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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师研修是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部分，根据《国家职

业标准》中规定的技师理论知识和技能要求，衢州市技师学院开展以

1 家企业研修、完成 1 个重点项目、校企 2 位导师指导、产生 1 项研

究成果的“1121”的技师研修模式，实现校企人才无缝对接、工匠精

神贯穿育人过程、精准对接企业岗位、创建工学一体教学环境，贯穿

职业领域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不断提升学生学习劳模、

工匠的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协作共进的团队

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为培养新时代工匠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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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1.高技能人才短缺。《衢州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办法

（2019-2021 年）》中指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育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大规模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2019 年至 2021 年目标任务：全市培训 12 万人次，

争取到 2021 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比例达到 26%左右，高

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到 31%左右。 

2.技能人才参差不齐。从全国范围看，在 1.4 亿企业职工中，技

术工人为 7000 万人，60%以上的技术水平为初、中级，其中高级工占

比为 3.4%，与发达国家的高级技工占 40%水平相差甚远；技术工人在

企业职工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并且中、高级技工队伍逐年老化、萎

缩，导致企业员工青黄不结；企业技能人才的培训存在培训与需求脱

节，培训效果无考核，“传帮带”传统淡化、“技术断层”严重。 

因此，大力发展技师教育，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传承工匠精神、



助推技能人才培养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二、案例简介 

衢州市技师学院研修项目主要来源于企业生产实践（企业典型生

产案例、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攻关革新项目），结合校内实践，通过

学校与企业双主体有机融合完成研修实践项目，提升企业所需技术技

能人才的培养步伐。 

1.人才为本，传承工匠精神。技师研修始终围绕“131”（即：1

个中心、3 条主线、1 场成果展）的研修宗旨，通过“1121”的教学

模式进行实施，量身定制学生个人研修计划，最终达到技师研修的预

期目标。“131”研修宗旨如图 1 所示。 

 

图 1 “131”研修宗旨 

2.匠心育人，校企精准对接。要想培育新时代工匠，需要借助企

业的土壤和条件，而衢州市技师学院的技师研修项目就是校企紧密合

作的桥梁和纽带，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工匠精神、劳动精神，通过校企

合作从而实现工匠精神与育人过程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教学案例与企业案例对接、创新项目与攻关项目对接。校企合作、匠



心育人框架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校企合作、匠心育人框架图 

三、案例详情 

1.实施“1121”研修教学模式，始终贯穿工匠精神 

开展以 1家企业实习，参与 1 个重点项目，校企 2 位导师指导，

产生 1 项研究成果的“1121”的技师研修教学模式，始终贯穿工匠精

神，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技术技能水平。“1121”的技师

研修教学模式如图 3 所示。 

 

图 3 “1121”的技师研修教学模式 



2.完善技师研修工作流程，深化匠心育人过程 

通过企业调研、制定方案等工作任务，不断完善技师研修工作流

程，深化匠心育人过程，确保技师研修教学过程有序进行，实现德技

并修。技师研修工作流程如图 4 所示。 

 
图 4 技师研修工作流程 

3.细化落实工作任务举措，植入工匠精神内涵 

（1）匠研融合，校企共同制定研修方案 

前期通过走访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部分企业如表 1所示），

与企业领导、劳模工匠、骨干专家等开展座谈，结合学校专业设置企

业调查问卷，确定合作企业，找准研修方向，制定技师研修方案。 

表 1 走访调研部分企业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生产方向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国营 化工装备 

开山集团 私营 螺杆机、凿岩机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

限公司 
私营 轴承 

浙江元力集团公司 私营 金属制品 

浙江永力达数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 数控机床 

（2）校企动员，渗透工匠精神劳动精神 

每年 5 月份邀请企业劳模工匠参加技师研修动员会，校内老师介

绍技师研修方案（尤其研修企业及生产方向），企业劳模工匠介绍个

人成长史及工匠精神的渗透，让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发展方向完



成自主申请，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3）导师评定，实现校企双方综合考核 

企业导师根据前期跟岗见习的表现情况（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

评定（占比 50%），校内导师根据专业理论课成绩及高级工成绩折算

（占比 50%），根据校企双方分数相加进行综合考核排名，确定预录

取技师班研修学生。 

（4）确定人选，实施师徒结对匠心育人 

通过统筹规划最终确定技师研修人选（省级及以上技能大赛或创

新创业大赛获奖的学生直接入选），结合研修企业岗位需求确定研修

人选，并确定校企双方与研修学生进行师徒结对，制定研修计划，有

针对性的开展校内外研修实践。 

四、实施效果 

1.技师研修成果，媒体报道享誉全国 

每年 12 月份举办技师研修成果展，一件件研修成果都集聚了学

生的创新发明、项目构思、精准加工等，当然研修成果从创新思维、

图纸设计、零部件加工到成品优化，都离不开校内外工匠大师们不遗

余力地倾囊相授，让学生感受到团队智慧的力量，让学生明白只有不

断地实践，才能将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也激发了学生向劳模工匠看

齐，更是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向往和追寻。技师研修

成果展也在衢州工运杂志、衢州电视台、浙江工人日报、全国工人日

报等媒体多次进行报道。技师研修成果展报道如图 4所示。 



 

 

图 4 技师研修成果展报道 

2.技师人才培养，孵化“助企工作站” 

技师研修让学生在企业师傅“一对一”的帮教下获取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的能力，在校内教师的解惑答疑下拓宽创新思路，在双

导师指导下，将学生的知识储备、技能提升和产品研发、技术攻关及

产品生产相结合，全方位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从而实现预

期的研修目标，得到了企业的认可，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更为

后续企业的发展及岗位需求进行人才储备，并在校企合作、育人机制、



技能人才等深层次下设立“助企工作站”，不断实现“企业有需求、

学院有人才”的工作导向，构建校企岗位“零距离”的人才培养平台。

助企工作站如图 5所示。 

 
图 5 在企业设立“助企工作站” 

五、实施总结及创新点 

1.深入调研岗位需求，校企融通精准研修 

前期通过走访相关企业，针对企业人才需求、工作形式、项目研

发、技术革新等方面开展深入调研，与企业找到互惠互利的共通点，

确定合作企业，找准合作方向，根据企业实际结合学生特长制定研修

计划，依托校企双方共同体精准实施研修。 

2.匠心贯穿人才培养，项目成果服务企业 

把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始终贯穿于“1121”研修教学模式的各个

环节中，实现“师徒结对与育人研修”有机融合，达到德技并修的成

效。通过项目成果实体化实现研修学生能力整体提升，达到“顶岗既

上岗”，减少企业人才培养周期。 

3.不足之处及改进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