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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制造业 ，
不论是工业经济还是数字经济， 工匠人才
始终是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一流的支撑力
量。 在北京城里， 有一批高水平的职业院
校和技能教育专业， 他们以哺育高级技能
人才为己任， 对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与大国工匠孜孜以求， 形成了各
自独特的教学特色和育人风格。 近日， 午
报记者兵分多路 ， 走进了这批 “工匠摇
篮”， 近身探访他们育人的匠心和秘诀———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校企合作构建
1:1仿真实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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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铁路局首批动车检修人员唐云鹏是我国
动车检修界的专家， 多年来他处理各种故障、 解
决各类技术难题120多个， 填补技术空白160多项，
连续四年被单位聘为动车组自主检修技术状元，
先后荣获辽宁省劳动模范、 2020年度全国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 被多家媒体赞誉为 “动车神医”。

他能取得今日的成绩， 与母校北京铁路电气
化学校的精心栽培是分不开的。 从刚入校时的“动
车小白”， 到走出校门后的岗位尖兵， 该校电力机
车运用与检修专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像唐鹏这样
出色的合格工匠， 为首都城市轨道交通、 京津冀
轨道交通一体化乃至国家铁路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个王牌专业是如何成为动车检修人才培养
摇篮的？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轨道交通技术专业
科科长、 高级讲师王建立为本报 “揭开” 了专业
培养的秘诀。

作为北京市中职学校骨干特色专业， 电力机
车运用与检修是该校的老牌专业， 一度因铁路调
整而停办， 2019年为满足铁路企业用人需求得以
恢复， 目前实行3+2制 （中职培养3年、 对口高职
培养2年） 学习模式。 为了让学生更快适应岗位需
求， 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开发课程， 共建专业师资
团队和生产性实训基地， 形成育训共同体。

该专业优化教师专业结构， 与企业共同培养、
互聘师资， 打造出一支教学实践能力强、 专兼职
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现有教学团队中， 既
有北京市中职学校轨道交通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
师， 也有铁路企业的高级工程师、 技术工程师和

机车指导司机。 双方分享工作经验， 把岗位要求
及时传递到课堂上， 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理论的同
时了解到企业的用人标准， 学习起来更加有的放
矢。 有了企业的加入， 专业课程不再停留于理论
知识上， 而是大量融入真实的一线案例， 双方还
合作改革教学。

“为了强化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专
业依托校企合作三级平台， 对标铁路电力机车、
城轨列车运用与检修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
参考铁路职业技能鉴定规范， 建设起轨道交通专
业实训基地， 可实现学校教学、 企业培训、 职业
鉴定、 生产服务等四项功能。” 王建立介绍。

记者在实训基地看到，这里宛如一个大车间，
分设全功能列车仿真驾驶系统 ，HXD3C机车 、
SS4G机车综合实训系统 ，DK-1型机车制动机试
验 ，SMF04A、DKZ31型列车模拟驾驶系统等多个
实操区域，仿真模拟器与真实机器的大小比例达到
1:1，有的更是直接通过轨道运输过来的“真家伙”。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可上机完成各项指令操作。

同时，该校与中铁北京局集团公司（职工培训
部）成立中铁天佑工程师学院，合作开展专业调研、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教学资源开发，打造“中职+
高校+企业”三元办学的技能人才培养平台。

功成名就的唐云鹏曾应邀回到母校作报告，
这位大国工匠的事迹让全体师生备受鼓舞， 对技
能人才的职业发展充满信心。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创
建于1986年， 多年以来， 学校注重对学生的专业
知识与非专业能力的培养， 加上汽修厂的实操训
练， 给学生搭建了一个高起点的起飞平台。

“我们90%以上毕业生进入了高端汽车市场
就业， 学生就业满意率达到95%以上， 双证获取
率达到70%， 已经成为北京汽修人才的储备基地。
2015年以来， 本专业学生在全国、 北京市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荣获50余个奖项 。 2015到2017年 ，
我校学生谢景辉、 许鹤鸣、 宿昊宗连续3年获得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车身修复项目冠军。”
提起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昌平职业学校交通运
输系主任张晶磊话语中带着几分骄傲。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更好地服务汽车产
业发展， 学校积极对接国际标准， 在北京市教委
支持下， 2006年， 学校开始与德国巴符州开展职
业教育的合作。 2007年， 该专业聘请4名巴符州课
程开发与汽修专业教学专家， 与学校专业教师一
起借鉴德国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理念和开发技
术， 依据对北京汽车维修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我国
职业学校的办学特点， 共同开发了体现国际化和
本土化特色、 包含11个学习领域54个学习情境的
汽修专业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

课程的不断优化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
2015年， 学校成为北京市中德合作胡格教学模式
改革实验项目校的一员， 和以胡格为首的14名德
国专家一起探索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职业精神和专
业能力融合培养的新路径 、 新方法 、 新模式 。
“胡格教学模式不仅让我们注重培养孩子的专业能
力， 还让我们关注到学生非专业能力的培养， 让
孩子真正喜欢上这个职业。” 张晶磊说。

除了培养学生过硬的技能与坚韧的品格， 为

让学生进入社会后尽快完成角色转换， 学校还给
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机会。 “在我们专业， 每个
人都有两个身份。 我们有自己的汽修厂， 系主任
是厂长， 老师是厂里的技师， 学生相当于员工。”
张晶磊笑着介绍。

1986年， 学校创办了对外经营的汽车修理厂。
随后， 专业开展了多途径的校企合作， 促进了专
业与企业的紧密对接， 先后与上汽大众汽车有限
公司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了在京
唯一的上汽大众SCEP北京培训基地和宝马集团
BEST北京培训基地， 与企业成立品牌订单班， 共
同进行汽车售后服务高技能人才培养， 为学生提
供最前沿的技术、 最优秀的企业技师、 最优秀的
实训装备。 学生在校期间便可与企业签订培养协
议，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实现与企业的无缝
对接。

“我们的学生经过学习培训后整个人都变了，
自信了很多。 学生既可以自主选择进企业， 也可
以选择继续学习。 我们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国家开放大学等开展合
作办学， 为学生开辟了更多发展的新途径。 有的
学生选择继续学习深造， 最后还成了优秀的技能
老师。” 张晶磊介绍道。

为了让职业教育从小在孩子们心中扎下根，他
们还专门研发了针对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课程。目
前，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依然在进行着新一轮的课
程改革。 “这次我们的方向是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
车，这是为未来无人驾驶的时代提前布局。 ”

优化课程+国际师资
让学生尝到“大拿”的感觉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专业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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