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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技术专业行业企业调研计划

一、调研题目

《滦州市职业教育中心机电技术专业》行业企业调研计划

二、调研背景

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发布《关于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决定》，将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地位与作用前所未

有的重视，反映出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视，反应出中国职业教育

政策的重大突破。经过《决定》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能够看到：中央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提出要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从国家现代化建设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

需度，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决定》提出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三大理由：一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是落实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重大举措；二是全面提

高国民素质，把中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提升

中国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三是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实现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要求。

机电技术应用是当今自动化技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早期的

自动化技术主要是借助凸轮、机械机构等实现的，这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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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实际上是机械自动化;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凸轮、机械

机构逐渐被继电器、接触器、电磁开关等机构所取代，实现了

电气自动化，机械机构大大简化，自动化水平大为提高；机电

技术应用则是生产实践对自动化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也是

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控制技术和精密机械技

术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以计算机为主要特征的自动化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机械与电子电气已变得密不可分，

特别是电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对各领域的渗透，机械设计、

制造有了全新的理念，懂得电的如果不懂机械或者说懂得机械

的不懂电将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机电设备、自动化设施、

各种自动化生产线都需要既懂得电又懂得机的专业人才去使用

和维护。二十一世纪是电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与电脑密不可

分，电子技术已渗透到机械制造的各个方面。在近几年用工市

场中的信息可知，机电一体化的专业人才十分吃香，其工资待

遇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硕士生，特别是对懂得 PLC、变频技术、

数控技术的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从近几年毕业生的就业情

况看，各个行业中，机电行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处在前列。

三、调研目的

（一）调研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将

职业教育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

动力，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到 2020 年，形成适应发展方

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

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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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

需要。就必须培养出社会、企业、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型人才，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尽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满

足社会对机电类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改

革，遵照职业教育的有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加强机电

技术应用专业的建设。

当前为了培养满足行业、企业所需技能型人才，掌握企业

(用人单位)对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的岗位群、工作任务、对

本专业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能力的要求、对专业知识与能力结

构，课程体系与实践性教学环节设置等方面的意见和需求情况，

把握本专业的办学方向，找准三年制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

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改革等提供可靠的依据。为

彰显职业教育的特点，经过本次调研收集和分析机电技术应用

专业学生的社会人才需求状况信息，了解社会、行业以及企业

对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知识、技能、素质要求的变化和趋势，

为自己所在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学

生就业指导提供信息，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教学计划和

课程标准的修订、教学的改革提供依据和帮助，提高我校机电

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及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二）调研对象

1.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部长；

2.企业的部门经理、一线的维修工、技术总监座谈；

3.企业（单位）的领导；

4.顶岗实习的学生和空调、冰箱行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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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内容

（一）根据社会需求和毕业生任职岗位，对本专业培养人

才进行定位

1.机电技术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

2.毕业生就业调研，分析毕业生任职岗位，确定本专业毕

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次要工作岗位。

（二）依据人才定位，进行职业能力调研，确定本专业应

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1.企业对学生在校期间应培养的素质要求。

2.学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能力与技能要求。

（三）调查企业的实际工作领域，以确定本专业的课程体

系

1.总结企业实际工作的工作领域。

2.了解企业认为应开设的课程。

（四）根据企业实际工作任务，岗位技能要求，确定学生

的学习内容以及技能标准

1.岗位技能要求及标准。

2.调研企业典型工作任务。

3.中职毕业生从业情况。

包括毕业生在企业的就业情况，毕业生在企业的培训情况

等。

五、调研方式

1.根据计划机电专业教师在 8 月到深入多家机电类企业，

兄弟院校和毕业生中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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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文献中查阅所需的信息。

3.从互联网上查阅所需的信息

六、调研团队成员

组长：刘瑞

副组长：薄小龙 勾顺

组员：李志文、杜立军、毛菊

七、调研企业及时间安排：

1.天津长城汽车有限公司：2021.11.10—11.20

2.山东海信有限公司：2022.3.12—3.22

八、调研意见

（一）对课程设置的建议

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是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

以项目课程为主体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

（二）对教学模式改革的建议

根据调研，为实现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人才的目标，应

打破以学科体系的课程模式，建立三以一化的课程体系。

（三）对专业实验实训资源配置的建议

为了达到知识，理论，实践教学在时间上，场所上、教师.

上均实现一体化，高标准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最大程度地建设

与生产实际接近的实习环境，对本专业特别加强数控实训车间

等校内实习基地建设，增加机电实训设备。

九、调整结论

（一）课程设置

按照职业教育的要求和本专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规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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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安排，都以学生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知识

的应用为主要目标，打破按照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设课的惯例。

在整个教学课程体系中，以专业技能为主要项目，每个项目彻

底改变原有的教学课程体系。以项目为中心，设置多个技能模

块。专业课种类与课时合理配置。对本专业而言，因学生主要

从事机电设备安装、维护、维修，故在技能训练的项目应有一

定的宽度，而在必备技能上要达到应有的职业资格等级工要求。

（二）教学模式改革

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对原有的课程内容进行解构和重组，

制定全新的课程标准，选择适宜学生发展、适合企业要求的教

学内容，并兼顾技能证书的需求。课程内容的实施宜采用项目

教学法，应特别加强实践性环节教学，如对机电一体化设备的

安装与调试，电气控制器的应用等环节的教学应采用项目教学

法，并有课程大作业及毕业设计作为综合性能力训练的课程，

社会能力的培养应在所有的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渗透，要求

专业教师在自己承担的专业课教学中特别注意对学生的职业道

德的引导，在课程考核中应有对相关社会能力的考核指标。

（三）实验实训资源配置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早期机电专业的普通车床和普

通焊机逐渐被淘汰，我校为进一步加强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建

设，新增多台新型数控车床、焊接机器人、数控加工中心，方

便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提高我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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