合先进典型，有效提升企业知名度 

专业群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深耕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区域优势

产业，与产业龙头企业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教育部部长怀进

鹏、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来校调研期间对“5G+智能成型”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给予了高度肯定。 

  

图 14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来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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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校企共建“5G+智能成型”实训基地，先后承担陕西省高等

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校级领导专题研修班、青海省教师提质培优专题

培训班、吉林省专业群建设能力研修班等 20 余项培训任务，为省内

外等近百所兄弟院校提供产教融合办学经验，有效提升共享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知名度及品牌影响力。 

5.3 联合开发高质量的标准，规范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 

专业群聚焦产业发展，凝聚政府、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协同发

展合力，引进先进理念和培育优质标准，联合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作标准研究院、西安增材制造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 40 余

家单位，发挥彼此在材料加工、增材制造等领域的系统优势，制订了

《铸造砂型 3D 打印设备通用技术条件》已经发布，并以此助推学院

成功获批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智能铸造）共建单位。《柔性玻璃》

（编号 T/CSTM 00409—2021）等 4 项团体标准已经批准发布实施。

参与开发的增材制造设备操作与维护“1+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特

殊焊接技术“1+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发布实施。行业/团体标准建设，

填补了相关领域标准空白，实现了产品有标准可依，对相应的产业发

展起到支撑和规范。 

 

图 15  标准发布实施（部分）及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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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对接需求、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

程为重点，创新融合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校企合作牵

头制定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等国家专业教学标准 3 项，联合开发课程

标准 50 项，其中材料成型专业教学标准被尼日利亚温妮弗雷德创新

学院等 6所院校引用，成为其国家专业教学标准。通过人才培养系列

标准建设，对推动教学管理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改革、师资队

伍组建及实验室建设等起到规范和监管。 

 

图 16  教学标准推广应用协议书 

5.4 联合开展攻关技术，强化企业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专业群充分发挥自身优质的教育资源、科研资源、设备资源优势，

联合共享装备、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十余家单位共同开展“变速箱

壳体砂型 3D 打印成型工艺研发”“航空航天类环形零件制备工艺研

究”“复杂金属构件及典型功能件的增材制造工艺研发”等 18 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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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技术攻关及新产品研发试制工作；共同参与“电塑性挤压钛合金

棒材微观组织的均匀化机理及调控方法”“柔性玻璃的组成设计与离

子交换增强机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省级厅局级

科研项目 4 项，承担“高温钛合金铸锭真空自耗电弧熔炼关键技术研

究”等横向科研项目 13 项，解决了陕西新西商等 7 家企业技术难题

14 项，产出了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夯实了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了市

场竞争力。将柔性玻璃等 6项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为合作企业创造

了经济效益 800余万元。 

 

图 17  变速箱壳体 3D打印砂型试制样件  

5.5 推动教育资源为全社会共享，助推提升员工技能素养 

依托智能材料成型实训中心丰富的师资、完备的设施和高端的智

库力量，按照“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共享资源、拓展服务”的思路，

向周边高校和企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及鉴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等服

务。具体包括针对绿色智能铸造、机器人焊接等智能成型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规范，为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天成航空材料有限公司、

咸阳勃力模具等 12 家企业开发专项培训课程 20 门，完成 1200 余名

企业员工的岗前基础知识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继续教育等培训

工作，有效提升了企业员工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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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产教融合的关键是学校和企业主体要有积极性，当前陕西工院与

共享装备股份处于校企合作的“蜜月期”，双方通过共建“5G+智能

成型”实训基地，落实了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教学育人，创新了

“五化一体、六共协同”的实训基地建设新模式，初步实现了学校企

业一体化育人、相关专业一体化培优、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行、行业特

色一体化发展的建设目标。 

但产教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推进产教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

由于双方单位的主体性质不同，目标需求定然不同，所以产教融合的

持续良性发展离不开机制保障。当前陕西工院与共享装备合作共建的

实训基地在技术上处于领先，但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各学

科间的交叉融合程度越来越高、设备技术迭代周期缩短，这就要求学

校要加强与企业的信息沟通交流，建立长效机制、经费投入和保障机

制、动态的专业调整机制，及时针对企业产业发展调整办学专业，更

新迭代教学设备，确保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结构

紧密衔接。企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是效益，为确保彼此目标双

双实现，应进一步落实和细化实训基地运行管理模式，强化对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的统筹协调管理，合理实现双方在利益、制度、理念等多

维度融合，打造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

的产教融合新模式，助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迈向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