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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成 果 名 称 
央企办校“一线双元，五进融通” 

现代航天工匠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成果第一完成人及其他

完 成 人 姓 名 

刘家騑 王立波 周林 王银 曾强 宋科 胡文彬 黄昌志 古中

林 夏江华 杨济铭 漆军 

成 果 第 一 完 成 人 

及 其 他 完 成 人 

所 在 单 位 名 称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四川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鉴定部门名称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鉴 定 组 织 名 称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申报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成果鉴定专家组 

鉴 定 时 间 2022 年 10 月 10 日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教师函〔2022〕

9 号）以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推荐工作的通

知》（川教函〔2022〕447 号）的要求，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

邀请了以姜大源研究员为组长、以石伟平教授为副组长的专家组，对学校拟申报 2022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项目《央企办校“一线双元，五进融通”现代航天工匠培养模

式创新与实践》进行了成果鉴定。专家组听取了成果负责人的汇报，认真审阅了相关鉴

定材料，经过质询、讨论和评议，形成如下鉴定意见： 

1. 本成果基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和地方航空

航天产业转型促使高职专业集群发展的背景，针对校企协同育人体制机制不健全，航

天工匠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校企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不充分等问题，积极进行了理论

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自 2008 年开始研究，至 2014 年结项验收，共实践 8 年； 

2. 本成果依托学校央企办学的体制优势，通过校企行协多方合作，产生了四个方

面的创新：理论层面，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行

知合一”的现代职教治理理念，形成了“多方联动、产链对接”产教深度融合的专业

群建设理论框架；实践层面：构建了“校企一体，四融四共”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

校企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校企命运共同体；形成了“一线双元，五进融通”的航天

工匠培养模式，实现对制造企业通用人才、航天高端人才与拔尖技能人才的贯通式培

养；形成了“双向互动，产教循环”的“双师”培养机制，实现了校企人员双向挂职、

互聘共用、教学生产交替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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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成果通过校企共荣共生，构建“校企一体，四融四共”的产教融合机制，解

决校企协同育人体制机制不健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契合度低迷的问题；通过产教

深度对接，打造“多方联动、产链对接”的专业群布局结构，解决航天工匠人才培养

体系不完善，课程体系与职业标准衔接度不足的问题；通过校企深度融合，构建“宽

基础+专业技能”的递进式专业课程体系，建立“多维融合、共建共享”的专业教学

资源；建成“全过程，全流程”的专业人才质量评价体系，解决校企教育资源共建共

享不充分，教学过程与工艺流程对接度不高的问题； 

4. 该成果瞄准行业关键产业链需求，深度对接航天产业领域的生产、装配和测试

过程，组建航天特色专业群，培养具有“航天报国”精神、具备航天零部件制造、装

配测试、使用和维护以及现场管理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从 2015 年开始，该

成果在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专业群试点，并带动全校 7 个系 12 个专业群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建成航天特色专业 5 个，国防军工特色专业 5 个，国家专业服务产业重点

专业 1 个，创新行动计划骨干专业 1 个，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专业群立项为四川省

高水平专业群；学院建成了全国首个“钱学森英才培育基地”；2018—2022 年，获评

全国技术能手 7 人；“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获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奖，入选

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学院获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吉利汽车集团等单位授予

的“最佳校企合作单位”荣誉。 

5. 成果在《中国教育报》等国家和地方 10 多家报道百余次；2019 年 5 月，四川

航天集团总经理肖新忠在教育部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经验；学院多

次获“四川省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专家组一致认为，本成果在实践过程中深化了产教融合、军民融合、校企合作，

提升了人才链与产业链、价值链的契合度，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贡献率，对提

升行业高职院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成效明显，可操作性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行业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培养人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模式；该成果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重

要创新，对教学改革实践有重大示范作用。 

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鉴定意见，并推荐该成果申报 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 

 

 

                       鉴定组负责人： 

 

                          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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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成 

员姓名 

在鉴定组

织中担任

的职务 

工作单位 
现从事专

业领域 
职称 职务 签字 

姜大源 组长 

教育部职业

教育发展中

心（原教育

部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研

究所） 

职业技术教

育学 
研究员 

主任；中

国职业

技术教

育学会

常务理

事 

 

石伟平 副组长 
华东师范大

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 

二级教

授 

院长，博

士生导

师 

 

邢晖 组员 
国家教育新

行政学院 

职业技术教

育学 
研究员 主任 

 

赵志群 组员 
北京师范大

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 
教授 

博士生

导师 

 

朱德全 组员 西南大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 

二级教

授 

部长，博

士生导

师 

 

和震 组员 
北京师范大

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 
教授 

博士生

导师，所

长 

 

徐国庆 组员 
华东师范大

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 
教授 

博士生

导师，所

长 

 

闫广芬 组员 天津大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 
教授 

博士生

导师，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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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国 组员 
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职业

教育教师专

业化发展 

教授 

中国职

业技术

教育学

会副会

长 

 

刘育锋 组员 

教育部职业

教育发展中

心（原教育

部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研

究所） 

职业技术教

育学；职业

教育国际比

较研究 

研究员 主任 

 

夏金星 组员 
重庆师范大

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 
教授 

博士生

导师，院

长 

 

潘海生 组员 天津大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 
教授 

博士生

导师，副

主任 

 

曹晔 组员 
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职业

教育教师专

业化发展 

二级教

授 
院长 

 

于志晶 组员 
吉林工程技

术师范学院 

职业技术教

育学 

二级教

授 
社长 

 

米靖 组员 
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 

职业技术教

育学；教育

史 

教授 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