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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典型案例 

“校区协同、链群对接、共建共享”的专业群建设模式

探索与实践 

 
摘  要：针对传统单个专业人才培养无法满足产业集群发展对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单个专业资源分散难以发挥集聚效应，高职专

业群是改革创新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然要求，结合专业群

如何“组群、建设、管理”等现实问题，通过深化学校和产业园区协同

合作，剖析产业链与专业群逻辑关系，探索形成了“校区协同、链群对

接、共建共享”的装备制造类产教融合型专业群建设模式，有效促进专

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岗位需求紧密对接、专业教学资源集聚整合，为专业

群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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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的文件精神，为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构建和完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高水平高等

职业教育框架与体系。专业群的建设可以改变原先单一专业“单

打独斗”的局面，学校从 2015年创建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开

始探索专业群组建和建设工作，经历“双高计划”建设的几年

探索实践，从整合优势资源将若干个办学实力较强，学科基础

相通的专业对接产业集群进行组群构建专业群，到面向产业岗

位群需求、产业链上下游对核心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将专业



 2 

基础关联度较大、具有共性技术特征和契合区域产业链上下游

专业知识结构，面向产业未来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的知识

和技术技能架构，以对接产业链为主线，融“技术链、服务链

和创新链”相结合进行专业组群，形成 6 大专业群，并逐步推

进专业群建设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最终打造了以工业机器人

技术专业群为龙头的 8 大专业群布局，服务皖江城市带产业转

移示范区和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发展，支撑安徽省“三地一区”

建设，服务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二、主要举措 

1、校区协同，探索出适应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专业群建设路径 

依托与区域产业园区共建的皖江智能制造产教融合联盟、

产业学院、产业学院联盟等三层次产教融合平台，建立专业群

结构与产业结构映射关系，形成面向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产教融

合型专业群组建方式，组建工业机器人技术等装备制造类专业

群，实现专业群与区域产业集群深度对接。以产业学院为载体，

建立专业群教学部、校企合作部和技术创新服务部，创新专业

群的三个部和群内多个专业教研室两级教学基层组织形式，形

成“一院三部多室”的专业群治理结构，实现专业群跨专业、

跨院系开展人才培养、提供技术服务、进行资源调配的灵活治

理模式，在全校专业群建设中得到共识。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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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群建设模式及其推广 

2、链群对接，创新了“德技并修、项目互联”的专业群人

才培养模式 

适应产业链延伸交叉对跨领域、宽口径复合型人才培养需

求，发挥专业群集聚效应，创新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一是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实施价值引领、

素质提升、匠心养成、技艺成才四大育人工程。二是对标产业

链岗位群人才需求，构建“底层共享、中层互融、拓展互选”

的课程体系；三是引入典型任务、1+X证书、岗位标准，一体化

设计教学项目，形成“课程、课证、课岗”三层项目化教学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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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3、共建共享，提升了专业群服务产业和引领专业建设的能力 

融合技术创新和技能培养，集聚群内、校校、校企资源，

按照集约化、数字化要求共建专业群支撑平台。建设智能制造

教学工厂等专业群实践教学平台，构建了呈现智能制造产业链

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全流程生产的教学场景。校际校企

共同开发专业群虚拟仿真平台、新形态教材和数字化教学资源，

促进校际同类专业群共建共享。群内专业共建智能运维及边缘

计算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创新合力，为产业链中小微企

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4、完善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专业群建设与管理的模式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专业群建设和管理水平，深化产教融合，

提升服务产业发展能力，打造一批高水平产教融合型专业群，

出台《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建设管理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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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专业（群）动态调整机制和专业群建设委员会，将专业

群从组群、建设、管理和评价等方面进行规范化、制度化。 

三、建设成效 

1、打造了“金字塔”专业群结构布局 

学校紧密对接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和地区支柱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以产教融合型专业群建设为理念，深度剖析智能

制造全产业链相关环节岗位群能力需求，结合办学优势及资源

特色，精准识别对接产业链的具体环节，以“产业集群—产业

链—岗位结构—专业—专业群”为主线，组建 8 个专业群。逐

步形成以 1 个国家级专业群为“塔顶”，2 个省级专业群为“塔

身”，5 个校级专业群为“塔基”的金字塔形专业群架构。 

表 1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金字塔布局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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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动了我校专业建设提质培优 

自双高计划建设以来，学校整体专业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道路，获批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智能制

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1 个；获批国家级专业创新团队 1 个，主

持国家级专业资源库 3 个、参与国家级专业资源库 1 个，立项

建设国家级课程 4 门；“校区协同、链群对接、共建共享”的专

业群建设模式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3、助力了地方区域产业经济发展 

学校根据区域产业发展，实施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新设工

业机器技术、3D打印方向等对接机器人、3D 打印智能装备产业

园发展的专业，停招 8个与产业结构吻合度不高的专业。“雨耕

学院”以竞赛式培养学生 1554名，现代学徒制培养学生 191名，

38 名学生就业于芜湖机器人产业园龙头企业——埃夫特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3 年承办安徽省职业院校工业机器人赛

项。以弋江机电科技园为主体的弋江青年创业园获批全国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学校获首批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

地，全国首批“3D 打印造型师”（高级）试考基地，完成全国

33 所职业院校参加的“工业产品造型设计与 3D 打印技术应用高

级研修班”和“3D 打印造型师师资认证培训班”培训与考核；

参与制定安徽省增材制造技术标准 1 项。学院围绕产业发展获

授权专利 860 件，实审发明 463 件，专利授权量居安徽省高职

院校首位、全国高职院校第五。依托智能制造创新工厂和产业

学院开展数字孪生、系统集成等方向师资培训 4次。依托“5G+

工业互联网实验室”、两个产业学院联盟发布课题 68 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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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课题 376项。 

四、推广应用 

学校“校区协同、链群对接、共建共享”的专业群建设模

式 2022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学校通过承办芜湖市新时

代职业教育发展论坛暨校企对接会和参与安徽省“双高计划”

专业群建设研讨会，作“区校协同 链群对接 打造特色高水平

专业群”的主旨报告，宣传学校专业群建设成果；学校借助承

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第二届工业

机器人装调维修技术和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博诺杯

“工业机器人维修调试与技术应用等竞赛活动机会，向参赛选

手和指导老师宣传专业群建设成果；学校通过承接机器人培训，

向企业宣传专业群建设成果；学校利用专业（群）和课程资源

平台向社会推广资源建设成果；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等杂志发

表《“双高计划”：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等论文 5

篇，专业群建设成果在主流媒体得到宣传推广，《中国教育报》

发表“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高职创新高地——聚焦安徽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高品质特色化办学之路”报道学校特色化办学成

果，《中国教育电视台》以“技能改变命运 职教塑造新生”为

主题进行报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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