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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简

称《职业教育法》）提出，“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

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同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

意见》，提出要“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

作”。这标志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进入纵深推进期，产教融

合作为职业教育类型属性被写入法律，职业教育改革重心由“教

育”转向“产教”，直面产教融合中的堵点问题，创新产教良性

互动机制。

学校秉承着“以人为本，注重实践，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

育理念，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产教融合的战略部署，努力探索和实

践产教融合的发展路径。学校坚定地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

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依据，建立一个以产学合

作，产教融合为纽带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与众多知名



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引进企业项目、共建了技能平台、

实训基地和产业学院，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得到明显的提

升，产教融合平台更加丰富多样。教师通过与行业的紧密联系，

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手段，教师教学水平得到了提升。

一、主要做法

践行“五融合、三主体”的模式，探索产教融合新路径。广

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建了行业、学校、企业三主体的独特产

教融合实践体系，人才、资源、教育、平台、产业五个方面深度

融合的产教融合实践体系。

1. 企业订单式助力学生个性化就业

现代学徒制和订单班是校企合作的方式之一，在这一过程中，

学校与企业携手共筑学生成长，学校以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

提升和创业能力训练为主要形式，开展满足不同就业形态个性化

需求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企业负责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的强化

和提升，双方也可根据产业需求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使教学与

产业紧密结合。将企业资源融入教学，实现个性化学习。扩大订

单合作，优化就业机制，提升就业质量。

2. 探索双元育人模式

学校全面整合校企资源，致力于将校企“双元”育人模式贯

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通过开展深入的市场需求

调研，学校与企业携手洞察职业教育的发展动态和需求，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计划，并明确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内容框架。在此



基础上，学校与企业专家团队联合编写教材，充分融合双方在专

业知识和实践技能方面的优势，保障教材的高品质与实用性。

3. 建设创新教育新模式

学校聘请来自知名企业的产业技术精英作为兼职教师，并与

企业携手打造联合导师工作室。在此平台上，双方共同开发教学

课程与资源，将课堂与企业的互动常态化。这种方式不仅实现了

企业专家走进教室，还将企业的实际车间转化为学生的学习场所，

推行以项目任务为核心的教学法，以此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创

新能力。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全程参与其中，强化了学生

创新思维、决策制定、协调安排以及问题识别与解决的核心素养。

4、打造校企联合导师工作室

双师型”教师是职业教育教师的基本属性，是产教融合的重

要纽带“双师型”教师具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双重能力，能

够将行业最新技术和规范融入教学中，使学生所学知识与行业企

业需求紧密衔接，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和挑战，有针对性

地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提高就业竞争力。

5、营造技能型人才培养新生态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作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领军

者及参与者，致力于打造一个技能型人才培养新体系。为此学校

与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滨州职业学院和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 6

所高职院校紧密合作，通过打通教育机构、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



之间的壁垒，共同在教育侧和产业侧发力，加快科技成果与教学

成果的对接与转化应用。为教育教学提供新动能，营造出深度融

合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新生态。

二、成效

1. 深化现代学徒制教育，助精准就业

学校目前积极推广现代学徒制教育，已设立两个试点专业：

食品质量与安全和医学美容技术。此外，为退役军人量身定制了

八个现代学徒制专项专业，涵盖药学、智能医疗装备技术、中药

学、口腔医学技术和康复治疗技术等领域。在近三年的时间里，

通过现代学徒制项目培养的学生总数达到了 46 名。2023 年，学

校共有 14 个专业开展了订单班的招生，其中在校订单班学生

1670 人，以在校生 9960 人计，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学生和订单

班学生所占比例为 17.22%。学校每年有超过 200 名学生参与企业

实习实践活动，接待学院学生参观人数不少于 500 人次，订单班

的学生人数达到 50 人。

2.推进实践中心的发展建设

学校依托行业学会和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优势资源，积极拓展

实习实训基地，现已建立起覆盖广东省各主要城市的 168 个校外

实习基地（参见图 1）。包含三甲医院、曼秀雷敦、采芝林、汤

臣倍健、阿斯利康、国大药业、潘高寿制药等在医药领域内具有

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实现了与国内外品牌企业的紧密合作。此外，

学校还积极参与了由行业领军企业主导的“南粤家政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等 7 个项目。同时积极申报了包括“南粤家政与营养

健康”以及“粤港澳大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

中心”在内的两个项目，以期在更广泛的领域深化产教融合，推

进实践中心的建设和发展。

3. 特色教材资源的整合和开发

学校在家政类专业课程创新创业资源的整合与开发上取得

了显著成就，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系统科学的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效互动，实现

了教学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特色教材的研

发旨在打造一套高水准、特色鲜明、实用性强的指导性教材，以

推进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这些教材将紧密结合职业教

育的特点，强调创新创业的实践性与产业教育的结合，为学生提

供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在此背景下，学校与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携手，成功出版了 32 册具有家政专业特色的教育教材。在

2023 年，临床医学院积极参与了校企合作，共同编写了包括《呼

吸治疗学基础》、《呼吸系统疾病》、《心肺康复技术》、《健

康管理学》和《性与生殖健康》在内的多册创新教材。这些教材

不仅丰富了“小专业”领域的教学资源，也填补了相关教材的空

白，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支撑。

4. 实现人才共育

学校特聘广州至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陈志维博士

和广东新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柏忠分别担任中药学

专业及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高层次兼职教师和产业导师；江门

市名中医、广东省杰出青年中医药人才、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负责人林海

波为中医专业高层及技能型兼职教师；江门市银业养老策划服务

有限公司陈芬华院长养老服务专业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并组

建组建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麻醉护理专业等产业导师团队，深

入加强校企合作，共同培养职业技能人才。2023 年度，陈志维

博士和陈柏忠老师被省教育厅授予“产业导师”。

5、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

学校加入了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惠州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滨州职业学院和安徽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等 6 所高职院校国托幼一体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

惠健康托育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 9 个共同体，促进各个学校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共享资源，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确保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

资源的整合，使得教学更加贴近实际，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表 1 学校参加共同体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牵头单位（职业院校） 学校角色

1 全国托幼一体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理事长单位

2 惠健康托育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常务副理事长

单位

3 粤港澳大湾区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副理事长单位

4 南粤家政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副理事长单位

5 全国中医药健康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副理事长单位

6 全国医养结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滨州职业学院 常务理事单位

7 全国美容产教融合共同体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理事单位

8 全国公共卫生产教融合共同体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副理事长单位

9 智慧社区居家康复产教融合共同体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副理事长单位

10 中非欧中医药鲁班工坊合作共同体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申请加入

三、不足及改进措施

由于我校办学年限较短，未与多数龙头企业建立友好的合作，

导致开设的现代学徒制和订单班的专业覆盖率不足，学生选择方

向过于狭窄，招生难度大。此外，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教育资源共

享程度较低，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分散，难以充分发挥产教融合的

优势。因此在未来，学校会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走访医药企业，

寻求企业合作，拓展现代学徒制和订单班的开设专业，尤其是与

中医药相关的新兴专业，以满足更多行业的人才需求。推动学校

还会与企业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创建更多的、更有特色的



实训基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提高专业代学

徒制和订单班的覆盖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