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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

师资能力
提升培训

要点回顾 努力方向

校企合作、教学条件
师资建设、专业发展

教育理念、合作办
学、软硬件提升

工厂制、校企合作
国际化办学

  汇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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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回顾

n 教学工厂

• 在“双轨制”基础上创建了独特的“教学工厂”模式

• 培训教师必须来自一线的熟练企业人员。 
• 以学院为本位、以工业与科技项目为载体。

• 学院整体是一个大“教学工厂”,包括众多由专业系构建的

小“教学工厂”。

• 贯彻创新、超前、终身学习、精益求精等优秀组织文化。

Ø 实现了更深层次的产学结合，在减轻政府和学校成本投入

压力的同时，培养了大量具有适用技能的劳动力，促进了

学生就业。

 新加坡“教学工厂”的模式
不是定型的，不同专业有
不同的模式，重点是如何
把公司的运行模式带到学
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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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回顾

Ø 从“学校工厂”的设立开始，既体现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有效

的调动企业和学校的积极性，节省了人才的培养成本。

Ø 学校主动从生产企业承揽工业项目，或者以委托的形式接受企业

项目，利用学校的研发优势开展合作，项目中充分发挥企业工程

师和学校教师的“双导师”优势，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n 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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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回顾

n 国际化办学

Ø 教育与经济转型产业发展契合的理念

Ø 用最高的工资吸引顶尖国际人才，让全球人才带来全球观念

Ø 广泛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引进知名教授、组建名校教育同盟、

与名校合作办学、推送交换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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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世界级职教体系

• 政府主导大方向   （按照政府预计的方向健康有序地发展经济---教育为经济服务）

• 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发合作项目  

• 双师是校企合作桥梁   （体现在教师的考核）

• 把实际的工商业项目带入校园  （来自企业的特殊订单及培训需求）

• 在学园内设立“教学工厂”

• 协助学生与企业工作机会配对   （参与企业项目、接受企业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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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

n 校企合作---以教育类专业为例

形式大于目的 

投入的成本大、目标不够具体明确、
缺乏评估手段；被当做廉价劳动力

合作范围有限，深度不够

停留在简单的实习见习层面，未形成
合作研发意识

任 务 权 责 不 够 明 确

聘任的专家、校外指导师未能与之
明确研发任务，难以发挥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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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

n 教学条件

专业工作室

教授、工程师指导学生设计

学生接受导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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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

n 师资建设

工程系老师的办公室（85%的老师来自企业，
都是企业的工程师）。在这里，学校给予老师
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事业。他们要么带
企业项目，要么带国赛，要么带校园项目。

Ø 专职教师学历高、实践技能相对弱

Ø 校外交流机会增多，实践时长较短

Ø 优秀一线专业人员引进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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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方向

n 教育理念

Ø 以发展的、全局的眼光看待职业教育和专业发展

Ø 加强对外交流，了解行业动态和专业前沿发展

Ø 将职业教育发挥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Ø 用创新的理念谋求专业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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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方向

n 软硬件提升

Ø 加大职业院校教学、实训设备配备和条件改善。

Ø 实训设备不能落后于行业领域水平

Ø 加大和发挥互联网的利用率

Ø 对教师职业发展提出合理的规划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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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方向

n 校企合作---以学前专业为例

Ø 遴选行业内优秀顶尖单位，提升学习目标和标准

Ø 利用学校、幼儿园优秀的软硬件条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Ø 就实践教学、理论研究开展广泛深入合作

Ø 鼓励优秀学生加入到园校合作项目，进行锻炼

Ø 制定明确的实习实训计划和考核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