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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2022 年铁路

复合型人才培养与

发展论坛在广西柳

州市举办，来自中

国、欧洲和东盟多

国的铁路交通领域

的专家学者、校企

单位代表共同研讨

如何为铁路产业的

国际化发展培养复

合型人才。湖南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校

长张莹受邀现场作

了题为《国际化铁

路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主旨报告。

张莹在报告中

重点讲述了学校国

际化人才培养的顶

层设计、条件准备、

培养形式和具体组

织实施，为与会人

员介绍了“湖铁经

验”，得到与会人员

的高度肯定和一致

认可。

长 期 以 来 ，中

国与东盟国家携手“一带一路”

建设，持续推动互联互通。2021

年 12月，长达 1035公里的中老铁

路通车运行。雅万高铁、中泰铁

路等一批“一带一路”共建项目

正在有序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

的经贸合作日益加深。

张莹就未来国际化改革提

供了“湖铁方案”，她认为未来应

该在“海外分校、工坊”“国际人

才储备”和“国际服务能力”三个

方面发力，探寻破解国际化铁路

复合型人才培养痛点和难点的

最优解，更好地促进铁路人才培

养，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作为

全国唯一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产业办学的高职院校以及全

国“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发起单位

之一、中非经贸合作职业教育产

教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一直将国

际化作为学校高水平办学的方向

之一，紧贴中国铁路走出去、中国

高铁走出去、中国中车走出去，坚

持践行“铁路到哪、高铁到哪、中

车到哪，学校的人才培养支撑和

社会服务就到哪”。

张莹表示，学校将面向“一

带一路”实际需求，通过整合、共

享资源优势突出、同类高校认可

度高的课程资源和优质的技术

资源，创新铁路国际教育新理

念、新结构和新模式，进一步提

升铁路国际人才培养培训质量，

为擦亮中国铁路这张“金名片”，

贡献“湖铁力量”。

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不仅是“考学生”，更

是“考老师”。

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指导学生参赛，教师

就得先是专业的“行家里手”。

建立起“能教会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是湖南铁科职院完善技能人才培养链的“重

要一环”。

“我们的团队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

体系。”国赛一等奖指导教师周湘杰说道。

从2018年首次备战“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

与实施”国赛起，该校就将国赛中的技术标准、

操作范式、专家资源反哺到学校的技能竞赛和

教育教学之中。从教学计划到生活日常，带队

教师团队每一项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编排。

“一般我们会为参赛选手配备两位指导

老师，两位老师的侧重点不同，一位侧重日常

的技术指导，一位侧重训练所需要素的准备。”

该校铁道供电与电气学院院长杨旭清表示，这

样的分工合作，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教学效果。

周湘杰、王文楷都是来自行业头部企业

的高层次人才，他们把新技术、新工艺贯穿到

训练始终，把企业文化融入日常教学中。

“跟着周老师一起指导学生参赛，能让我对

行业和设备更了解，日常教学中的实训课也上

得更得心应手。”“90后”教师范飞是教练团队的

一员，通过指导比赛，他和学生们一起成长。

“带学生参赛不仅能向团队中的优秀教

师学习，而且会倒逼我们奋起直追。”同为年

轻教师的龚事引，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每

月在群里“晒成绩”“交答卷”时压力与动力并

存，不得不让他在专业建设上有更多的思考。

智能循迹小车、无人机、电流检测无线感

应设备……在伍丰老师的“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课堂上，一系列贴近生活、实用性强的“小

玩意”闪亮登场，赢得同学们阵阵尖叫。

伍丰介绍，这些酷炫的高科技产品都源

于历年的电子设计竞赛，所有学生需要按竞

赛要求完成，把赛题融入课程，大大提高了课

堂效率。

“赛题的实操，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所

学的知识在生活中都用得着，这让我们更喜

欢所学的专业。”该校学生蔡彬说。

秉持“唯有攀登、方能向上”的信念，湖南

铁科职院持续擦亮“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

底色。近年，学校获得教育部人才培养水平评

估优秀学校、国家级众创空间等 30多项国家

级荣誉；获批湖南省楚怡高水平高职学校建

设单位 A档、湖南省卓越职业学校等 60多项

省级荣誉；学生参加省级、国家级职业院校技

能竞赛成绩斐然，获得国家级竞赛奖项 25

项、省级竞赛奖项 240余项……

唯思变创新者强，唯砥砺奋进者胜。

如今，在湖南铁科职院，以技能竞赛为抓

手，促进教师教学创新，一支能吃苦、能战斗、

能奉献的教师队伍正凭借精湛的专业技能和

娴熟的教学技艺，为培育新一代湖湘工匠注

入了新的战斗力。

紧盯新产业，开发新动能，把握新方向，抢抓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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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而言，一个大师工作室就相当于一个

教研室。对企业而言，一个名师工作室就是一个

创新平台。为了深化校企合作，近年来，湖南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湖汽职院）依托双师工

作室，学校和企业的合作逐渐深入，校企共赢局

面逐渐形成。

●明确分工更有“位”

2014 年开始，湖汽职院开始探索“双师工作

室”的建设，先后在企业建立名师工作室 10个，在

学校建立大师工作室 8个，立项湖南省“双师型”

名师工作室 3个、市级名师工作室 6个、大师工作

室 7个，校级培育各类工作室 15个。

如何协调管理好各个工作室？湖汽职院的经

验是明确责任分工。

为明确责任分工，大师工作室由校企合作处

牵头，名师工作室由教师处牵头，各负其责，齐抓

共管。同时，落实二级院系院长领导责任和分管

副院长直接责任，明确每个“双师工作室”团队有

相对稳定的成员（含主持人），并将“双师工作室”

建设情况纳入年度考核重要内容。

学校还相继出台了名师工作室、大师工作室管

理办法，让双师工作管理有章可循，定位更清晰。

在细致的规章制度下，该校对每个“双师工

作室”每年给予 3 万元经费支持，以支持各工作

室开展工作。

●融合发展更有“味”

产教融合是职业院校发展的“牛鼻子”，双师

工作室就是产教融合的“新平台”。

依托“双师工作室”，湖汽职院将企业的真实

项目引入日常教学，实现校内学习与企业实际工

作一致性，工作室教学与企业真实环境一体化。

开展“真环境育人、真设备操作、真项目实战”的

工作室教学，让学生尝到了真实的“味道”。

比如周定武名师工作室和吴端华大师工作

室，共同针对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的整车装配与调试、车身制造与涂装、产品测试与

检验等关键岗位领域，根据装配工艺编制员、整车

调试技师、产品检验员等岗位资质要求，按照职业

成长规律和认知规律，解构工作任务，绘制了知识

技能导图，重构了课程内容，将毕业证、职业资格

证、企业岗位资格证相互融合，构建了符合北汽企

业特质、满足工匠培养的“能力递进”课程体系。

同时，充分发挥“双师工作室”的技能人才团

队优势，对接企业真实项目开展课题研究，参与

企业相关公众技能技术创新，攻克生产技术难

题，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提升教师的科学

研究、技术创新的能力。

周定武名师工作室先后承担了《北汽 D50车

身 A 柱下内板拉伸成形模面及工艺优化》等 2项

企业技改项目，通过承担企业横向技术项目申请

了 11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人才聚合更有“为”

依托“双师工作室”，该校学生在生产性实

训、技能大赛培育、技术服务研发及教师素质培

训提升等方面激发出了更大的活力。同时，它又

成为职业院校与企业教师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

地方，为“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带来“四方受

益”的合作红利，工作室发展更有作为。

比如杨志茹“双师型”名师工作室与湖南长

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联合建设，近几年在人才

培养、师资培训、服务企业等方面深度融合，近三

年每年都有 50 人左右到“长城公司”就业。工作

室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国

家级金牌 4项银牌 2项、省级金牌 12项。吴端华大

师获得湖南省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被推选

参加全国教师职业能力大赛。

另外，学校还开发了“满足双元育人”的教学

资源，联合北汽开发了特色教材 10部、岗位标准 3

个、课程标准 8门、核心技能训练项目 20个。联合

华为开发了产教融合教材 1部，获评教育部“十三

五”职业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联合清华同方开

发了两项“1+X”技能标准，彰显了双元育人成效。

所有逆袭，都是有备而来，

都是努力埋下的伏笔。

在该校党委班子眼里，与时

偕行者恒进，乘势而为者常新。

只有紧盯新产业、新动能，才能

把握新方向、新机遇。

回溯过往，该校光伏专业建

设、技能竞赛推进与光伏产业提

质增效、蓄势蝶变的时间线高度

吻合——

2015 年，我国光伏产业确立

了提升电池转换效率的“主赛

道”，迎来发展黄金期。

2018 年，三部委联合发文，

优化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

2020年，光伏产业迎来新一

轮历史性的发展契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

“碳中和”，赋予光伏产业更大的

历史责任。

此时的湖南铁科职院则紧

跟光伏产业发展步伐——

2017年，组建光伏专业。

2018 年，首次组队出征“光

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国

赛，获三等奖。

2019年再战，未有突破。

2021年三战，小组赛败北。

2022年四战，勇夺桂冠。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

业项目在每年的全国性技能竞

赛中，都占很大比重。参赛不能

一时起意。只有提前谋划好，才

有赢的可能。”在该校校长陈彬

眼里，光伏产业方兴未艾，技术

技能人才缺口又比较大，与之相

关的技能竞赛也会多一些。

提前谋划布局，不断积累比

赛经验，是湖南铁科职院参加国

赛脱颖而出的不二法门，而制胜

的另一个法宝则是校企合作。

此 次 国 赛 ，工 艺 占 到 了 16

分。在赛前集训中，如何把一圈

铜线实行高效率裁剪，如何在接

线时做到整齐美观、不漏铜，困

扰着参赛学生。

“把工艺做到极致，拿到满

分，我们才有更多胜算！”带队老

师周湘杰对团队提出了“必须拿

下”的要求。

就在学生们止步不前时，中

车时代电气专家的一堂竞赛指

导课让大伙茅塞顿开——运用

企业的新工艺，能让一圈铜线裁

剪率从 170根提升到 200根以上，

难题迎刃而解。

技能培训和技能竞赛是该

校与签约企业合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很多技能比赛项目和标准

流程都源于企业。该校通过与龙

头企业合作，引入了行业的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同时积极组

织企业专家与学院教师共同研

究国赛规则及相关政策，并指导

竞赛。

谈及校企合作对自己的帮

助，参赛学生易圣杰滔滔不绝：

“学校为我们专门配备实训室，

里面的设备大多来自校企合作

项目，非常‘潮’。通过校企合作，

我们不仅学到了实用性很强的

课外知识 ，还接触到了晶科能

源、中国电子科技、中车时代电

气、湖南创一集团这些业内头部

资源，收获满满。”

“借助合作企业的产业、科研

资源优势，我们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高水平师资队伍

打造、产业教学资源库建设、1+X

证书制度试点等方面都有了新的

突破，在技能竞赛中大显身手。”

该校党委书记康月林这样说。

从新生菜鸟，到国赛选拔；从最初只是想

学一门技术，到夺得国赛第一名；从默默无闻

的高职生到龙头企业的“香饽饽”……张晨宇

通过技术技能实现了人生梦想。

张晨宇来学校的初衷是想学一门技术，

赚钱补贴家用。然而进校后，张晨宇一度迷

惘，他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在哪，也不清楚应

该从哪儿发力才能让自己迅速成长。

“我们学校有 10 多个跟专业有关的协

会，直到加入了光电创新协会，我才有了努力

的方向。”张晨宇介绍，经常有专业老师来协

会答疑解惑，有时老师们也会利用业余时间

给他们“加餐”，讲讲课本以外的专业知识，激

发大家的学习热情。

进入大二，张晨宇的生活一下紧张起来

了，在他们这个 200多人的协会，每月都会组

织一场全员参与的小规模竞赛，晋级者进入

下一轮角逐，最终选拔出 6名同学集中训练、

备战省赛国赛，落选者则仍可参加协会的日

常活动和实训。

“我们 6个人组成了两个队，老师的排兵

布阵很讲究。比如我心思细，观察能力强，老

师让我当队长，负责统筹。戴弘稳重、技术全

面，专攻细节问题。易圣杰心态好，最后一个

环节由他负责。”谈起队友，张晨宇充满自豪：

“我们两支队伍一起训练，每周 PK，谁能赢谁

就能代表学校出战，最后我们赢了！”学院内

的频频角逐，让参赛学生的实力更强、战术更

精、默契度也更高。

“像训练一样打仗，像打仗一样训练！”在

该校实训室，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催人奋进。

进入暑假，张晨宇团队开启了“魔鬼训练”。

8个小时的比赛时间，从每个模块用时多

久，到每分钟具体做哪个步骤，都要心中有数。每

天结束12小时以上的训练后，还要接着复盘、谋

划并记录，张晨宇和小伙伴索性住进了实训室。

“把光伏硬件搭建时间从 3 小时缩短到

50分钟，这个过程我们真是脱了一层皮。”回

想起冲刺阶段两个月的不眠不休，王文楷老

师至今颇为感慨。

“深夜经常半睡半醒地想到了竞赛的某个

流程能更优化，我就赶紧起床记下来，生怕忘

记。有一次凌晨两点多，想到个好点子，我赶紧

喊醒他们两个起来一起验证，不知不觉就干到

了天亮。”一段段经历同样让张晨宇刻骨铭心。

辛勤汗水浇灌心中的梦想，不懈奋斗开

创美好的未来。如今，获奖学生张晨宇、易圣

杰即将奔赴理想的工作岗位，戴弘则将前往

南华大学开启他的本科求学路……他们通过

技能大赛，成就了人生梦想。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在该校，像张晨宇

这样追求卓越、怀揣梦想的青年学子还有很多。

一次次比赛前的层层“大海选”，淬炼了

一批批学子的专业技能，也给他们埋下了匠

心的种子。或许，他们有的最终未能走上省

赛、国赛的舞台，但崇尚技能、立志报国的精

神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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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下旬，
在德州职业技术
学院，2022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颁
奖现场，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湖南
铁科职院”）张晨宇、易圣杰、戴
弘团队骄傲地将奖杯高举过头顶。

他们在（高职组）“光伏电子工
程的设计与实施”赛项中，与来自全国
的 54 支代表队的强手巅峰对决，最终摘得
全国一等奖。

看着台上的获奖学生，台下的指导教师周湘杰、王
文楷内心激动不已。

裁判也对这支来自湖南株洲的队伍印象格外深刻，因为在8
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内，时间紧任务重，有80%的代表队无法在指定时间
内完成任务。但湖南铁科职院代表队第一个完成任务，比第二个“交卷”的代表
队，足足快了半小时。

胜利，来之不易。突破，绝非偶然。
紧盯新产业，开发新动能，把握新方向，抢抓新机遇……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南铁科职院人深

耕细作，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生动注脚，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让梦想照进了现实，书写了一份
“匠心育匠才”的出色答卷。

科学谋划 借力校企合作“弯道超车” 以赛促学 激励青年学子“技能成才”

以赛促教 培养高水平“工匠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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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汽职院：“双师工作室”让校企更紧密

刘琼服装设计名师工作室，进企业进行指导交流。

受访者供图

1. 2.

3.

▲赛后，获奖团队在学校合影留念。通讯员/供图

▶赛前，指导教师和学生紧张备赛中。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