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力打造三大中心，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方雪梅 

在江阴实现“两个率先”的伟大征程中，学院秉承“地方大学地方办，办好

大学为地方”的宗旨，始终致力于打造“一线人才的输送中心”、“技能人才的培

训中心”和“技术创新的服务中心”，努力助推江阴经济的转型发展。 

一、打造一线人才的培养中心，积极创造人才红利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学院形象地提出了“立足江阴，根植企业，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现代班组长’以上潜质的生产、经营、管理者”的人才培

养目标，并逐步形成了“二维互动 、双轨并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学

生在省级以上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中共有近 170 人次获奖，其中如“江苏省高等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江苏省高校数学建模大赛”中 19 人次获一等奖。2014 年

7 月，在第十届“博创杯”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计算机科

学系的“小区安防监控机器人”又荣获高职组特等奖。学院为江阴及周边地区源

源不断地创造着人才红

利。一批批“现代班组

长”型人才活跃在江阴

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主

战场。60%以上的学生毕

业 3 年左右即成为各企

业的技术骨干、部门主

管或公司经理，还有 3%

左右的学生自主创业，

学院被誉为培养“现代

班组长”和“公司小老

板”的摇篮。 

二、打造技能人才的培训中心，服务经济转型提升 

经济转型，人才先行。学院依托“中央财政支持《数控技术》职业教育实训

基地”、“江苏省信息融合软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江苏省服装专业实训基

地”、“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江苏省软件与服务外包实训基地”



和“江阴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等国家、省、市级重点建设基地，16 家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所以及“吴震大师工作室”、“杨立志机器人工作室”等众多的教

师工作室，为政府部门、驻地部队、各类企事业单位等，大力开展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在职人员在岗学历提升教育等，不断推

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服务。近三年来，全院共开展社会培训 74175 人天，

为企业培训员工 7821 人，完成各类专业培训 66.9 万人学时，到账经费 203.8

万元。 

三、打造技术创新的服务中心，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学院鼓励教师主动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服务工

作，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难题。学院现有 69 位教师在社会各企事业单位兼

职，其中有 9位教师参加了“江苏省教授博士下企业”项目，分别被企业聘为总

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技术顾问等。目前，学院拥有国家授权专利 62 项，其

中发明专利 13 项，实用新型专利 30 项，外观设计 5 项，软件著作权 14 项，转

让发明专利 2个，获得转让经费 50 万元。近三年，学院共完成横向项目 112 个，

到账经费达 116 万元。学院还特别重视技术服务成果的转化。目前，学院有 10

多个专利在企业得到了实际应用。 

可以说，“三大中心”的办学宗旨，适应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要求，

校企深度融合，使得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在发展水准的提升中，相互砥砺促进！ 

   

 

 

 

【继教探索】 

搭建政校企合作平台，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曹伟 

继续教育学院作为学院服务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窗口，沿着“稳定增长保

质量、注重转型求发展、服务社会创亮点”的工作思路，成功搭建了政府、学校

和企业合作的平台，并逐渐形成了学院服务社会的四大特色。 

一、以科学研究引领学院服务社会工作 



继续教育学院在开展学历招生服务和非学历培训服务工作的同时，积极申报

了《构建基于企业人才战略规划的培训需求分析与研究》横向课题和《探索高职

院校校企合作的模式与途径》的科研课题。其一以科研引领继续教育学院学历招

生服务和非学历培训服务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有效思考，在思考过程中驱动管理，

在管理过程中实施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反哺工作；其二以科研管理有效驱动标准

流程，将“服务社会、市场开拓、企业调研、研究分析和方案策划”五个环节串

联起来，搭建起学院服务社会的有效平台。 

二、以质量提升保障学院服务社会工作 

在推进服务社

会和校企合作的

过程中，继教院设

计了《江阴职业技

术学院企业学历

培训需求调查问

卷》，详细采集企

业需求的真实数

据，将数据和学院

有关系部进行沟

通，再进一步去企业进行针对性调研，发现企业在经营管理、技术技能、市场竞

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学院据此制定初步培训方案递交企业审核或筛选，最终和

企业签订培训方案。继续教育学院还制订了《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历培训计划表

和课程表》、《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历培训检查记录表》、《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学历培训总结反馈表》和《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历培训满意度调查》等，保证校

企合作项目的过程化管理。 

三、以订单培养落实学院服务社会工作 

为加强学院人才培养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继续教育学院在

多年为企业学历提升和非学历培训过程中，与企业建立了紧密互动型的合作关

系，为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做好了铺垫。如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是全国特种钢行业的龙头企业，继续教育学院联合教务处、招生就业处、机电工



程系开展了兴澄特钢“订单式”人才培养合作的相关事宜，学院为兴澄特钢完成

“订单式”人才培养、在职员工继续教育提升，在兴澄特钢建立学院校外实训基

地、教师流动工作站和校企合作实验室等。 

四、以产学研训推进学院服务社会工作 

近几年，学院与多个部委办局及乡镇政府搭建了政校企联合平台，推进“产

学研训”四维一体化运作。如学院和祝塘镇政府搭建的政校企“产学研训”合作

新模式。在祝塘镇，无锡林科服饰有限公司和江苏贝德服装集团等多家民营企业

和学院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无锡林科和江苏贝德都是以服装设计加工和自主英

童品牌服饰生产为主的服装类企业，年销售额都在 3-6 亿。随着企业的发展，企

业管理营销能力特别是面料的设计开发能力、员工的技能素质等都存在明显不

足。为此，学院通过祝塘镇政府搭建的政校企联合平台，提供了“产学研训”一

体化的解决方案。其一学院为企业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完善岗位职责，提供岗位

胜任力培训考核，为企业在管理水平上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进行培训；其二学

院与企业共同负责英童自主品牌线上线下的运营管理，提供“O2O”系统解决方

案，并通过培训提升其运营能力；其三通过筹建服装设计工作室培养企业设计人

才，解决企业在服装设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并及时申报实用型专利；其四在功

能性面料开发领域，学院按照英童服饰要求的舒适性及抗菌吸湿排汗等功能开发

新面料，并申报创新型专利；其五学院为企业员工提供“现代班组长”管理培训

菜单；其六学院每年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实验实训，并参与服装设计工作室工作。 

    

 

 

 

 

“实用化学品分析与检测”项目化教学的实践 

卞惠芳 

采用融“教、学、做”一体的项目化教学，是高职教学改革的大方向。《实

用化学品分析与检测》是培养学生分析检测技能的核心课程，在近几年的项目化

课程教学改革中，我逐渐摸索出了适用于本课程的教学方法，即“三阶段六步骤



法”。 

在“工业/生活用水硬度分析”教学中，我就采用了“三阶段六步骤”的教

学法。在准备阶段，包括“创设情境、项目导入”和“方案设计”两个步骤。教

师先设计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分析测试中心这一平台。测试中心接到任务，要测试

一批水样的硬度指标是否符合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要求。教师充当化验室主任，

进行任务分配和技术指导；学生充当化验员，4-5 人为一检测小组，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方案设计、完成检测任务并出具检测报告，组长采用轮岗制。在项目导入

中，教师把工业上水垢生成导致热效应下降甚至发生锅炉爆炸这一现象及娃哈哈

纯净水和农夫山泉水的口水战导入项目，激发学生学习该项目的兴趣。在方案设

计步骤，让学生充分利图书馆、网络等资源，通过小组讨论拟定试验方案，构建

该项目的思维导图。通过直观形象的思维导图让学生明确：实验要做什么？如何

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需要哪些实验药品和仪器？组员之间如何统筹？这样，

就使学生对项目实施安排有了一个整体认识。当然，教师在学生方案设计中要发

挥引导、鼓励作用，还要对方案的可操作性进行预审。 

    在项目实施阶段，包括“尝试实验”、“分析方案”、“检测指标”三个步骤。

首先，要按项目拟定方案进行实验，进行试剂的配制（如指示剂 EBT、缓冲溶液

NH3-NH4Cl）、EDTA 标准溶液配制与标定，对所给水样进行预处理（如过滤、调节

pH，消除干扰），并进行试做。然后，针对试做结果进行小组讨论，分析实验成

功或失败的原因，提出改进的方法，并继续试做，再次调整方案并确定实验方案。

最后，根据既定方案完成给定水样的总硬度测定，并出具检测报告。在项目实施

阶段，教师要提醒学生注意事项，纠正学生不规范的操作，并在学生完善方案的

过程中做好答疑，但要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寻求改进的方法。 

   在项目总结评价阶段，学生对结果进行小组讨论，然后进行项目答辩，以小

组自荐或老师确定的选定答辩人员对项目进行汇报，大家分享实验心得，总结得

失，小组成员可以自由补充，并最终完成小组的项目报告。而老师则对各小组的

汇报情况作出点评、打分。汇报、答辩环节，既可以丰富学生的专业知识，巩固

学生的专业技能，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 

《实用化学品分析与检测》的项目化教学，充分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让学生边实验边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了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 



参与就是最美的 

周箭 

2014 年注定是一个忙碌而充实的一年。一方面是积极迎评，另一方面我本

人还参与了一些课程及专业建设工作。于是，各种忙碌夹杂着各种情绪混合而下。

但是，我还是庆幸我能够在这么紧张的时段里有所收获。 

去年，学院曾提出了精品课程资源库的建设思路，而我本身也正好有一门在

建的《数码摄影摄像》课程。可是，资源库建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我和课程组的同事商量后，一度曾想打退堂鼓，但我相信凡事皆有可能，不尝试

怎能轻易见彩虹？于是，我们在研读了相关文件和样本参照后，开始了课程资源

库的建设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去年 11 月直至今年的 5 月，我们课程组三

人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做着各项工作。在做的过程中，我们的思路渐渐地明晰

起来，原来资源库建设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版的精品课程建设，并且是动态性的建

设过程，内容可以不断更新、添加。常规网站的后台服务在这里完全不存在，你

是建设者也是后台维护者，可随时随地修改和加载新文件、新内容。学生们通过

注册后也可以直接上传自己的作品，在讨论区中与教师或同学进行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我借助于课程建设的平台，参加了全国

第二届高职院校微课大赛，并获得了江苏省赛区的三等奖。奖项虽然不高，但是

在缺乏借鉴和经验的前提下，能顺利入围已属不易，至于拿奖更是意料之外的事

儿了。微课其实和我们常规的说课和上课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不是对整门课

程或某一单元的通述，它要求的是用较短的时间（15 分钟左右），就课程中的某

个或某几个知识点进行讲解和阐述，且要求内容完整、资料丰富、信息详实。这

对教师是一个考验，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精心设计课堂内容和教学信息，然后

对所讲知识点用精炼的语言进行表述。等这些前期工作准备好后，就是最后的拍

摄和制作了。由于我本人从事的就是摄影摄像这一块的教学工作，这项工作对于

我来说不成问题。 

各个学校参赛的着重点不同，加上不同的理解，因此投送作品的风格样式也

不尽相同。我的微课内容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摄影》，我根据课程内容设

置了户外演示和室内课堂相结合的方式，将两块内容串联了起来，组成了一门微

课。另外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录音。现场录音的质量也是关键点之一，因为专家在



观看你的微课视频时，还要听，因此录音也不能马虎。 

通过这些课程建设与课题的实施，我觉得参与其中很重要。在参与中我们不

仅能找到自身的不足，更能学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参与就是最美的，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