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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煤炭类高职扩招生的培养模式研究 

——以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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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扩招是职业教育的重大改革，是国家缓解当前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举措。在煤炭类企业在岗职工

扩招生的培养中，通过校企深度合作，精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聘请企业技术人员担任“企业导师”、设立“企业学堂”

等举措，保证企业职工在“停工不停学”的现实条件下高质量的完成学业，实现质量型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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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Co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nrollment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 takes Gansu Energ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Abstract】The expan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nrollment is a major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 is a strategic measure for the 

country to alleviate the current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solve the shortage of highly skilled personnel.In coal enterprise 
on-the-job worker expansion of enrollment, through the depth cooperation, accurate talent training plan, hire enterprise technical 
personnel as "mentor", set up "enterprise school", ensure the enterprise worker in the "shutdown" under the realistic condition of 
high quality to complete school, realize quality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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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区域竞争力提供充足的人力

和人才支撑，2019 年 4 月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高职扩招

100 万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缓解当前

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至此，高职扩招拉开

了序幕[1]。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

类型，承担着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技术服务、社会培训等重要任务，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等具有直接的历史责任与重要的时代使命。 
为主动适应高职扩招后生源多元化、发展需求多样化对职业教

育教学的新要求，保障质量型扩招，全面提高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

质量，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意见》指出，要主动应对挑战，把高职扩招作为深化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新动力，切实提高学校的管

理水平、学生的综合素质、人才培养的质量。针对下岗失业人员、

农民工、退役军人、在岗职工及应（往）届毕业生等高职扩招生源

（以下简称扩招生源）教育教学，坚持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

灵活，坚持因材施教、按需施教，坚持宽进严出，严把毕业关口[2]。 

1  高职扩招带来新问题 

高职扩招 100 万打破了学校现有的招生模式、教学模式、管理

模式、质量评价等。这给企业用人带来了新的机遇，既提高了企业

人员的技术技能，又减少了企业员工的流失，给退役军人、下岗职

工、农民工和往届高中生带来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更为即将进入企

业工作或已经在企业工作，却需要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人员提供

了机会[3]。 
从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2019 年煤炭类专业招生结构来看，

企业在岗职工报名求学的占 87.6%，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

等占 12.4%，这给学院针对高职扩招生的教育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 
1.1  难以集中管理、集中教学 
生源的多样性带来了需求的多样性，集中体现在企业职工想在不

中断工作的情况下完成知识和学历提升的愿景，同时企业负责人希望

员工求学不能影响公司生产，甚至惧怕员工提升学历后人员流失等。

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职工等普遍年龄偏大，由于承担家庭经济责

任不能入校学习，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能入校

就读。这些不同的需求，导致扩招生不能像在校生一样集中管理与教

学，给学院的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2  打破传统教学模式 
在校学生的教学模式是集中管理教学。在校学生的教学组织以

班级为单位，在授课教师的安排、实训教学的开展、教学质量的评

价等教学手段的实施上具有极大的便利性。高职扩招生不能入校就

读，对传统的教育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学校现有的教学资源、

教学平台很难应用于扩招生的教育教学中，探索适合扩招生的教育

教学模式，使每个职业院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1.3  改变人才培养方案 
现在各职业院校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均按照教育部 2017 版

的《国家职业教学标准》制定的，要求的生源类型为高中毕业生或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扩招生由于生源的复杂性，很难适应现有的

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扩招生的理论知识参差不齐、部分企业职工

扩招生掌握扎实的专业技术技能、有着明确的求学目标和清晰的职

业生涯规划，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部分公共基础课程、公共素养课程

对其吸引力不大，其更关注对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 
在现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要求在校生的修业年限为三

年。高职扩招生由于大多处于半工半读的学习状态，能否在三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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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完规定的课程、完成规定的学分都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所以，各

职业院校必须精准制定适合高职扩招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否则很难

达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的。 

2  产教融合背景下，成立“校企协同育人联盟” 

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更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支

撑产业的高速发展。在我国新经济发展背景下，校企合作的意愿更

加强烈，如何破除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障碍，构建行业、

企业、学校多方共赢的人才培养机制，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实现高素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是现代高职教育的重要任务。

高职扩招后学生的培养更需校企深度合作、协同育人。甘肃能源化

工职业学院煤炭类扩招生 80%以上为甘肃省内的靖远、华亭、窑街

三大煤业集团的在岗职工，对这类扩招生的培养，更需要与省内各

煤炭企业进行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2019 年 12 月，在世行项目的支持下，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与包括省内三大煤业集团在内的 100 家企业签署协议，就人才培养、

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就业创业等签署协议，成立了“校企协

同育人联盟”（以下简称“联盟”）。“联盟”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参

与的模式进行运转。“联盟”的组长由学校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

由企业实际管理人员担任，下设“联盟”办公室，成员有学校教务

处、学生管理处、质量管理处、各系（部）和企业的人事处、生产

部、质量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企业生产部协助学校教务处做

好扩招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的教学工作，企业人事处协

助学校学生管理处做好扩招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企业质量管理部

协助学校质量管理处做好扩招学生的培养质量鉴定等工作。在日常

的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联盟”反馈，“联盟”根据反馈的

信息认真研判，对存在的问题积极整改，确保校企合作育人的工作

能够顺利开展。 

3  产教融合背景下煤炭类扩招生的培养途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院校应该根据

各自特点和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技术创新等方面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合作。

学校应该积极为企业提供所需的师资、实验、课程等资源，企业应

该依法积极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技术、知识、设施、资

本、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探索解

决好高职扩招带来新问题的途径，对学校扩招生培养、企业发展、

社会就业具有积极意义。 
3.1  校企合作，精准制定煤炭类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年煤矿类扩招主要是矿山机电技术、安全技术与管理和煤

矿开采技术三个专业，且生源主要来自省内各煤炭企业的在岗职

工。通过前期的学情分析，90%以上的学生为煤炭类中职毕业生，

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根据各煤炭企业的生产实际和学

生的实际情况，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依据《国家职业教学

标准》的要求，科学合理确定了培养目标、入学基本要求、基本修

业年限、职业面向、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师资队伍、教学条件、

质量保证和毕业要求等内容，尤其对课程设置、教学进程、质量保

证和毕业要求进行了优化，将教学实施由传统的学校实施转变为

“学校+互联网+企业”实施的新模式。 
3.2  合理配置教学资源 
系统规划、合理配置教学资源，细化任务清单。对基础类课程

在“智慧树平台”“超星平台”等教学在线学习，并配备基础课教

师进行答疑、监督。对专业基础课程，充分利用“智慧职教平台”

“校内精品课程平台”等教学资源，专业教师采用“腾讯课堂”“钉

钉教学”等平台进行在线授课、在线答疑、在线批阅作业。对于专

业核心课程，采用“校内导师+企业导师”的模式进行授课，校内

教师送教上门，在“企业学堂”对专业知识进行集中讲解，企业导

师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技术技能进行示范、训练，实现质量型扩招，

提高煤炭企业在岗职工扩招生的培养质量。 
3.3  制定“旺工淡学”错峰教学实施方案 
根据煤矿生产特点和教育规律，“旺工”季节以生产实践为主，

重点训练学生的实践生产技能，如煤矿开采技术专业训练“采煤机

实操技能”“掘进机实操技能”等技能，矿山机电专业训练“矿用

隔爆开关维修维护技能”“采煤机维修维护技能”等技能，安全技

术与管理专业训练“矿井瓦斯测定”“井巷风速测定”等技能，使

教学环节与工作生产环节紧密结合。“淡工”季节以学习基础理论

知识和专业实训为主，校内教师在“企业学堂”进行专业知识讲解、

在“企业实训车间”开展专业实训教学。 
3.4  制定培训经历和技术技能经历等替代相关课程学分实施

办法 
煤炭企业在岗职工扩招生理论知识、技能差异较大，依据其培

训经历、职业技术技能掌握情况、从业经历等研究制定相应的学分

转换机制，确保在教学标准不下降、培养质量不下降的前提下灵活

高效的完成高职扩招生的培养工作，避免教学资源和学生时间成本

的浪费。例如，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的扩招生，如果其拥有《瓦斯

检查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免修“瓦斯检查员”课程；从事

矿井通风工职业，经校内教师和企业导师考核合格，可以免修“矿

井通风”课程，并获得该课程的学分。 

4  结语 

高职扩招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是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在产

教融合背景下，学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资源配置、

教学方案实施、组建教学团队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创新煤炭企业

在岗职工扩招生的培养模式，实现扩招生“停工不停学”“半工半

读”，达到质量型扩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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