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 7：创新“互联网+N平台”培训和协同创新模式，促进校企深度融

合（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优秀案例）

一、背景与概况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始建于 1959年，是山东省高职院校中唯一一所具有

钢铁冶金特色的高职学院。建校 60年来，学院秉承立足冶金、面向全国，

培养作风硬、技能强、守纪律、善合作的“钢铁人”的办学定位，培养了 10

万余名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学院现有在校生 13000余人，开设材料能源、

装备制造、生物化工、电子信息、财经商贸、土木建筑、交通运输、文化

艺术、公共服务等 11个专业大类、42个专业。学院是山东省优质高职院校

立项建设单位、首批山东省技能型特色名校、教育部国家级数字化校园实

验校、教育部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全国冶金行业专门人才继续教

育基地，省级骨干职教集团冶金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位，拥有机械制造、

黑色冶金、机电一体化等 9个国家级重点建设专业，智能制造实训基地、

京东实训基地 2个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国家“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机

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是首批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等。

校企合作目前已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和机制创新的重要

途径，但长期以来校企利益契合度不高、企业信息化匹配条件不够、企业

职工在岗培训滞后、学院优质信息化资源和人才资源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

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打破这一局面，山东工业职业学院提出了

“利用信息化技术整合校企优质教育资源，为合作企业提供在线职工培训和

开展协同创新科技服务，助力企业生产与经营”的思路。“数字化校园试点

校”建设项目实施以来，学院注重发挥“全国冶金行业职工和职业培训联盟”



和“山东省冶金职教集团”理事长单位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山东冶金职教集

团管理与服务平台”调研、收集企业的培训需求，组织校内教师与企业联合

精准开发教学资源和培训项目，开展职工线上培训，收到了良好效果。

通过这种方式，一是能够使学院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提升

在线培训平台、师资、课程等教学资源的使用效能；二是能够提高企业培

训的效益，提升员工综合素质，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三是

能够帮助校内专任教师建立起紧跟行业发展动态的教学资源库，提升教师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能力。

图1 信息技术支撑的职工培训和协同创新校企深度融合模式

二、特色与创新

1.搭建了“互联网+”全国冶金行业教育培训及资源共享平台

学院依托行业办学的先天优势，借力“数字化校园示范校”建设项目，与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搭建了具有远程教育、实

景传输和资源共享等功能的网络平台，实现了跨行业、跨区域的教育培训



资源共享。

图2 全国冶金行业教育培训及资源共享平台

按照“校企合作、校校协同、共建共享、边建边用”的原则，学院以专业

课程系统设计为基础，以各类资源素材开发为核心，以服务教学和培训为

目的，与山东冶金职教集团成员单位紧密合作，建成黑色冶金技术、机电

一体化技术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专业面向社会开放的企业信息库、岗位

技能标准库、人才需求信息库、创新创业案例库等资源库，为钢铁产业领

域员工培训及继续教育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满足了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更新，实现动态使用和动态建设。

图3 校企教学资源库开放研讨会

学院对企业开放校内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库、培训项

目库、图书信息库等数字化教学和培训资源，通过在线传输系统，将教师

授课实况实时传输到企业，实现企业员工培训不脱产，扩大了培训覆盖面，

实现了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创立了行业示范引领的金蓝领培训品牌资源。

2.创新“互联网+”环境下“工作站式”职工在线培训新模式



依托行业办学优势，学院一方面牵头组建了“全国冶金行业职工和职业

培训联盟”“山东冶金职教集团”，在山东钢铁集团日照公司、莱芜钢铁集团、

江苏舜天钢铁等30余家联盟成员钢铁企业合作建立了资源共享型、个性定

制型的企业职工在线培训工作站，有针对性的定制培训项目，开发教学资

源，开展职工线上培训；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区域社会培训需求，与淄博市

桓台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合作开发了“桓台县道路运输驾驶员继续教育平台”，

累计培训学员5万余人次。

图4 学院为企业订制开发的培训项目及开展的职工培训

数字化校园试点校项目实施以来，学院在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开发数字

化教学资源的同时，还注重内部现有零散、碎片化资源的组合与重构，开

发了山东工业职业学院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将原有的仿真模拟软件按工种

有序衔接，并与实际生产线精准对接，整合为“板带中宽带生产线”“高炉炼

铁生产线”“转炉炼钢生产线”等7个模拟仿真车间，整合后的仿真实训平台既

面向校内学生教学使用，又为企业员工提供入职培训与技能鉴定服务。截

至目前，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权属企业90%以上的新入职员工均通过学

院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进行生产实训，每年为企业员工开展技能鉴定服务5万

余人次，其中莱芜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日照公司等企业直接将仿真平

台引入企业内网，便于职工移动、泛在学习。



图5 学院虚拟仿真实训平台

依托“互联网+”冶金行业教育培训及资源共享平台优势，发挥学院全国

冶金专门人才继续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委托，自主

开发了“全国钢铁行业技能知识网络竞赛”网络平台和竞赛试题库，连年承办

“全国钢铁行业技能知识网络竞赛”、全国80%以上的钢铁企业参与网络竞赛，

36万人次参与线上培训，共有4万余人参赛。承办全国冶金行指委组织的“全

国冶金职业院校模拟炼钢大赛”，学院多次获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授予的



“特别贡献奖”，并在我院成立了“全国钢铁行业技术技能网络教育研究开发

中心”。

图5 钢铁行业技能知识网络竞赛软件截图

图6 学院承办的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图7 钢铁行业技能知识网络掌上题库和学院获得“特别贡献奖”证书

3.建设“互联网+”校城融合协同创新科技服务平台

学院充分发挥信息化资源和教科研专业人才优势，精准对接服务淄博

市互联网和大数据项目，推动校城融合，实现共赢发展。一方面为淄博市

政府、淄博市区域行业企业提供大数据与物联网等技术服务，提高了学院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和知名度；另一方面将科技服务平台融入到日常



教学过程中，组建了由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

术、应用化工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平台运维

和技术研发团队，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信息化服务能力和学生的实践动手

能力。

2018年以来学院受淄博市环保局、淄博市水务局等政府部门委托，先

后与山东天利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山东朗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淄

博）等企业合作开发了“淄博区域大气环境（VOCs）监测与管控服务云平

台”“‘淄水在线’智能水务物联网云服务平台”等协同创新科技服务平台。“淄

博区域大气环境（VOCs）监测与管控服务云平台”和“‘淄水在线’智能水务

物联网云服务平台”分别入选了2018年度和2019年度“淄博市校城融合发展

计划项目”获得市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400余万元。除此之外，学院还先后与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开

发了“工业自动化工程技术城校共享平台”，与山东钢铁集团永锋淄博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了“绿色冶金技术开发与应用联合创新平台”，与山东长江粮机集

团合作开发了“基于 VR 技术农作物生长仿真系统服务淄博乡村研学游平

台”，学校的信息化技术成果和应用推广，得到了淄博市政府和行业企业的

高度认可。



图 8 ‘淄水在线’架构图

图9 校城融合研讨会

三、成果及影响

1.以平台建设为纽带，强化了校企间相互服务的能力

截至目前，已有包括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集团、青岛钢

铁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冶金机械厂等 10余家全国

及区域性企业接入山东钢铁集团教育培训与资源共享平台，学院在各企业

生产一线设置远程网络教学视频采集点 60余处，专任教师与企业工程技术

人员合作编写活页式/工作单式教材 6 部，建设并发布精品资源共享课 40

余门，其中 12门获批山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校内外同时在线学习人数最

多时超过 1500人。山东钢铁集团教育培训与资源共享平台已成为学院与企

业合作效能的新的增长点，校企合作的内涵与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2.以共享理念为指引，成为了服务冶金行业继续教育的排头兵

2016年以来，学院与企业合作通过“互联网+”冶金行业教育培训及资源

共享平台发布各类教学资源累计超过 300GB，覆盖冶金、轧钢、化工、机

械、电气等多个职业领域，先后为山东钢铁集团等企业量身打造各类线上

培训项目、手册 20余项，开发教学标准 20余项，通过“互联网+”冶金行业

教育培训及资源共享平台累计开展职工线上培训 2000余课时，参培职工达



2万余人次。全国通过“互联网+”冶金行业教育培训及资源共享平台参加竞

赛训练的冶金企业职工超过 36万人次，成为全国冶金系统最具影响力的职

工培训平台,成为了全国冶金行业专门人才继续教育示范基地。

3.以校城融合项目为带动，提升了学院服务区域经济贡献度

2018年以来，学院通过搭建校城融合发展信息化平台，不断推动与地

方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专业群、科技创新链与区域产业链的紧密对接，驱

动科技创新步伐，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增强了学院的办学实力和创新活力，

进一步加快了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进程。先后获得淄博市重大科研立

项项目 6项，与淄博市当地企业开展横向课题研究 20余项，实现科研成果

转化 8项，技术服务到款额超 800万元。通过平台建设和专业产业对接，

优化了淄博市各地区人才资源配置，将学院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为淄博市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为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树立了良好

典范、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经验与启示

(一）“互联网 +N平台”是校企资源的整合与优化的加速器

“互联网 +”提出要发挥互联网在资源整合与优化中的协调作用。推动

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工作，也需要借助“互联网 +”在资源整合与优化方面

的巨大优势。“互联网 +N平台”能够有效实现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和企业实

践资源整合优化，可以实现各种信息数据的及时上传、共享，能够帮助校

企合作双方尽快获取自己所急需的信息和资源，找到校企利益契合点，实

现校企共赢。



（二）“互联网 +N平台”是校企合作工作模式的锻造器

“互联网 +N平台”可以重塑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工作模式，建立全新的信

息化工作模式。譬如传统校企合作模式主要是借助课堂授课、企业实习方

式，而借助互联网平台建立全新的网络化、信息化人才培训方式，如建立

网络课堂方式，可以打破以往校企合作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提升人才培养

效率。再以企业职工培训考核为例，以往对企业职工培训效果的考核主要

是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考核，也多是采用人工考察方式，如人工命题、考试、

阅卷、统分与反馈等。而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在线考核方式，可以减少

人力资本的投入，考核效率也获得明显提升。在线考核还可以实现过程性

考核，及时汇总职工培训过程中各种数据，真正建立终结性考核与过程性

考核结合的新型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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