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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 

进一步推进天津市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区建设，天津市 2016 年发  

布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见》，2018 年启动了天津市高等学  

院提升办学能力建设项目，在指导意见和项目落实中以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在教育教学改革中教师队伍建设  

和学生培养模式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通过近三年的探索与实践，围  

绕两个环节，课题组确立了“教师—课程—专业—学生—企业—教师” 

循环链式扩增发展观点的研究，分析了 5 个元素之间的关系，确立了  

教师科技创新水平提升是促进优质学生培养的关键问题，2019 年初  

步形成了教师参与科技创新，提升科技能力，并提出教师带领学生边  

实习边服务企业的育人模式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 

本次教育教学成果是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医疗器械系相关专业为 

实施对象，积极推动教师参与企业相关科技产品的研发与改造，增强 

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对基本技能和新技术的掌 

握能力，并带领实习学生边实践边服务企业，通过教师参与科技创新， 

学生毕业后能快速胜岗，企业尝到了甜头，主动增加了校企合作的投 

入力度，同时不断的让教师参与到企业的科技创新中来，实现了校、 

企、生三赢局面。 

经过 3 年的实施，多位教师深入企业参与产品科技研发工作，形 

成了创新产品转化 2 项，创造产值 100 余万，获得专利 7 项，完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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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委局级以上课题 4 项，形成论文 14 篇，软件著作权 10 项，参与教 

材编写 11 部， 申报省部级技改项目 1 项，获得天津市高职研究会成 

果奖一等奖 1 项，医疗器械系 2021 年招生情况较 2020 年递增 100%， 

就业率达到 97.7 %，留津率 70 %。教师带领学生边实践边服务企业， 

独立为多家医院提供新型医疗械器维修、技改工作服务，其中为天津 

人立骨科器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人立骨科) 的髋关节假体产品办理 

三级医疗器械许可证，获得“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市级奖项 4 

个，同时服务中小微企业 1 个，为其增加 100 余万元产值，该育人模 

式被该企业运用推广，两所高等院校采用，获得国家级奖项 3 个，该 

企业连续多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搜狐网进行了报道，提升 

学院社会影响力，教育报分别以让“学校人”完美转变为“企业人” 

和学院以精准人才培养服务区域发展为标题进行了合作模式的报告。 

在实践过程中，学生感受到企业生产的标准化、质量体系的系统化与 

严谨性，体会到了大国工匠的工匠精神，科技人员的科学精神，中国 

人迎难而上、忘我工作、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职业教育中存在课程内容与职业应用的新技能，新知识，新成果 

联系不紧密，知识体系相对滞后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教师们的知识层 

次跟不上企业科技能力的发展。在医疗设备维修中，模块的损坏，产 

品供应商往往给出的方案是整体替换，给医院带来了较高的成本，如 

果能研究电路的构造找到模块中损坏的芯片进行修理，成本将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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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面对医疗器械的新工艺，新技术如何提升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 

充实课程资源和案例素材，有效满足职业学校学生专业学习的需要， 

提升专业课程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是本课题组研究的重要问题之 

 。 

  

高职院校在实习教学过程中，学生进入岗位实习后，与企业要求 

的岗位技能水平有差距，学生所学知识内容相对于企业实际滞后，学 

生入岗、适岗尚需时间，创新水平不足，达不到企业对人才的期待， 

人才培养成效难以有效落实。 

三、解决途径与方法 

   

通过调研，以医疗器械系作为本课题的试点单位，全力加强校企 

合作，学校出台政策，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企业技改服务，共建项目组 

3 个，教师领衔参与企业技能开发的科技创新组，教师和企业人员组 

成的众健康达医疗器械技改组和海王医疗医疗器械技改组，以师带徒 

的形式，带领数百位学生参与到项目组中，参与相关企业的科技创新， 

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发新型产品，研究技术改造，申报专利、软件 

著作权证书，办理产品许可证明等。以科技创新推动的“教师—课程 

—专业—学生—企业—教师”的循环链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教师 

的创新科技能力提升，同时带动企业科技力量的提升，丰富课程建设 

资源，使学生的技能水平从滞后于企业，到与企业无缝对接，再到引 

领企业，得到了质的飞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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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学院教师和企业技师领衔的科技创新组，带领 7 个学生项目 

组，参与到科技创新，以课内实践和课外实践相结合，以提升创新能 

力为抓手，与企业通力合作，攻坚克难。承接企业交付的技改任务， 

协助企业解决产品资质瓶颈，承包企业的客户售后服务，完成新设备 

的安装、调试、维修维护等工作，使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使学生身临一线，得到实践的锤炼，加上教师的指导，技术能力提升， 

毕业后进入企业迅速完成“胜岗”的转变，企业得到心仪的人才，解 

决了企业的技改难题，降低了医院的维修成本，增加了企业合作的信 

息，彼此之间生成了合作的良性循环。 

 

   

 

深入企业调研，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学生、教师、 

课程、专业、企业 5 个因素之间的联系，确立他们之间的循环制约关 

系，职业教师的科技创新水平决定了课程内容；单一课程建设最终要 

形成课程体系推进专业建设；专业建设发展、教学质量的提升才能培 

养出优秀的技能人才；学生技术技能过硬才能得到优质企业的认可， 

企业得到发展，才能更加积极的与教师合作。 

  

医疗器械的教师带领实习学生组建工作小组，采用边实习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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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实习模式，打破岗位实习的传统模式，为企业进行技改和科技 

服务，承包众健康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对外服务业务，分别为天津 

第一中心医院新院区、天津市第二儿童医院等地进行 B 超，重症手术 

床等医疗器械设备进行维修和技改服务。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洁净手 

术室洁净风道进行设计改造，为中北医院、大营门社区卫生中心、东 

新街社区卫生中心、北辰仲景门诊部等进行心电图机，胸电极等医疗 

设备的维修，为天津人立骨科有限公司的髋关节假体产品成功办理三 

级医疗器械许可证。在整个过程中，体现了学生过硬的技术技能和引 

领能力，展现了该教学成果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运用成效，实现了 

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企业，学校，学生三赢。 

  

“教师—课程—专业—学生—企业—教师”循环链式扩增模式下， 

充分发挥的产教学研相互依存，取长补短的优势，教师与企业技术人 

员在技术研发、专利申请、生产工艺优化、产品技术支持等领域组织 

学生全面参与，引导学生们养成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独立思考、分 

析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感受企业生产的标准化、质量体系的系统 

化与严谨性。以师带徒的切身感受，去体会大国工匠的工匠精神、科 

技人员的科学精神、中国人迎难而上、忘我工作、不屈不挠的奋斗精 

神。过程中形成了 10 余项课程思政案例，容融入到“电工技术”“医 

疗器械维修”、“单片机技术”等课程中，企业不仅仅是成为教师科研 

能力的“演武场”、学生技能提升的“训练场”，更是课程思政深入人 

心的“电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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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学生培养方面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惠及医疗器械系及其他专业学生 1400 

余人，医疗器械系招生数量，2021 年较 2020 年递增 100%。毕业生就 

业率逐从 2019 年的 88%上升到 2021 年 97.7 %，留津率 70%。学生实 

习待遇从 2019 年 3800 元提升至 2021 年 5500 元。该系学生获得“新 

时代实践行”天津市京津冀主题实践先进集体称号 1 项，获得“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市级奖项 5 项，获创青春彩虹人生创业大赛铜 

奖 2 项，天津市优秀大学生 1 人，创新创业奖学金 1 人，局级优秀团 

员 20 余人，优秀团干部 3 人，获得王克昌奖学金提名 1 人，学生组 

建白杨树志愿服务队，赴内蒙进行医疗器械社会调研，获天津市志愿 

服务优秀奖。医疗器械社会实践小分队获得天津市“青春向党 建工 

新时代”优秀团队称号。 

(二) 服务企业方面 

服务中小微企业天津芯慧鸿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产品多项， 

成功转化产品虚拟仿真教学仪器一项、SW-CJY V2.0 生物信息云采集 

系统一项，增加 100 余万元产值，连续多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 

号。同时分别到中北医院，大营门社区卫生中心进行心电图机，胸电 

极等医疗设备的维修，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新院区、天津市第二儿童 

医院、东新街社区卫生中心、北辰仲景门诊部等地进行 B 超，重症手 

术床等医疗器械设备维修和技改服务。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洁净手术 

室洁净风道进行设计改造，为天津人立骨科有限公司的髋关节假体产 



 

7 

 

 

 

 

品办理三级医疗器械许可证。 

(三) 教学成果方面 

至 2021 年底， 申报天津市创优赋能任务两项；并参与编写全国 

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职业学校制药设备应用技术 

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获得天津市高职研究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一项，获得中国教育学会微课评比一等奖 1 项，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 

育药品类专业微课比赛二等奖 1 项，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药品类专 

业微课比赛三等奖 1 项。完成相关委局级以上课题 4 项，获得专利 7 

项，软件著作权 10 项，形成论文 14 篇，参与教材编写 11 册， 申报 

省部级技改项目一项。科技创新推动“5 因”循环培养模式，搜狐网 

进行了报道，提升学院社会影响力，教育报分别以让“学校人”完美 

转变为“企业人”和学院以精准人才培养服务区域发展为标题进行了 

合作模式的报告。 

 

该成果在理论上和育人模式上都取得了创新突破，理论上提出  

“教师—课程—专业—学生—企业”5 因素循环链式扩增发展理论， 

从新的角度阐明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进一步提出教师水平是推动 

5 因向良性发展的关键，教师的能力提升主要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紧 

跟科技时代的发展，与企业无缝对接，甚至要引领企业的科技发展。 

在育人模式上打破了传统岗位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采用教师带领学 

生对接企业，边实习边服务企业，为企业攻坚克难，引领企业的发展， 

提升了学生从入岗、适岗到胜岗的转变时效性。在该成果的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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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学生都获得了多项荣誉，教师科技创新能力和学生的技术技能 

得到有效的提升，为企业解决了很多问题，得到了企业的好评，成果 

并被合作企业推广至多所院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后续我们将继续 

坚持科技创新推动“五因”循环链式扩增发展的理论，继续与企业合 

作，提升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带领学生边实习边为企业服务，引领 

更多的企业发展，将成果推向其他专业乃至其他院校，在推广的过程 

中总结经验并完善教学模式，继续丰富建设成果，争取取得更好的成 

绩。 

 

 

 

 

 

 

 

成果建设主持人：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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