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 12:“选·解·定·转·整·拓”——钢铁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业教学资源实践

一、实施背景

产教融合是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矛盾的重要举措，

是当前政府、产业界、教育界等各方致力于推进的工作重心之一，出台了

一系列配套政策与相关实施意见，积极进行产教融合新路径、新模式、新

形态的探索。但是，这些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层面，而对于

微观层面落地实施效果还不甚理想，特别是产业资源要素和教学资源要素

之间的融和仍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因此，研究探索产业资源生成教学资

源的基本规律和路径方法，及时将产业企业生产实践中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纳入教学内容中，解决教学资源与产业企业生产实践脱节的问题，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主要做法

（一）创新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的协同工作机制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在国家示范职业教育集团-山东冶金职教集团的框架

下，制定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的工作办法，明确各方的职责与权益，

规范、加强对接产业教学资源转化工作；建设产业资源转化协同工作机制，

设置产业资源转化工作组，制定翔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实施的内容，

夯实各环节的责任，协同企业、学校、专家开展企业生产实践项目的搜集、

遴选、引进、转化更新工作。设立产业资源转化专项经费，创新转化资金

来源新机制，多争取社会资金、政府资金经费投入；制定产业资源转化激

励机制，保障各方的利益，激发各方资源转化的积极性。



（二）创新“选·解·定·转·整·拓”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的路径方法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以国内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理论、课程开发理论为

指导，依托职教集团、产业学院等产教融合平台，开发一种

“选·解·定·转·整·拓”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的路径方法，如图 1所示。

图 1 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的路径方法示意图

第一步“选”：从产业企业生产实践项目库中遴选满足标准要求的企业实

践项目；第二步“解”：将遴选的生产实践项目分解为独立工作过程单元的工

作项目；第三步“定”：根据知识、技能的要求，按照引进标准要求确定引进

的工作项目；第四步“转”：将确定职业领域工作体系中项工作目资源转化为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教学项目；第五步“整”：将开发的教学项目（模块）整

合、序化为模块化课程。第六步“拓”：指以模块化课程教学项目为核心拓展

开发活页教材、微课视频、多媒体课件、动画等模块课程教学资源。

（三）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模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依托山东冶金职教集团，通过

教师岗位实践、企业自愿共享、校企联合技术开发等多种方式遴选建立企

业生产项目库。课程专家、企业技术员及骨干教师，根据岗位任务及职业

能力分析，将企业生产实践项目分解为若干工作项目，并按照开发产业资

源引进标准，舍弃涉及知识和技能难度高、重合度高、不可考核、无法实

施的工作项目，确定引进工作项目。课程带头人、技术员、一线教师、信



息技术公司等，将工作体系中工作项目转化为教学体系中教学项目，并开

发相应的数字资源及教材。具体工作流程如图 2所示。

图 2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工作思路示意图

按照上述开发思路，将山东钢铁集团智能线材加工、水晶礼品定制智

能工厂等 8个企业生产项目转化为专业核心课程教学项目，在原有课程内

容中增加了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数字孪生和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等新

内容，满足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现代电气系统装调模块

化课程教学项目资源开发示如图 3所示。

图 3 现代电气系统装调模块化课程教学项目资源开发示意图

三、成果成效

（一）建设了一批质量高、适应性强的教学资源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深度开展产教融合，依托国家示范职业教育集

团——山东冶金职业教育集团，将钢铁产业资源高效转化生成机电一体化

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建设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6门，编写项目化、活页

式新形态教材 9本，获批“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3本，国家教材建

设二等奖 2项。

（二）培养了一批适应性强的智能制造技术技能人才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学生在省级以上技能大

赛获奖 80余项，国家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学生职

业资格证书获取率 100%，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通过率 95%；学生就业率保持在 99%以上，就业对口率稳

定在 8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 95%以上，并获得山东钢铁集团、新华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著名钢铁、装备制造企业认可。

（三）立项了国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体系化研究课题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的路径方法及实施效果

受到同行专家关注、认可，并获批教育部国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体系化研究课题——“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产业资源生成教学资源的路径

方法研究”。

四、经验总结

（一）完善的产教融合体制机制为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提供重

要保障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依托行业办学优势，建设国家示范职业教育集团

——山东冶金职业教育集团，成立教学资源建设委员会，具体实施企业生



产实践项目转化教学项目工作。学院制定《教学、培训资源开发与奖励办

法》、《专业、课程带头人管理办法》等，积极调动校企专、兼职教师参

与教学项目开发。

（二）科学的转化路径方法为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提供关键技

术路线

实践证明，在教学中全盘照搬企业生产实践项目是行不通，必须遵循

产业企业技术资源和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特点，按照产业资源转化职业教育

资源的规律，实现产业中企业生产项目有效转化为教学项目。山东工业职

业学院基于国内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理论、课程开发理论，提出的一种

“选·解·定·转·整·拓”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教学资源的路径方法，为教学资源开

发提供明确的技术路线，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三）新形态教材是教学项目资源的承载体和“三教”改革的基础

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新形态教材，是教学项目的承载体，可以根据

不同教学条件和学生个体情况进行灵活选用和重组，同时又可根据任务的

延伸、拓展或迁移的需要再生成和改编，是 “三教”的基础，因此在教学资

源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新形态教材建设。

五、推广应用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选·解·定·转·整·拓”——钢铁产业资源转化生成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实践案例，可以应用在职业教育工科类专业教

学项目资源开发中。应用本案例过程中，注意厘清“选·解·定·转·整·拓”的内

涵，并将工作任务分析与职业能力研究融入教学项目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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