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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转型与现场工程师双视角下模具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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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智化转型与现场工程师双驱动下，模具行业对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模具相关岗位的技术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

使模具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适应当面行业企业的岗位技术技能要求，文中分析了当前模具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并提出

了人才培养的核心专业课程系统的构建思路与措施，为模具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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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dri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on-site engineers, the mold industry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echnical skills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engaged in mold related positions. In order to adapt the specifications of 

mold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to the technical skills requirements of face-to-face industry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current mold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ideas and measures of the cor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for talent cultivation,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old 

profess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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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智造”建设脚步不断加快，国家及省市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2021

年 3 月，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促进产

业数字化赋能转型。2022 年 9 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

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提

出在重点领域及重点岗位培养一批现场工程师，要求既会

技术，还懂管理，同时能创新并且具有工匠精神。模具产

业是为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石，因此必然要数智化转型

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而数智化模具技术是机械制造与

网络信息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对高职院校模具专业人才

的培养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专业课程

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1 模具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 

传统生产模式下职业院校模具人才的培养是面向装

备制造、机电等行业，从事产品及模具设计、数控编程与

加工、模具制造、模具企业管理等岗位，具有模具设计及

制造专业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然而在数智化转型与现场工程师背景下，模具人才培养的

要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要求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而且还需具备跨专业、跨岗位的自我更新和应变能

力，在实践中提升工程管理、设计创新、复杂生产技术应

用能力，以适应智能化生产系统复杂场景。 

为了提升数智化转型需求下模具专业人才的培养质

量，参照现场工程师的人才培养规格，相关学者进行了相

关研究。如刘康等
［2］

提出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要以生产

实践为核心，构建基于企业现场生产流程所需的技术技能

为核心能力标准体系；曾天山等
［3］

指出应对接企业现场

工作岗位，优化专业课程设置，助推现场工程师的人才培

养；邱亮晶等
［4］

指出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共建产

业学院，开展联合培养。上述学者的研究是上从宏观角度

阐述，指向性及相关措施不明显，没有从课程建设的专项

上进行阐述。通过走访模具企业人才岗位技能要求及同类

高职院校模具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总结了当前模具专业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课程体系及课程标准与数智化模具制造岗位标

准不匹配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模具专业的课程体系与课程标

准还是沿用的传统式，以培养学生的 CAD/CAE/CAM 技术能

力为核心，没有科学分析产业数智化元素融入后模具职业

岗位技术技能要求的变化，教学内容相对较为老旧
［5］

。在

数智化制造的背景下，学生在掌握模具设计、数控编程、

数控设备操作、模具试模等技术技能后，还要求学生掌握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MES 智能制造管理系统操作，3D

打印技术等新工艺新技术。而传统的课程体系里没有涉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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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工艺新技术的课程教学内容，可能部分院校近几年来有

开设 3D 打印技术的相关课程，但是基于 MES 智能控制的相

关课程很少有院校开设，而数智化制造的核心是基于 MES智

能控制系统，将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集成与工业组网通信，

实现加工的智能化与无人化，显然传统的课程系统及课程标

准无法适应数智化模具岗位技术技能的需求。 

（2）课程教学设备与数智化模具生产流程不匹配 

职业院校模具专业实训设备以普车、普铣、数车、数

铣、数控加工中心、普通快走丝线切割、电火花成型、钻

床、磨床等单一机械设备为主，学生实训一般是以分组的

形式按组进行实训操作，这样实训模式只能培养学生单一

的设计操作技能，不能适应数智化制造生产流程的需求
［6］

。

数智化制造生产模式下，需要用数智能制造生产管理系统

将单一的机械设备进行信息化集成，通过工业机器人及

AGV传送机器人进行模具零件自动化装夹与加工，同时还要

能智能化地对加工零件的精度进行检测与成品入库，使整个

生产制造过程实现智能化、无人化、可识化，从而提升模具

零件的生产制造精度和效率。目前，在高职院校模具专业中，

很少有将机械设备按数智能制造要求进行系统集成的，导致

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企业数智化制造生产需求。 

（3）课程教学团队与数智化背景下模具专业教学要

求不匹配 

模具数智化需要多项技术的融合如信息化技术与控

制技术
［7］

，当前由于学历的要求，一般职业院校的模具专

业教师大多来自高校的年轻硕士研究生，少有模具企业一

线工作经历，而真正在企业从事模具技术工作的工程师由

于自身客观原因，无法从事专职的模具专业教师工作，导

致课程教学内容理论多实践少。即使在实践教学中，存在

实践场景与真实场景相差甚远，同时年轻教师对模具专业

技能的教学内容不够熟练，虽然在课程上融入智能制造的

相关知识，但是针对性与指向性不强，因此很难达到数智

化背景下模具专业课程的教学要求。 

（4）人才培养的实施过程与数智化背景下模具现场

工程师培养要求不匹配 

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真实的应用场景，需要在

真实的生产任务和场景下方能培养一线的应用型现场工

程师
［8］

。高职院校虽然普遍实行了“双证书”的制度，但

多数的学习实践过程都是基于校内的生产实践教学条件，

实践教学任务也多来源与教师的自创，这种教学模式与真

实的企业场景差距甚远。学生虽然获得了相应的职业资格

证书，但依然无法胜任企业真实的职业岗位能力需求，无

法独立承担真实的企业生产任务。 

2 模具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措施 

为了使模具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适应数智化转型及

现场工程师双需求下行业企业的岗位技术技能要求，必须

以数智化转型背景下模具智能制造职业岗位能力要求为

指引，构建面向产品生产全流程的专业课程体系及课程教

学模式，以“以新促革、以革提质”的课程建设理念，优

化课程标准，以现场工程师培养规格为标准，构建基于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课程思政贯穿始终的课程教学模式与评

价方式，形式融入了数智化技术特色的模具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从而培养一批既会技术，还懂管理，同时能创新并且具

有工匠精神的复合性高技术技能人才，主要措施如下： 

（1）构建课程体系的建设思路 

人才培养的核心是课程，因此，优质的课程体系、教

学内容、教学实施过程等决定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课程

体系的构建思路如图 1所示，根据数智化背景下模具岗位新

标准，依托企业对模具人才专业能力、数智能力及创新能力

的融合要求，遵循以产定教、以教促产的原则，构建专业的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模块，优化更新课程教学标准，通过校企

合作共建高质量产业学院，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课程教

学模式，开展联合培养，提升本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图 1  课程体系构建思路 

（2）兼顾“岗课赛证”及“模具现场工程师”双需

求，构建专业课程教学模式 

构建基于学校与企业的双育人主体机制，成立专业人

才培养指导委员会，制定管理制度，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共同培养数智化模具专业人才。完善学校数智化专业实训

基地建设与更新，提升专业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与教学能

力，依托校内的实训基地、实施基于“岗课赛证”建设需

要的专业课程教学与评价。建立优质的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型企业资源库，依托企业人才需求，共建实训基地，选

聘企业兼职教师，实施基于“模具现场工程师”培养要求

的综合实践项目的项目教学与评价。学校教师发挥教学能

力专长，企业教师发挥技术技能专长，双向互补，交叉学

习，资源共享，共育人才，如图 2 所示。 

 
图 2  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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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模具生产过程中典型的工作任务，构建模

具数智化专业课程体系及实践训练体系 

面对模具产业向数字化转型，要求一线技术人员不仅

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完成一般工作项目，而且还要具有可

迁移的技能，具备更高阶的职业素养，从而胜任特定数字

化转型项目的任务，因此，需对专业课程、数智课程和创

新课程内容进行体系化整合，将最新的数字技术多维度渗

透专业知识模块，创新丰富模块内容，拓宽课程知识边界，

以产品生产全流程中典型的工作任务为逻辑起点，如图 3

所示，厘清数智化背景下模具专业主要岗位的核心职业能

力，编制与典型工作任务对应的课程模块，确定课程模块

中的具体课程名称，优化课程模块中各课程的逻辑开课顺

序，兼顾“岗课赛证”的要求，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

过程中又能熟悉数智技术在产业中的运用场景和场域，与

此同时提升自身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图 3  课程模块构建 

（4）基于模具智能制造职业岗位需求，构建模具智

能制造专业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是课程教学实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教学材

料编写、课程资料开发、实训基地建设的依据，是人才培

养的关键。依据数智化背景下模具设计与制造工作岗位对

人才职业能力的具体要求，确定课程体系中每门课程的具

体定位，制定每门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教学

内容体现模具数智化制造、模具新智生产力等先进元素，

制定满足教学内容的所需的软、硬件设备条件及相关的课

程资源，制定每门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及考核要求，具体

内容如图 4 所示。 

 
图 4  课程标准构建 

3 模具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实施成效 

以广州职业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为例，通过对模

具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构更新并开展了一届学生的教学

实践后，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首先学

生学习了基于数智化智能生产全流程的新技术和新技能，

依托我校模具智能制造国际训练基地、省级智能制造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完善的软、硬件教学设备与资源，学生在完

成模具专业传统的技术技能的实训任务后，增设了数智化

的实训任务，实现了从产品的结构设计到智能仓库生产坯

料的自动抓取，再到坯料自动传输、装夹、加工，最后到

产品加工质量智能检测、智能入库的全流程的数智化课程

实训任务，同时依托企业兼职教师实际生产项目的引入，

学生通过真实体验学习，提升了学生解决现场一线工程技

术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工程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

近一年来，模具专业学生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中荣获了国赛铜奖、在广东省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职业

技能大赛中荣获第四名优异成绩，其次学生在职业技能考

证如“1+X”中级职业资格证等考试中通过率为 100%，学

生就业专业对口率达 90%以上，并且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

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4 结论 

在产业数智化转型及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的要求下，

与时俱进地对模具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系统进行优化更

新，通过校企深度合作，产教融合，多维度评价等方式共

同培养模具专业人才，让学生在自己的擅长领域尽显风采，

确保了模具专业人才培养的时效性与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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