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对接  统筹管理 

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案例 

 
一、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基本情况 

职教集团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适应长春市机电产业发

展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需要，整合区域机电教育资源，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促进

区域地方经济快速发展，2009年 10月，经长春市教育局批准，长春市政府备案，

以长春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联合多家职业院校、企业及行业协会，成立了集办

学、生产、科研于一体的区域联合性教育组织——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成

员单位有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长春汽车高等专科学校 2所高职院校；有长春职业

技术学校、长春机械工业学校等 10所中职学校；有 15家地方重点机电类企业参

与其中，其中包括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光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参股和控股公司、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

春一汽丰越公司等。 

    

 

职教集团成立以来，集团成员企业对成员学校实训基建设投入数达 3180 万

元，累计接受职业院校教师实践锻炼 900 人次；职教集团成员学校为企业培训职

工 2324 人次，输送合格毕业生 2 万人，开展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人数 3.1 万人

次，各职教集团成员院校与企业联合开展生产技术攻关项目达 87 个。 

二、主要经验和做法 

图 1  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图 2  职教集团第二届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 

 



集团成立三年来，不断整合职业教育资源，集人力资源开发、职业信息沟通、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为一体，实现成员单位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拓展合作空间、

疏通人才交流渠道，满足了长春市机电类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

型职业人才的需要。具体经验做法如下： 

1.搭建工作平台，建立集团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 

长春市机电职教集团为非独立法人合作组织，各成员单位原有的人、财、物

渠道及法人地位不变。集团实行理事会制，设理事长 1名，由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分院院长担任；设副理事长、常务理事若干名，分别由成员企业、行业、学

校主要领导担任。理事会下设秘书处，设秘书长 1名、副秘书长 3名，各职务任

期 3年，可连任。 

 

 

三年来，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如遇特殊情况，不定期召开临时会

议。理事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理事会休会期间，常务理事会行使理事会权利。

在集团理事会的统一指导协调下，集团设立集团专项经费，纳入财务预算。成立

相关委员会，完善相关机制，以指导学校办学、技术研发、技术培训、技术服务。

不断完善专业建设机制，不断完善实习实训机制，不断完善教学团队建设机制，

不断完善技术服务机制，先后制定了《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合作管理办

法》、《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共建专业条例》、《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

集团教师互培互聘管理办法》、《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学分互认暂行规定》、

《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资源共建共享条例》等管理文件。自集团成立以来，

图 3  长春市机电职业教育集团运行组织结构 



认真组织开展集团内各项活动，举办 3次集团年会，组织 5次集团成员企业与职

业院校共同参与的教学、科研与项目合作活动。 

2.开展合作育人，形成“工学交替、两段三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为适应市场需求，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集团成立由校内专业教师和企业

技术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开展“十百千”工程，即访谈十名行业、企业名人，

调研百名企业技术人员，开展千名学生问卷调查，进行广泛市场调研。在此基础

上，集团内各学校、行业、企业间开展深度合作，以“校中厂、厂中校”的校企

合作平台及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为依托，根据吉林省轨道客车、汽车等行走机械

产业链对机电一体化技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针对机电类专业所面向的主要就业

岗位，在“五同”人才培养模式引领下，凝练出“工学交替、两段三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大力推进双主体育人机制，实现了学校与企业战略结盟、人才共育。 

 

 

通过引项目进实训基地，创设生产情境；引企业进学校，实现师生顶岗；引

产品进教学，改进课程架构。通过依托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及校外实习基地进行

教学实施，实现工作与学习的任务交替，学校与工厂的环境交替，学生与员工、

教师与师傅的角色交替。 

“两段三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实现了教学上理论与实践并重，“教、

学、做”合一，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职业资格认证与毕业证书相结合，

顶岗实习与就业相结合，改变了学校培养与企业需求存在巨大差距的教育现状，

把职业道德教育融入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强化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训练，极大的

提升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力。 

3．加强资源建设，提升集团整体教学水平 

 

图 4  “工学交替、两段三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集团内企业专家与职业院校合作进行教学资源建设，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中

心，以职业岗位标准要求为起点，遵循职业成长规律，以实际产品、项目、任务、

案例为载体，构建项目培训资源体系及专业能力考核标准。以教学资源建设为依

托，集团内推行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三年来，集团各学校建成国家级精品

课程 2门，省级精品课程 4门，教指委精品课 7门，省级优秀课程 8门；职业工

种培训包 8个，开发 75本项目化特色教材和培训指导书，其中公开出版 32本，

校本教材 43 本。开发视频 324 个，课件 46 种，培训项目 238 个，网络资源达

1257GB。这些资源建设，提升了集团整体教学水平，学生多次在全国举办的职业

技能大赛中获得中、高职一等奖，企业员工在省职工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 

   

 

4．校企共同参与，构建多主体评价机制 

通过校企合作制订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建立以学生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质

量评价体系，集团内企业全程参与学生评价。校企合作制定相关专业技能抽查标

准，集团成员学校在省级专业技能抽查中争取优秀成绩。形成校企合作推进毕业

生就业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集团内职业院校主体专业毕业生在集团内企业的就

业率、专业对口率和满意率。 

5．实现优势共享，实行集团内教师互培互聘 

加强集团内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培养培训，建立集团内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培训

教师的长效机制。集团职业院校教师要把指导学生实习实训和自身顶岗实践有机

结合，轮流安排专业教师作为学生实习实训的带队教师，一方面指导学生培养职

业岗位技能，另一方面自己得到锻炼。同时，派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去参与技术

服务或现场锻炼。成员院校主体专业教师参与企业技术服务活动和现场锻炼的时

间年均不少于 30天。聘请企业一线技术专家承担职业院校教学任务，集团成员

图 6  学生在全国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 图 5  集团教师公开出版教材 



院校要在成员企业聘任一批兼职教师，建立兼职教师管理制度，实行兼职教师动

态管理。 

      

 

6.校企深度融合，建立共享型实习实训基地 

实习实训基地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集团内院校和企业按照互惠

互利原则，共建共享实训基地。根据集团章程，成员学校的校内实习实训基地为

公共实训基地，由各成员学校共享；成员企业作为职业院校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满足了各成员学校学生校外实习实训需要。  

集团实习实训基地具体形式分“厂中校”和“校中厂”两种：一是“厂中校”，

即“融入式”生产型基地，指企业提供场地和部分设备，学校投入部分设备，在

企业中共建“融入式”生产型实习实训基地。这种实训基地实现了双方资源共享，

互惠互利，可在就业招聘、产品研发、成果转让、技术培训等方面形成更广泛的

合作。二是“校中厂”，即“引入式”生产型基地，指学校提供场地，企业投入

设备和人力资源，在校内共建“引入式”生产型实习实训基地。 企业在校内实

训基地从事生产活动，院校为企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支持，企业需按照协议支付一

定的费用，为学生实习实训等教学活动和教师的技术研发等科技活动提供支持。 

在集团内校企建设、共享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中，我们凝练形成了双“三

五四”模式。一是“三五四”基地管理模式：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聚政府、学校、

企业三方实训资源，充分发挥教学、培训、生产、科研开发、技术服务“五位一

体”功能，成功引多家企业，形成校企共建、共管、共用、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机

制，从而实现了校企互利双赢。二是“三五四”教学运行模式：通过引进产品、

引进项目、引进企业的三引进，形成了车间与教室一体、教师与师傅一体、学生

与学徒一体、教学与生产一体、作业与产品一体的“五位一体”教学模式，实现

图 7  企业兼职教师聘任仪式现场 图 8  学校教师下企业培训 



专兼教师共同开发课程、共同编写教材、共同实施教学、共同完成考核评价的“四

共”机制。 

             

 

三、存在的问题 

长春市机电职教集团自 2009 年成立以来，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和发展，从职

工培训、学生培养、专业建设、技术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集团运

行过程中，产权制度与市场化运行模式改革等方面尚显不足；学校专任教师研发

和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中高职衔接上需进一步加强。 

四、进一步工作思路和建议 

1．走市场化道路，促进职教集团良性发展 

在经济已经全面走向市场化的背景下，职教集团的管理职能可以通过市场化

的手段来实现。集团的运行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行使一些必要的职责，以提高

市场化运行的效率。职教集团可以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来经营，使之通过赢利得

以持续发展，赢利部分按照各方的参与程度进行分配，也可作为集团的积累，用

于特殊的支出。例如，通过部分集团内的短期培训和对集团以外提供有关信息等

有偿服务渠道，积累资金，支持集团董事会的相关活动，以市场化运作维系集团

的日常运行，提供经费支持，召开年会、举办集团内部信息报刊、开设集团网络、

组织交流活动等。 

2．加强制度建设，强化集团内部的协调与合作 

要积极建立集团的动力机制、制度机制、保障机制，从而形成在一个大目标

下的全面合作，集中各方面力量，争取政府对职教集团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

图 9  实训基地“三五四”建设与管理 图 10  实训基地“三五四”人才培养 



创设有利于集团发展的宽松环境。要建立职教集团成员单位工作考评激励和奖励

制度，推动校企合作；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配合做好企业用工的岗前培训；

利用校企紧密合作的优势开展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和规律的研究，做好集团化办

学的前瞻性研究；鼓励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学校任教、兼职，不断优

化职业学校人力资源配置；建立职教集团的进入门槛和优化机制，保证职教集团

成员在一个高起点上共同发展；坚持“大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根据经济社会

的需求，充分延伸职教集团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不断形成职业教育新的发展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