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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层次 

4.5 一般项目 

 

四川省 2022-2024 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设研究 

负 责 人 陈  春 

参 与 人 
蒋立刚、谷敬宇、杨玻、杨翠英、 

曹金龙、黄伟、杨莉华、李春萍、王永力 

工作单位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电话 13037711343 

申请日期 2022 年 12 月 9 日 

            

 

四川省教育厅  

 2022 年 12 月 印制 



填 表 说 明 

 

一、按表格填写各项内容时，要实事求是，表达要明确、严

谨。 

二、申报书为 A4 复印纸，由所在学校审查、签署意见后，

加盖公章扫描 PDF 文档，与附件资料一并按文件要求上传。 

三、封面的项目“参与人”一栏应填写项目负责人以外所有

人员名单，并按照顺序填写，不得超过 9 人。 

四、封面右上角的“项目类型”按附件 1 中“项目申报指南”

中的编号填写，示例：“1.1”，“其他”。 

五、“项目层次”填写一般项目、重点项目。 

 

 

 

 

 

 

 

 



项 

目 

负 

责 

人 

情 

况 

姓  名 陈春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902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任 研究领域 机械制造 

工作单位 
四川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联系电话 13037711343 邮政编码 617000 

通讯地址 
四川攀枝花四川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E—mail 1363199752@qq.com 

1.主要教学工作简历 

课题负责人陈春，现为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带头人、学院教学名师，长期负责机械制造

及自动化、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等专业的专业建设及《机械制造工艺与夹具》、《数

控编程》、《模具设计基础》等专业课程教学工作。 

198907-199307，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组，专职教师 

199307-200302，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教学干事、专业课兼课教师 

200302-200707，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专职教师 

200707 至今，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系，智能制造教研室主任、专职教师 

2.主要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及成果 

（1）2012.01～2013.12





计划推动就业模式等。如何有效借鉴国外经验，将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结合，以需求为导向、

适度超前、资源整合、操作可行是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方向。 

1.2 前期研究基础 

学院因企而建，专业因需而设。1973 年，为满足三线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成立了学院的前

身，并设立了产业急需的轧钢、冶炼等专业。学院从建校开始，始终把服务区域人才战略作为学

院核心工作来抓，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主动适应四川省、攀枝花市重大战略发展需求,形成

“品牌专业引领、重点专业支撑、特色专业带动、一般专业跟进”的专业建设新格局，具备很好

的工作基础。同时，近年来课程组成员也从不同侧面对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进行了系统研究，如

2022 年结题的省教育厅课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举办高职院校提质培优研究与实践》

等，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2．项目拟解决的问题和工作目标 

2.1 项目拟解决的问题 

专业设置作为教育与经济的接口，不仅是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具体途径，更是职业院

校适应社会需求的关键环节。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互利共生的关系，不仅使得产业结构成为职业

教育专业设置的客观依据，同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对区域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提出了新要求。

但由于专业设置历史惯性、专业开设成本趋向、专业调研不够全面、校企合作不够深入等诸多因

素制约，致使专业规模不平衡与产业需求存在偏差、专业设置同质化与产业人才需求不符、专业

设置滞后与新兴产业需求不符，此外专业设置相对传统，缺乏自身特色；专业规划不明确，缺乏

科学性、预见性和前瞻性，由此直接导致学院的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之间适配性不高。如果

这些结构性矛盾不能及时得以解决，那么不仅制约区域产业结构的提质增效和进一步优化升级，

而且学院自身也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遇。 

2.2 工作目标 

（1）主要目标 

——围绕区域核心支柱产业、地区关联产业等领域，融入“绿色低碳、两化融合、智能制造”

等政策、技术导向，研究专业设置与产业人才需求的适应性。 

——聚焦专业建设与产业需求脱节的共性问题，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基于岗位工作

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等，助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有效融合。 

——建立健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情况的评价、反馈与改进机制，完善专业设置与动态调

整机制，促进职业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协调发展。 

（2）研究重点 

产业结构及人才需求等调研设计与实施、政策与技术导向研究、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设、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 

（3）研究难点 

人才需求调研数据和毕业生就业数据分析、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设、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3. 项目工作思路与举措 

3.1 课题研究基本思路 

（1）遴选重点专业（群），开展全面调研 

围绕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等核心支柱产业、地区关联产业领域，遴选机械制及自

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钢铁智能冶金技术、环境工程技术等 6～7 个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总体

基础良好且有代表性的重点专业（群），开展相关产业背景和地方经济结构调研、行业企业调研、

毕业生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等，并做好资料收集、数据分析、综合比较和归纳总结，形成



相应产业结构及人才需求调研分析报告。 

（2）对接产业链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面向市场、服务发展，推动专业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重点融入“绿色低

碳、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等政策、技术导向，研究专业课程设置与产业人才需求的适应性。 

（3）建立健全评价、反馈与改进机制，实施专业动态调整 

建立健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情况的评价、反馈与改进机制，建立常态化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 构建质量建设信息化平台及专业建设质量改进螺旋, 利用现代信息化、大数据等相关技术，

将质量管理理念、教育改革思想等融入到信息化工具中，利用教育大数据做好分析判研，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技术发展趋势和教育教学改革实际，及时进行优化调整。建立健全专业设置与

动态调整机制，促进职业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协调发展。 

3.2 具体研究方法 

（1）调查研究法 

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对重点专业（群）涉及的产业背景、地方经济结构、人

才需求等情况开展广泛而深入地调研，通过查阅资料、现场座谈、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方式，

搜集核心产业、关联产业、附加产业及用人单位、毕业生等相关一手数据，并进行分析、综合、

比较和归纳等，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依据。 

（2）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论文、文件、书籍等各类文献，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新时代职业教育专业建设

与产业适应性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准确把握国内、外研究动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

寻找新的解决思路和途径，为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 

（3）经验总结法 

及时进行反思并总结经验，尤其是在实践探索取得良好效果后，更应对所形成的经验进行总

结、验证、提炼及加工，使之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及理论化，从而更好指导后续实践。 

（4）行动研究法 

在自然、真实的环境中，将改革行动与研究工作相结合，不断探索、改进和解决专业建设与

产业发展相适应过程中出现的现有专业升级、新专业规划布局、专业动态调整等实际问题，确保

研以致用。 

4. 项目创新点 

4.1 学术思想创新 

目前，相关课题在分析、探究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适应性方面，更多的是从加强

人才需求分析、调整专业内部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给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而未真正

形成一套可学习、可借鉴的理论成果。本课题将通过探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适

应性，在理论上构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适应性分析框架，拓展和丰富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理论体

系，推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价值观的改变。 

4.2 学术观点创新 

（1）融入国家积极倡导的“绿色低碳、两化融合、智能制造”等政策、技术导向，研究专

业设置与产业人才需求的适应性； 

（2）依托“校政企所”合作机制，创新“纵向贯通、横向融通、跨界联通、递进畅通”立

体互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基于岗位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 

4.3 研究方法创新 

（1）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查阅分析，梳理、归纳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适应

性研究的现状、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建立本课题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使本课题的研究建立在



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2）围绕本课题研究的重点专业（群）所涉及的产业背景、地方经济结构、人才需求等设

计调查问卷，对区域内相关企业进行网上和现场问卷调查。 

（3）对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适应性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构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适应

性分析框架。不断探索、改进和解决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相适应过程中出现的专业升级、新专业

规划布局、专业动态调整等实际问题。 

5．项目计划与预期成果 

5.1 项目研究计划 

（1）准备阶段（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 

——查阅文献资料，熟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进行归纳与评估。 

——召开课题研讨会，撰写课题研究方案，明晰研究内容与计划，明确责任和分工等。 

（2）实施阶段（2023 年 4 月～2023 年 12 月） 

——建立健全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机制。 

——开展产业结构及人才需求等调研，进行数据分析并形成调研分析报告。 

——面向市场、服务发展，对接国家教学标准，合理构建课程体系。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建立健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情况的评价、反馈与改进机制，及时进行优化调整。 

（3）结题阶段（2024 年 1 月～2024 年 6 月） 

——归纳整理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文字、图片等资料。 

——对专业建设与产业适应性的调查研究、改革推进等进行提炼，上升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经

验和成果。 

——撰写课题结题材料，对课题成果进行鉴定、验收等。 

5.2 预期成果 

（1）成果形式：《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设研究报告》 

（2）预期效益 

——强化专业服务产业质效，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主动对接区域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和转型升级需求，加大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力度，找

准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映射关系，并以专业群建设为抓手，形成分类发展、集群发展的新模式，

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提高专业内涵建设水平，促进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聚焦专业建设与产业适应性的关键要素，构建基于岗位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优化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切实加强专业（群）内涵建设，促进职业院校提质培优

良性发展。 

——增强区域内引领示范作用，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共同发展 

聚焦专业建设与产业适应性的共性问题，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成果，一方面可

为院内其他专业（群）提供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可辐射至攀枝花市周边民族地区的中职及

同类高职院校，提升边远民族地区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完善区域职教体系和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政策与经费保障 

1.政策保障 

学院具有完善的科研课题投入、奖励相关政策，可以保证课题的研究条件。同时，为了保证

重点项目的建设，还出台了《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省级教改项目验收办法》等一系列项目建设

政策，为重点项目研究提供了政策保障。 

2. 经费保障 

根据学院科研课题投入有关规定，对于省级课题，学校将予以一定研究经费的支持，同时学

院还通过校企合作、提供技术服务等途径，筹措部分经费，完全能保证项目资金的需求。 

 

三、所在单位意见 

本项目针对高职学院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之间适配性不高的问题，探索建立专业设置与

动态调整机制，增强专业服务能力建设，对提升职业院校服务区域产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及推广

价值，能够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成果。 

学院将全力构建配套组织体系，提供相应政策保障、所需推进条件，配备充足研究力量，保

障项目资金足额到位，确保项目优质高效按时完成。 

同意推荐申报。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四、专家评审意见 

经评审，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紧扣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及四川省围绕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以满足攀枝花市“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

通过对专业设置与产业人才需求的适应性等方面的研究，达到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协调

发展的研究目标，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切实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项目具备良好的研究基础，满足申报条件。 

同意推荐申报一般项目。 

 

 

                   

专家组组长签字： 

组员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