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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中国装备制造类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的快速推进，“专精特新”式的智

造人才需求对传统机电人才能力结构提出了挑战，培养“厚匠德、强匠技、创匠艺”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了装备制造类产业人才需求的潜力军。本成果针对智造工

匠人才培养中存在学生职业成长动力不足、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恰切度低、创新赋能意

识薄弱等问题，构建并实践了“匠心浇筑 四金牵引 四室联动”先进装备制造业智造

工匠人才培养创新实践。 

本成果始于 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项目研究铺垫孕育，依托 2

项国家级、11 项省级教育质量工程项目、3 项省级课题研究的强力推进建设而成。于

2018 年 6 月形成“匠心浇筑 四金牵引 四室联动”先进装备制造业智造工匠人才培养

创新实践，并正式实施。检验期为 6 年零 3 个月。  

成果的核心内涵。一是，基于文化育人理论，将“励园”蕴含着“敬业、乐业、

勤业、精业”的匠德要素,融合企业文化植入工匠培养体系，打造“励园文化”校园工

匠文化。二是，从人才培养的“场域、师资、课程、教材”四个需求维度出发，构建

了以“金地筑基、金师引领、金课铸魂、金材赋能”为牵引，赋能金专建设，打造工

匠培养的五大教学新基建。三是，构建“四室联动”工匠人才育训方案，“四室”即：

匠心育人工作室、教学名师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科研赋能工作室,打造了“植匠

德-育匠心-夯匠技-创匠艺”工匠人才培养路径。 

成果的理论依凭。成果基于文化育人理论， 其核心内涵是以文化教育人，以文

化影响人，从精神上塑造人，塑造有灵魂的人。本成果旨在通过“励园文化”的熏陶

和渗透，帮助学生塑造起正确的价值观，激发个人的内在动机，促进职业成长，这也

是本成果研究和建设的初衷和本心。 

成果的建设绩效。本成果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立项与成果相关的课题 6 项，发表

论文 10 余篇。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等国家级奖 16 项，省级

64 项，获 20 余项专利。成果还有效促进了专业建设，提升了教师团队能力,成果第一

完成人所在专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骨干专业认证，建成 3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 个市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 个省级实训基地，教师团队获省级专业带头人 1 名、79 项发明

专利。专业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开展技能鉴定培训 2000 余人次、社会服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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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多万元。成果在 4 所职业院校整体应用或部分应用，大面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深受各类企业的青睐，示范引领作用明显。  

 

图 1  成果简介示意图 

二、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与方法 

1.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 

（1）匠心校园文化底蕴薄弱，人才职业成长动力不足 

（2）校企协同育人松散，人才规格与职业岗位能力失配 

（3）工匠人才育训路径单一，工匠素养达成效果不佳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匠心浇筑，打造“励园文化”校园工匠文化，实施“一展二坛”育德方案，解

决工匠人才职业成长动力不足问题 

以孕育“敬业、乐业、勤业、精业”的匠德为着力点，编印工匠精神宣传刊物，

建造工匠文化走廊、能工巧匠宣传栏等， 打造“励园文化”校园文化品牌，实现“文

化浸润”。以“传承工匠精神，服务福建智造”为主题举办“新质工匠技艺展”，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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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福州工匠年度人物连灿鑫、2 位优秀毕业生即省级技术能手获得者杜振龙、柯连铤

等开设“励园讲坛”、“工匠论坛”，营造浓郁的校园工匠文化。筑牢学生“匠德”，

激发学生的职业热情与成长动力，有效破解职业成长中的动力不足问题。 

 
图 2 打造“励园文化”，实施“一展二坛”育德方案 

（2）四金牵引，赋能专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一体五联”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解决人才规格与职业岗位能力失配问题 

以“金地筑基、金师引领、金课铸魂、金材赋能”为引擎，驱动装备制造类专业

数字化转型，打造新质工匠培养的五大新基建。依托全国增材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校企协同实施“专业联建、基地联建、师资联培、课程联建、教材联建”五联合

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金地筑基。融合校企优势资源，按“1 个真实项目+1 套数字孪生虚拟仿真实训中

心+N 个实践基地”构建智能制造新型数字化实践教学金地,为工匠人才培养提供平台

支撑。 

金师引领。实施“思政名师、教学名师、技能大师、科研导师”四类专精师资培

养，入驻四室（匠心育人工作室、教学名师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科研赋能工作

室），培养一批“具匠心、精教学、强技能、善科研”的金师团队。 

金课铸魂。以“模块化、项目化”的思路，引入 FANUC、西门子等高精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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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制造生产线，校企联合重构专业核心课程，融入匠德教育，强化课程思政，建

成一批金课程。《创新基础》入选国家级金课，7 门课程获得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金材赋能。打造“校企联建、‘双师’协同、立体呈现”教材开发体系。引入“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与同济大学联合编写、出版教材 1 本，开发了 5

本校本教材，为工匠培养提供强力资源支撑。 

 

图 3 四金牵引，构建“一体五联”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3）构建“四室联动”育训方案，解决工匠素养达成效果不佳问题 

匠心育人工作室，由励园名师领衔，通过“说匠心、育匠品、践匠行”的三匠系

列活动方案，促学生厚植匠德。教学名师工作室，由省级专业带头人主导，开展专业

建设、课堂革命、课程资源开发等，培育匠技知识。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师带徒，开

展技能训练、技术服务、三创竞赛，助学生夯实匠技。科研赋能工作室，科教融汇，

师生组建团队开展省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 6 项，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15 项，学生获授

权专利 20 多项，学生科研能力大大增强，创新培养精湛技艺。“四室联动”构成一

个完整的工匠人才能力培养育训方案，解决工匠素养达成效果不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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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构建“四室联动”育训方案 

三、成果的创新点 

1.匠德养成的理论应用创新 

一是将学校“励园”所蕴含的“敬业、乐业、勤业、精业”工匠内涵做为工匠培

养核心要素。其中：“敬业”是职业道德的基础和核心；“乐业”是个人成长和职业

发展的关键，“勤业”是成为工匠的条件；“精业”即精益求精，不断创新，既是一

种追求也是一种目标。敬业是基础，乐业是前提，勤业是根本，精业是动力，这四个

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工匠职业素养培养的目标取向。二是“励园文化”

作为一种工匠精神力量，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实施的“一展二坛”育德方案，起着引导和激励学生养成勇于创新、精益求精、崇尚

科学、努力提升专业素质的意识，润物无声实现“文化浸润”，是文化育人理论的一

种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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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匠德养成的四个要素 

2.工匠培养的育人机制创新 

以“建强‘金地’，培育‘金师’，上好‘金课’，编好‘金教材’”为牵引，

驱动专业数字化改造，协同打造对接产业、整体提升“金专业”，实现人才规格与职

业岗位能力精准匹配。依托全国增材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五金”工程建设

为基础，实施“专业联建、基地联建、师资联培、课程联建、教材联建”五联合的协

同育人机制，实质性推进校企协同育人工作；“一体五联”协同育人机制是基于“改

革共促人才培养”共同愿景的具体实施机制创新，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的有效衔接。该机制大幅提升了装备制造类专业建设质量，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

业入选国家级骨干专业。 

 

图 6  工匠培养的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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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室联动”的育训路径创新 

匠心育人工作室、教学名师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科研赋能工作室“四室联

动”，四大工作室工匠培养平台，平台间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形成结构化的功能组

合，共同围绕“匠德-匠心-匠技-匠艺”工匠人才四个核心要素培养和训练，形成功能

互补的加和创新效应。匠心育人工作室，通过开展“励园文化”活动，实现了全方位

全过程的“匠德”培育，同时也营造浓郁的校园工匠文化；教学名师工作室，以“三

教”改革为抓手，发挥教学名师的传、帮、带作用，在育匠技同时也促进了建设高质

量发展；技能大师工作室，实施技术革新，解决技术难题，强力夯实学生技术技能；

科研赋能工作室，以教研科研工作室为核心阵地，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创新意识的匠

艺人才，同时开展科教融汇，实现科研反哺教育，打造了一条“植匠德-育匠心-夯匠

技-创匠艺”"全过程"培育链条，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工匠人才培养创新路径，有

效提升了工匠素养的达成效果。 

 

图 7  “四室联动”的育训路径 

四、成果应用推广成效 

1.学生职业能力有效提升 

（1）就业率与就业对口率： 

与 10 家福建省内企业建立紧密型校企合作关系，扩宽学生实习就业渠道。2 个供

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成功入选教育部第一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2018 年至今培养

毕业生 2895 人，2024 年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为 94%，初次就业率 99%以上，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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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率 98%以上。 

 

图 8 完成教育部第一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2 项 

（2）学生获奖与荣誉 

学生在各类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累计获各类技能竞赛和“三创”比赛国赛奖项

16 项，省赛奖项 64 项，展现了卓越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学生获专利 30 多项，多

名学生荣获省级荣誉，如省五一劳动奖章、省技术能手、省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省青

年岗位能手、省金牌工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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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学生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 

 
图 10  学生获得三创比赛奖励 

2.专业建设高质量发展 

（1）专业获奖 

自成果实施以来，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入选国家级骨干专业，建成 3 个省级、

2 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获省级课题 6 项，授权专利 79 项（其中 9 项发明专利）。

获批省市科技特派员项目 18 项。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121 项，形成技术成果 63 项，其

中技术标准 20 项。引入横向课题经费 3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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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获批省市科技特派员项目 

（2）质量工程与课程建设 

获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3 项，教学质量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建成 1 门国家级金课，

7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校级精品在线开发课程 10 余门。完成 1 项省级“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丰富了教学资源。 

（3）教材与实训基地 

出版教材 1 本，编写 5 本校本教材。建成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 2 个，省级实训

基地 1 个。2019 年机电技术专业群生产性实训基地入选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智能

制造实训中心被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列为“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产教融

合促进计划建设基地，同时也是福建省专业群 A 类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

会。与同济大学合作共建“两中心一基地”即“福州同济技术转移创新中心”、“福

州同济跨企业技术服务中心”、“福州同济职业教育师资培育基地”，已承办 4 期福

州工匠学院暨“福州同济职业教育师资培育基地”劳模工匠研修班，打造工学结合的

新时代工匠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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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参与共建“两中心一基地”与承办劳模工匠研修班 

3.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1）师资结构优化 

分类打造“金师”团队，培育建设 3 个省级和 2 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一

批双师型教师和行业专家。 

 

图 12  教师获得技能大师工作室立项及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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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荣誉与成果 

教师共授权专利 79 项（其中 9 项发明专利）。多名教师在各类培训和会议中作

典型经验交流发言，提升了学院的社会影响力。 

 
图 13  教师获得专利授权 

 

图 14  教师教师在重要培训和会议中作典型经验交流发言 

4. 技能鉴定和社会培训 

积极开展技能鉴定和社会培训工作，为企业和社会培养了大量技能人才。组织技

能培训及鉴定工作，含企业捐赠等社会服务收入 120 多万元。主办和承办多项全国性

和地方性的研修班和培训班，提升了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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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体报道与宣传 

多次受到省市领导和教育部领导的调研和肯定，提升了学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教师在各类媒体上获得广泛报道和宣传，树立了良好的教师形象。2018 年 12 月时任

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王宁、福州市长尤猛军等省市领导莅临调研。2018 年 12

月时任教育部职成司司长王继平莅临调研。2019 年 5 月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

任委员杜玉波一行莅临调研。 

 
图 15  各级领导关心调研与主办培训项目 

 

6.兄弟院系、合作企业成果应用 

成果在 4 所职业院校整体应用或部分应用，大面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深受多所

合作企业的青睐，示范引领作用明显。 

 
图 16  与兄弟院校、企业交流合作与成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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