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智能家居， 从
语音助手到聊天机器人， 人工智能早
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彰显其强大
影响力， 懂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才在市
场中随之走俏。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
院开设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凭借
布局早、 培养质量高， 备受用人单位
青睐，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
该专业培养的高职毕业生供不应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统
计报告显示，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人才
缺口目前超过500万。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
学院院长付丽琴告诉记者， 学院面向
智慧城市建设与运维产业链培养一专
多能型技术技能人才 ， 与科大讯飞 、
商汤、 新华三、 360等知名企业签署合
作协议， 实行产教融合方式， 确保毕
业生就业率与就业质量实现 “双高”。

作为学院重点打造的高精尖专业，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从2019年开始
面向全国招生， 专业在建设之初就与
行业头部企业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校企共建， 引入讯飞的技术， 聘
请讯飞的工程师进校授课， 组建双师
型教学团队， 共同培育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实行中国特色学徒制培
养方式， 打造了基础平台+岗位方向+
项目实战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在六个
学期中分别实施认岗 、 跟岗 、 轮岗 、
顶岗的企业实习实训环节。” 付丽琴介

绍 ， 学生在毕业时可获得学历证书 、
两个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一个职
业技术证书， 毕业生对企业和岗位工
作内容都很熟悉， 上手特别快。

为了保证教师的授课内容和形式
真正贴近企业一线需求， 让学生不仅
学到理论知识， 而且掌握实际操作能
力， 该专业每年都会联合企业开展人
才需求调研， 对专业面向的岗位进行
职业能力分析， 并从真实的企业项目
中提炼典型工作任务， 将这些内容匹
配到核心课程中， 以企业综合性工作
任务为载体设计实训课， 学生在校使
用的资源和技术技能平台均由头部企
业来提供， 学生所学所练内容都是岗
位所需的知识技能。

同时， 合作企业每年还会选派多
位企业导师参加专业教学工作， 包括
授课、 指导学生实训、 开发课程资源、
集体备课等多方面； 企业导师还担任
指导教师， 全程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
能大赛。 为了提高专业教师的工程实
践能力， 学院每年安排教师去企业进
行不少于40天的项目实践， 并参与企
业的课题研发工作。

“通过每年的 ‘一进一出’ 机制，
教师团队的项目实践、 科研能力、 教
学教研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校企双方
资源共享， 也加快了教学内容的更新
迭代。 在教育部公示的第二批国家级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中， 全国

唯一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入选的
职业院校就是我们专业。 我们专业还
是第一个人工智能应用专业北京市双
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首批高精尖
产业技能提升培训机构， ‘AI技术引
领、 校企共融、 助力师生成长’ 案例
入选2021年教育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典型案例。” 付丽琴自豪地表示。

该专业2021届和2022届60多名毕
业生已全部就业 ， 就业面非常宽广 ，
其中多数人进入业内头部企业从事系
统运维、 硬件测试工作； 还有学生进
入大型国企、知名外企和行业领先企业
从事程序设计开发、数据采集和分析等
工作。 目前，已有知名企业邀请该专业
大二学生进企实习， 提前 “挖掘” 好
苗子， 对人才的渴求度可见一斑。

2022届毕业生赵文龙上高中时成
绩比较差， 通过自主招生方式进入该
专业学习 。 小赵虽然文化课起点低 ，
但他动手实践能力很强， 加上对信息
技术很感兴趣， 在学校老师和企业导
师的共同指导下， 他陆续掌握了大数
据采集、 分析等多项技能， 重新找回
自信，参加了多项技能大赛，获得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 又跟着老师参与科研项目，毕
业后顺利进入一家知名企业从事软件
测试开发工作， 得到了企业领导的肯
定。赵文龙说：“在经管院人工智能专业
的学习，让我从一名差生变成大家认可
和羡慕的高技能人才，让我的生活充满
阳光和自信。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用掌
握的技术为社会创造出更多价值。”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4
2023年
8月5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校

对
黄
巍

伴随着装备制造产业升级和数字
化建设， 我国迫切需要大批具备工匠
精神， 精操作、 懂工艺、 会管理、善协
作、能创新的新型现代工匠人才。 新型
现代工匠不仅要具备应具有可持续的
发展能力，更要有专业上不懈创新的动
力。 针对新时期、新时代对产业匠人的
需求及人才培养问题，记者对北京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以下简称
“北工院机电学院”）副院长郭勇进行了
采访，郭勇提出培养合格的工匠型人才
的核心在于校企合作、双元育人。

首先， 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必须
紧跟需求。 北工院机电学院设置了数
字化设计专业， 其前身是数控技术专
业。 2012年， 随着三维扫描技术的应
用和北京产业结构调整， 该专业在全
国率先向数字化设计与3D打印转向，
当时和国内知名企业北京精雕、 卡尔
蔡司等多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组建
订单班， 安排毕业生定向就业。 同时，
升级师资队伍， 教学团队十年间孵化
出大批全国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
北京市优秀指导教师、 北京市教学名
师和市级大工匠。

据郭勇介绍，为培养“敬业、精益、
专注、创新”工匠精神，机电学院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工匠精神、工匠技能、
劳动教育等要素融入到教学 、 文化 、
教师团队三个维度， 并分层次递进完
成工匠精神培养体系。

第一维度是在教学过程中孕育工
匠精神。 第一学年， 通过 “岗位认识
实习” 等活动让学生感受、 体验工匠
精神。 第二学年， 通过实训教学项目
培养执着专注的工匠精神和质量意识。
第三学年， 学生将参与企业真实生产
任务， 并通过产品质量评价考核， 在
此过程中提升精益求精和爱岗敬业的
工匠精神。 同时， 学院通过第二课堂、
大学生社团、 技能大赛、 大学生科研、
技术服务等课外活动让学生多方位感
知和体验工匠精神。

第二维度是通过学习生活感受工
匠文化。 机电学院与京东、 施耐德和
遨博等企业共同建有校内实训基地 ，
为构建工匠文化， 举办“大工匠选树活
动”“走进大工匠”“大国工匠专题报告”
“工匠精神演讲赛”等活动，营造文化氛
围，潜移默化培养工匠精神。

第三维度 “名师+工匠 ” 言传身
教， 实现匠心传承。 学院培养出的多
名教学名师和大工匠通过在教学和实
训中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引导学生提升素质， 树立匠心。 学生
可在李林琛、 张明珠等名师工作室和
杨晓雪大工匠工作室， 参与 “智能机
器人” “智慧能效” “数字文创” 等
实践活动 ， 感受到工匠精神的魅力 ，
实现工匠精神的传承。

郭勇副院长告诉记者， 想要培养
合格的工匠人才， 必须要摸清市场需

求。 2021年， 学校开展了一系列调研，
数据显示，学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很难完
全满足用人的需要，企业还需从社会寻
找或通过内部培养较多的技能人才。

机电学院曾进行过一项针对数字
化设计及制造技术工程人员应具备的
专业能力的调研， 结果发现机械制图、
识读、 绘制零件图和装配图的能力是
最重要的专业技能， 其次是数字化设
计类软件 （CAD） 应用能力 。 因此 ，
学院在这两个大方向上投入了相当比
例的教学研发资源。 同时， 结果显示，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专业就业学生
的薪资比同类产业毕业生略高， 其中
北京地区月收入5000元以上占比约为
70%， 7000元以上占比超过20%。 后续
会随工作年资提升有相应比例增长。

“近些年， 依此培养标准， 我们

很多毕业生都已成长为新型现代工匠
人才代表。” 郭勇副院长骄傲地表示。

李锦山是机电学院2005届毕业生，
之后一直在业内知名生产商SMC （中
国） 有限公司工作， 2016年1月至今担
任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研发多年未攻
克的项目技术。 2023年，他还被选树为
“北京大工匠”。 张昕蕊2012年毕业后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工作任
岗位设计师，主要从事宇航产品的总装
与结构设计工作，目前是“问天一号”项
目团队成员。 李衣非现任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先进材料结构实验室
的试验员， 参与了企业多个重大项目。

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在各自岗位上
发挥着青年先锋模范作用， 也充分证
明了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培养工匠
人才的路子走对了。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

□本报记者 任洁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化设计专业：

三个维度培养新型现代工匠
□本报记者 马超

产教融合培养一专多能应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