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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companies for the numerical-control talents have changed accordingly. This essay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today’s universities methods of talents training, analyzing the types of 
numerical-control talents and the required basic skills that our country’s enterprises need currently.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numerically-controlled teaching methods, we put forward the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pattern of talents training, of which we made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and made questionnaires for invest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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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对于数控人才的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指出了当今普通高校数控人才培

养方式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目前我国企业所需要的数控人才种类以及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结合传统的数控教学方式，提出

了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对校企合作人才定制的培养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并在我校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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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控技术是实现自动化、柔性化、集成化生产的基础；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必不可少的

技术手段；数控技术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技术；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地位和体现国家综合国力水平的重

要基础性产业。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在机械制造行业，数控技术快速发展，并快速取代了

传统机械加工方式。零部件的加工方法也愈发地由依靠工人操作经验转为依靠自动化生产，在自动化生产

中，我国许多大中型企业对于优质数控人才的需求也日趋迫切。比如，具有能够设计出合理的零件加工路

线的能力、对零件进行分析、解决的综合能力等等。有需求就有市场，根据我国教育部的研究调查，企业

对于数控人才的要求有工艺、编程方面的要求，更加尖端一些的企业会要求毕业生具有操作高、精、尖的

数控设备，甚至多轴的复杂工艺流程。我国工科院校成百上千所，每年都能培养出许许多多的毕业生。但

是这些却远远满足不了企业的要求，究其原因，并不是量的不足，而是质的欠缺所致。现实中，企业没有

享受到高校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果。数控人才的供需之间出现了错位与脱节。这种错位表现为：一方面，随

着企业的不断成长，对数控人才产生了较大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在就业之后，出现了种

种不适应、不能很好的去胜任工作的情况。企业需要这些专业人才在真正达到适用之前，还需要经过较长

时间的培训，这无疑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如何更好地培养企业真正需要的适用人才，这是关于高校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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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课题[1]。和高校许多传统培养方式相比，数控人才具有应用性与实践性强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数控

人才的培养方式不能完全按照通用型和理论型人才的培养模式[1]。高校定制式人才培养模式，是产学合

作教育的一种形式。产学合作教育强调学校与产业部门的合作，采取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形式。在课堂

教学和企业实践两种教学环境下共同培养人才[2]。定制式人才培养模式，是立足于学校的专业优势，在

企业的指导下，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的全过程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2] 。

Alvin Tourer（1970 年）较早对定制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企业在产品和服务方面对人才提

出特殊需求的时候，培养单位需要改变其生产模式[3]。定制培养模式是在之前的订单培养模式基础上进

一步改革的成果，很多国家都采用类似这样的模式。比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北美的 cbe 模式、澳

大利亚的 tafe 模式都在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定制培养模式起步较晚，但是却符

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要求。我国的高校从人才培养方向上来看就是为培养高级技

术人才服务的，但大部分高校的教学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性，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感觉专业相关的工作都

可以做，但又哪一项都不精通。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具有一技之长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对人才进行定制模式

培养，学校通过和企业的洽谈达成用人协议，企业的技术人员深入课程进行实践教学指导，既能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同时也使得学生更加了解企业的经营方式与理念，学生不再迷茫，而企业也可以找到适合的

员工。这对于双方都是非常有利的。 

1 高校数控人才培养现状 

1.1 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轻实践能力的锻炼[4]。 

目前，在很多高校的数控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数控教学仍旧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侧

重于理论教学知识、点教学，轻视学生的实践能力锻炼。教师在总课时较少的限制下，为了讲完所有理论

知识点，完成教学任务，在讲课过程中，数控课程大多数采用“广播式”教学方法。这种“广播式”教学

法，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则是单向接收知识点。这对实践编程能力要求较高的数控技术来说是

致命的。 

1.2 教材结构单一[4-5]。 

遵循高校教学制度，教师在授课需要指定一本课程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约 90%的国内教材内容侧重

于理论知识点罗列，课程结构仍停留在学科体系初级阶段。教材内容如此单一，与数控教学注重实践的思

想完全不符，造成教师挑选适合教学的课本非常困难，若指定多本教材，又违背高校教材选用制度，造成

增加学生负担，不被允许。教材的内容如此单一，导致学生在预习和复习过程中，不能较好的将理论知识

点和实践联系起来，最终造成实践能力不足。 

2 校企合作的人才定制培养模式 

2.1 企业需求现状 

企业对于数控人才的要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应用型数控人才与复杂型数控人才。应用型人才

只要求在校内学习足够的理论知识，做到理解原理性的内容，主要工作内容以实际操作为主。高档型数控

人才应精通数控机床的结构，具有操作国外进口复杂设备的能力。应当改变旧的方法，创造真正适合当今

环境的人才培养模式[6]。校企合作培养方式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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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设计模块化[7] 

按照数控模块化课程体系的一般方法，先选出需要人才的岗位，然后分析该岗位对人才的基本要求，

根据这些要求来进行课程的设置。比如，理工科专业会更加注重计算机绘图与设计能力，对英语的要求可

能会低一些，而财经类专业会更加注重计算机的数据分析与办公软件应用能力，对英语的要求可能会高一

些。对于数控型人才应当建立明确的培养课程，构建合理的教学内容以及必要的课程置换。而且应当突出

实践环节的素质培养，数控岗位是 

一个非常需要动手能力的岗位，实践环节是保障学生动手能力的关键和重要途径。 

 

图 1 课程设计流程图 

2.3 教学安排动态化 

人才定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合理安排课程、实践教学，来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人才定制除了

保障特定人才外，其根本是要保证课程模块的动态组合和培养方案的实时调整，以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对数控课程模块进行动态组合以适应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定制实施的关键。对岗位的要求如果有新增内

容，就必须相应地增加或调整课程模块；若岗位的要求降低，则可相应地减少课程培养模块。比如，某课

程进度模块在原先的教学进度中已经完成，但随着企业人才需求的变化，该课程可以进行多次学习，以彻

底巩固学生基础。 

2.4 人才定制实时化 

根据企业的定制时间可以分为前期定制、中期定制和后期定制。前期定制主要以现行的订单班培养模

式为主，校企合作定制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全程参与个性化人才的培养，形成招生选拔、课堂教学、实践

基地、科研转化与联合就业的全链条的五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中期定制是学生在校期间，企业根据学生

的学业成绩和面试成绩，按需求录取一部分学生以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修改部

分课程模块，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实现提前就业。后期定制是企业急需招聘相关人才，在毕业班学生中录

取部分学生，通过短期集中培训或者空中课堂等方式学习企业定制的个性化课程模块，并且在该企业实习

直到毕业[8-9]。高校应当对有着这三种不同需求的企业进行实时响应，灵活设定课程模块和学习方式，

为企业的发展输送个性化的高技能人才。对于应用型数控人才，应该规划课堂教学以原理实验为基础，以

操作数控设备实训为重点，以生产现场的实习演练为提高途径，将培养实践动手能力为出发点。面向实际

问题，面向企业。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培养道路。对于复杂型数控人才，应强化数控原理的学习，做到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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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能够传播数控理论。具有编制复杂产品加工工艺过程的能力，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企

业也一定要加强学生对于高精尖机床的操作技巧，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出让企业满意的数控

人才。 

3 调查访问 

3.1 调查 

对于提出的校企合作人才订制培养模式，请我校 2014级两个数控专业班级共 50名同学参与问卷调查，

调查方式为随机抽样。共发放调查问卷 50 份，回收 46 份，其中无效问卷 2 份。具体回收率如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回收情况 

年级 发放数 回收数 有效数 回收率 有效率 

2014 级 50 46 44 92% 88% 

问卷调查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问卷内容 

问卷问题 A 选项比率 B 选项比率 C 选项比率 

1、对目前的数控教学

效果满意吗？ 
满意 60% 一般 30% 不满意 10% 

2、在课下是否主动进

行数控知识的学习？ 
经常学习 10% 偶尔学习 62% 从不学习 28% 

3、对于企业中数控操

作内容是否了解？ 
非常了解 4% 略知一二 30% 不了解 56% 

5、校企合作的人才培

养模式优势是什么？ 
了解企业需求 20% 有针对的学习 48% 反馈及时 32% 

6、是否赞同校企合作

的人才培养模式？ 
赞同 52% 仍需思考 40% 不赞同 8% 

 

3.2 问卷调查情况分析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我校 2014 级数控专业班级对于目前数控技术的传统教学模式大体上处于满意状

态。但大部分同学对于数控的学习仅停留在课堂的教学上面。在课下仍然进行专业学习的少之又少。超过

56%的同学对于企业中数控操作的工作不了解，并不能有针对的去学习相关内容。同学们对于校企合作的

人才订制培养模式持乐观态度，48%的同学认为校企合作有助于更加有针对性的去学习所需的知识，32%的

同学认为制定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及时得到反馈，做到真正做企业所需，想企业所想。52%的同

学赞同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40%对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持正面观点。总体来看，我校在校生对于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持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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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才定制培养模式的实施 

对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应当遵循项目化、平台化的特点。项目化是高校实施教育大规模

定制操作性最强、效果最显著的实施方法，也是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普遍采用的方法。根据用人单位的人

才需求方向，形成相应的就业群，按照就业群的能力特征设计项目化学习。平台化实施覆盖面更广，在专

业学习的平台上，由老师开发若干个课程模块，学生只要根据自己的岗位选择或者兴趣爱好修完相应数量

的模块即可毕业。这有效地满足了学生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减少了课程数量，简化了教学管理工作。 

5 结语 

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当今社会需求，必须探索本科专业新的教学改革模式[10]。数

控型人才的培养是高校以及企业永恒的课题，企业的需求也会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要想完全利用

校企合作的方式来培养数控人才，还需要政府在政策、经济、组织结构上给予大力支持。既要学习国外的

先进人才培养模式，也要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院校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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