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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2022年 9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

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提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总体思

路、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组织实施，要求“到 2025年，累计不少于

500所职业院校、1000家企业参加项目实施，累计培养不少于 20万

名现场工程师”。我校的湖南省楚怡高水平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

业群，聚焦校企合作办学中存在的不深、不实和不强的问题，依托与

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厚的合作基础，以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

培养模式，紧贴企业关键岗位的人才急需，校企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共同开发课程标准，联合培养岗位急需的现场工程师。展员工数

字化培训、推进教师岗位锻炼和企业新技术联合开发。在全面提升学

校自身办学实力同时，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智力和人力支撑。

二、主要做法

（一）聚焦问题，在岗位中找准“真需求”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迭代，深入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岗位调研，找岗位的人才急需和技术“卡脖子”问题，有针对性

的校企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形成对应企业岗位“真实

需求”的农业装备行业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标准和课程标准。按照“耕、



种、管、收”全机械化流程，遵循“一般能力——专门能力——复合能

力”的逻辑，探索出“两环交替、能力进阶”农机装备现场工程师培养

模式。学生在第四学期和第六学期前往合作企业参加现场实践教学环

节，其余时间进行校内理论学习环节。两环节交替，能让学生有充分

时间在企业现场体验真场景和真任务，发现和分析真问题，形成真技

能，获得真成长，真正实现双主体育人、成本分担、效益共享。

图 1 “两环交替 能力进阶”培养模式（以中联农机现场工程师班为例）

（二）一岗一案，在实践中搭建“真场景”

从 2018年学校成为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到 2023年学校全

面实践中国特色学徒制，5年期间，校企双方以党建为统领，党员教

师深入企业一线，根据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岗位需求，分



析知识点，分解任务项目，新开设基于真实工作过程的农业物联网安

装与调试、智慧农业关键技术与装备、农机装备电气可视化设计、农

机装备现场编程与调试四门现场工程师培养课程，形成针对性的教学

方案。根据课程教学需要，搭建“学徒化+场景化”实训体系，开发实

训资源，打造实训条件，形成与实际岗位对接的实训教学“真场景”，

让学校像企业、教室像车间、课堂像工段、教师像师傅、学生像学徒、

教案像图纸、作业像产品。“一懂两爱”课程思政贯穿始终，不断缩短

与社会与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差距。

图 2 现场工程师班学生在企业参与现场实践教学环节

（三）数字赋能，在实战中学习“真技能”

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和技术工艺，设计教学项目

和建设课程资源。结合学理和学情分析，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校企共

同开发农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和农业装备电器与电路检修数字化教学

资源，开发配套实训设备两台，建设电气电路原理仿真实训和 PLC



控制电路编程仿真实训两个虚拟仿真共享数字化资源，并搭建线上学

习平台，探索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新模式，其中数字化资源包含现

场工程师岗位工作内容及作业标准，教学项目由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转

化而来，实现了“课程内容职业化、课程实施项目化”课程体系建设目

标，所开发的教学资源也用于为企业员工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充分实

现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教培一体。

图 3 虚拟仿真教学资源

三、主要成效

（一）提供优质人才供给，支撑行企创新发展

项目实施以来，已为中联农机等公司培养 252名高素质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所开发的教学资源及实训设备全面覆盖农机制造类专业，

受益学生超过 1000人，学校 2023届农机制造类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

落实率为 94.12%，在本地就业的比例超过六成，其中 80%以上服务



于本地重点领域企业，在 6个月后经过考核约 60%的学生能进入企业

工程部门，成长为一名现场工程师，平均月薪为 7000左右，部分 23

届学生已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开始参与企业的国际项目，改变了多

数毕业生职业初期只能从事传统制造业的现场制造人员、设备操作员、

产品质量检测员等工作的情况，实现高质量就业。

（二）协同育人持续深入，教改成果高度认可

学校入选全国智能农机装备产教融合共同体理事长单位，牵头与

中电金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东风井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组建湖南

农机产业学院，共同孵化创新创业项目《腹侧双模全地形智能割草机》

和《浇水施肥和割草两用智能农机》等 3项，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

大赛获得国家级奖励 2项，省级奖励 10余项，其中金奖 1项，银奖

2项，授权农业装备类发明专利 5项，团队成员主持的“‘三得四真’

农业装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十年探索”获得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农业装备电器与电路检修课程被认定为湖南省高等职业教

育一流核心课程。

（三）科教融汇做深做实，技术服务成效显著

农业专家服务团先后赴长沙县、衡南县、南县、醴陵市、常德

市，以及武陵山片区的泸溪县和辰溪县，共走访 28家农业、农机专

业合作社、村级经济联合社，开展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巡回指导、

科技与成果推广共计 124人次，与其中 17家企业签订技术服务协议。

2019-2023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1500人次，其中韶山慧强农机专业合

作社主机手欧强在湖南省水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上获第二名，团队



成员协同专家起草“竹笋蒸煮压榨机”鉴定标准，填补了该类型农产品

加工机械定型鉴定标准的空白，与益阳富佳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农业

大学合作开展研制的 2S-230型石灰洒施机项目被认定达到国内同类

研究先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