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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航空发动机产业学院建设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江　辉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的快速迭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对人才的培养规格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对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

进一步深化、拓展提出的新挑战。本文以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共建的成都航空发动机产业学院为例，实施“理事会 + 院务会”管

理机制，深化新时代工匠人才培养模式，打造“能力进阶”课程体系，组建 “工匠之师”师资团队，共建跨专业生产实习实训基地和产

业工匠培训工厂，搭建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共同实施产业工匠人才培养，探索出了成都航空发动机产业学院的建设路径。结果表明，该

路径能有效解决当前产业学院面临的问题，培养适应于产业发展新要求的新时代工匠人才，助推航空发动机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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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提出产业学院作为校企深度合作的载体。2020 年 7 月，教育部办

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

行）》的发布给高校产业学院注入了强心剂，许多高校纷纷成立

了产业学院。“产业学院”相关主题的研究成为当下热点，内涵、

建设与运行机制、育人模式等受到研究者关注。

近年来，航空新兴产业的国家战略、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

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航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成

渝经济圈、四川省的通用航空和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等产业集群

建设发展规划，为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同时，航空发动机制造

技术的快速迭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对技术型、知识型、复合

型工匠人才的培养提出新挑战，同时对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进

一步深化、拓展提出新要求。

为培养适应于产业转型人才，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成都工

贸职业技术学院产业自 2022 年开始组建成都航空发动机产业学

院。该学院以国家级产教融合试点专业、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专业数控技术，以及国家级智能制造实训基地、成都市智能制造

中试基地为依托，联合成都航利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普惠艾

特航空制造（成都）有限公司、成都凌升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

都福瑞空天科技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知名企业，以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为基础立足点，依托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对接航空发动机产业链，培养产业工匠人才。本文基于成都工贸

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航空发动机产业学院的建设实践，探索了成都

航空发动机产业学院的建设路径。

二、建设思路

以解决航空发动机产业在“卡脖子”技术瓶颈、产业转型升

级、产业工匠人才巨大缺口的难点痛点为出发点，立足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平台“航空发动机产业学院”，

实行“理事会 + 院务会”管理模式，遵循“组织共构、标准共研、

资源共用、利益共享”原则，打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跨专业实

习实训基地、产业工匠培训工厂，共同深化“一引领、两贯通、

四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航空发动机“产业工匠”人才

培养整体方案。推动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全面贯通，实现学

校“增强适应性、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竞争力、形成新模式”

四大目标，从而助力学校高水平建设，推动航空发动机产业转型

升级，助推我国迈进航空装备制造强国。具体见图 1 所示。

图 1  产业学院建设思路

三、建设举措

学院以培养产业工匠为目标，校企共建“成都航空发动机产

业学院”。共同构建学院管理架构，制定航空发动机产业工匠人

才培养标准，在校区和园区分别建设共享型实训基地，开展对外

培训，实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功能。

（一）构建产教融合新模式

校企共建成都航空发动机产业学院，实施“理事会 + 院务会”

管理机制。理事会由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及部分高校共同构成，

作为产业学院的决策层，负责顶层设计，进行宏观控制。院务会

行使对产业学院的具体执行职能，设立党总支书记、院长，产业

学院院长是运行管理负责人。成立监事会，对重要事项进行监督。

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持的治理结构。

（二）构建高水平专业群

围绕航空发动机关键组件制造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

方向，满足关键组件智能制造生产链对高端复合型岗位人才的大

量需求，对接研发测试、加工制造、生产管理领域岗位链中的智

能制造生产工艺规划、精密加工、智能焊接、智能检测、智能产

线运行维护、生产管理等技术链。构建以数控技术专业为核心，

以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工

业互联网技术专业为支撑的专业群。精准对接产业升级的人才需

求，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标准、课程体系、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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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项目设计和师资等，提升航空动力关键部件制造和产

业智能制造水平，支撑产业高端发展。

（三）深化“一引领、两贯通、四融合”新时代工匠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

“一引领”，校企共研航空发动机产业工匠人才标准，引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学生到工匠的无缝对接。“两贯通”，满

足航空发动机产业对“高素质 + 高技能”的人才需求，发挥训育

优势，制定长学制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实现“学历教育”

贯通和“职业资格证书”贯通。“四融合”，坚持专业对接产业，

课程融入园区，课堂建在产线，实现校企课程融合；组建“身份互认、

角色互换”的教学团队，实现校企师资融合；共建一体化产教融

合服务平台，开发教学资源，实现校企资源融合；整合教学评价

与企业人才评价，开发多元参与的“产业工匠”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实现校企评价融合。 

（四）打造“能力进阶”课程体系和开发教学资源

对接航空发动机产业岗位职业能力要求，强化“职 – 技”融

通专业群各专业的核心技能，按照“初级—中级—高级”三级递进，

重构专业群“能力进阶”模块化课程体系（详见建设方案图 3.1-

2），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企业共建信息化教学平台，共

享信息化教学资源，融合真实生产任务，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共建省级教学资源库 1 个，国家规划教材 2 部，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省级虚拟仿真实训项目 2 个， “1+X”证书“书证融通”

课程 5 门。

（五）构建多元“产业工匠”的评价体系

围绕产业工匠“高素质、强技能、能迁移、敢创造”的内涵，

依托成都工匠遴选标准、岗位能力标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世

界技能大赛赛项评分标准等，构建航空发动机“产业工匠”评价

标准。依据“产业工匠”评价标准，围绕素质能力、团队协调能力、

技能等级能力、岗位职级能力、创新创业能力，构建产业工匠评

价内容。建立学生、教师、企业、社会等多元评价机制。引入第

三方评价机构，实施过程控制、实时测评、环节监控评价，共同

监控人才培养质量。

（六）组建校企混编“工匠之师”师资团队

共建“双师培育基地”，建立“双向互派、双方培养、双重

保障”的双师培养机制，实施 “育师为匠”和“育匠为师”能力

提升工程，打造校企“混编”实战型师资团队。实施“育师为匠”

工程，通过遴选青年骨干教师到技能大师工作室实战、企业顶岗、

科技攻关等形式。实施“育匠为师”工程，企业工匠与专任教师

结对开展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教改等任务。

（七）打造航空发动机产教融合型“产业工匠”培训工厂

依托成都航利学习工厂和成都工匠学院，联合四川省职业技

能竞赛研究中心，打造国际一流、凸显航空发动机关键工艺技术

应用的产教融合型“产业工匠”培训工厂。以教授、行业企业专

家、全国技术能手、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教练等组成培训教师团队，

开发航空发动机技能培训课程包，开展航空发动机制造工艺和技

术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行业发展趋势培训、世界技能

大赛培训等，面向社会培训航空发动机产业员工。

（八）打造跨专业实习实训基地

打造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通用性技能实训基地，根据航空发

动机智能制造共性基础技术技能要求，依托学校实训基地现有资

源，建设钳工、机械制图、普通机加工、数控加工、CAD/CAM 技

术、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实训室等通用技能实训室。打造航空

发动机智能制造生产性实训基地，采取校企“虚 + 实”模式，在

企业建设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实体化生产性实训基地，由企业实

施统一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在学校建设对标企业航空发动机

智能制造实体化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数字孪生制造实训基地，开展

智能制造核心技术 - 数字孪生技术应用研究，引领传统制造专业

的转型升级。

（九）打造成都航空发动机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对接成都航空动力产业园园区企业技术发展需要，联合成立

博士技术研发团队、国家级大师工作室、高水平青年科研创新团队，

突破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发动机喷嘴、高硬度合金壳体等

超硬度合金精密零件制造技术难题。开展应用研究以及技术服务，

为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产线升级改造服务。

四、结论

通过共建产业学院实体合作平台，构建产教融合新模式，构

建融合发展生态圈，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推动科教融汇，实现

了额产教融合“落地走实”，组建校企混编“工匠之师”师资团队，

深化“一引领、两贯通、四融合”新时代工匠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打造“能力进阶”课程体系和开发教学资源，让学生与产业一线 “无

缝对接”，近 1 年累计为航空产业和国防建设输送 200 名新时代

航空发动机产业工匠人才，有效助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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