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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液压与气压传动实训课上，老师蔡春林（中）解答
学生提问。

银川科技学院GE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实验室里，学生认真听讲。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习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组装、调试及故障
诊断。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检修实训课堂。

学生在操作数控车床。

技能大赛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只懂计算机已经不够了，
摄影、设计、视频剪辑、虚拟现实，甚至AI技术都得
懂点。”余海亮是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
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2023级的学生，作为一名没有
接受过绘画训练的非艺考生，此时他正在学校的画
室里学习基础绘画。

2021年前，正是各所院校计算机专业最火的时
期。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院也开设了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随后相继开设了计算机网络
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等相关专业。2022年，学院开设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这个专业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美术基础。该专业
看似与学院“不匹配”，却折射出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
人才。”该校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马玉华对记者说，
宁夏的 IT行业薄弱，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不多，要想
让学生们学有所用，为宁夏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就必须在培养方案上作出改变。

通过走访调研宁夏本地企业，学院了解到，视觉
传达设计已经跳脱出传统的艺术范畴，与互联网、传
媒、AI、电商等领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延伸出
的UI设计、动画制作、广告摄影、企业形象设计等领
域都成为现代互联网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
是在人人有手机的时代，每天“用”起来的“后端体

验”和每天“看”起来的“前端感受”同等重要。所以
同时具备“前端”与“后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真
正满足现代互联网行业的需求。

但走新路并非易事。决定开设新专业，首先面
临的就是师资问题。为了满足专业师资要求，学院
招聘了设计学相关专业的教师，并对原有计算机领
域的教师进行培训。由于专科招生没有艺考招生政
策，学生没有美术基础。为此，学院为所有大一新生
在第一学年开设了素描基础、色彩基础等绘画基础
课程，让学生练好基本功。

翻开信息技术学院多年来的课程规划，数次调
整的课程设计表上能够瞥见时代发展的脚步。“早期
的 IT行业对学生的基本技能要求主要是掌握C++和
JAVA语言，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Python和
人工智能等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互联网行业必不可少
的技能，所以我们也就开设了相应的课程。”学院教
师马鑫告诉记者，在每年新一届学生的培养方案制
定之前，都要提前做好调研工作，与相关企业召开研
讨会，对每年的行业需求作出新的评估，再反馈到课
程设计上，避免课程开设与社会需求脱节。

据了解，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院
将于 2025年开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3个新兴专业，为服务宁
夏本土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学科跟着产业走 专业围着需求转

“老师，我这个压力阀怎么不动？”“我的电路没
问题，是油路不对吗？”11月 21日，在宁夏职业技术
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液压与气压传动实训室
里，学生积极提问。“你们能干出来，也得能讲出来。”
老师蔡春林提醒学生，“将来和设备打交道需要的脑
力劳动更多，回忆一下刚刚在模拟仿真程序里是怎
么跑通的，掌握方法的同时更要掌握原理。”

重实训、重技能，是公众对职业教育的常规认
知。随着技术的革新，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生产应
用如何丝滑衔接，是学校需要应对的挑战。

“工业工程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基本会进入装备
制造和智能制造行业，我们会从岗位需求出发，将学
生考取技能证书、参加职业技能大赛所需的内容融
入日常教学。”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工业工程学院副院
长张彩芬介绍，目前学院的毕业生就业对口率已达
到 98%，学生大多都留在了本地企业，服务区域经济
发展。

学校开设的专业与地方发展紧密相连，才能保
证学生掌握的技术不落伍。

“企业用什么，学生练什么，比如售后工程师班
的学生现在实训用的串焊机，和小牛自动化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用的是一样的。”蔡春林告诉记者，学生
除了在校内实训，每周也会去企业实训。

2012年，宁夏成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
区，新能源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迅速，新能源专
业人才严重短缺问题愈发明显。2023年银川科技
学院开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2024年开设智能
电网信息工程专业，综合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设备设
计制造和新能源系统的建设等课程内容培养行业所
需的应用型人才。

“我们的学生已经不做毕业设计了。”银川科技
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讲师杜文强告诉记者，传
统毕业设计的成果实用性不强。银川科技学院从
2018年开始正式将毕业设计调整为毕业综合训练，
以产品说明书、项目设计书为目标进行工程训练，鼓
励学生将知识运用到实际。2020届学生张瑶开展
的“基于PVsyst的某农业大棚光伏设计与仿真”毕业
综合训练成果，可为开展农业大棚的绿色低碳新能
源应用提供一定经验。

职业教育强技能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对“职业”
和“就业”的理解更加明确。“车间技术岗、机器人人
工智能开发岗、发电供电岗、运营维护岗都是我毕业
后可以从事的岗位。”正在银川科技学院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就读的大三学生高江澎告诉记者，平
时实训课程和参加专业类比赛积累的经验不仅提升
了他的应用能力，还让他对行业和岗位的了解更加
清晰了。

今年，银川科技学院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率达
90%以上，用创业实现就业并带动就业也是一条新
路。4年前从银川科技学院毕业后，祁鹏飞专心经
营自己的服装企业，他公司的员工，毕业于职业院校
电商专业和设计专业的员工不在少数。在他看来，

“接受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毕业的学生各有所长，我
更看重应聘者的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

专业的增减、教学设备的更新、培养方式的及时
调整，都是当下学校将学生培养成适应市场需求的
综合型、应用型人才做出的努力。从对专业理解懵
懂的学生成长为专业能手，是学生和学校的一场“双
向奔赴”。无论职业如何发展、学生作何选择，都在
走向“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未来。

专业知识与生产技能如何丝滑衔接

在大多数同龄人刚走出大学校门时，23岁的陈
旺已经有了5年的工龄。

2019年，还在银川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部就
读的陈旺，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进入宁夏威达斯德胜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实习，并在毕业后转正。

2022年，凭借在岗位上的不断磨砺和个人出色
的沟通能力，陈旺被调任至服务顾问岗位，不仅收入
增长了，也有了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我的主要职
责是接待客户，向他们解释汽车配件的工作原理并
提供相关服务，现在每月收入大约 6000元。”陈旺表
示，工作后也没停下自我提升，2023年顺利完成了
成人大专的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

陈旺就业路上的“一路绿灯”，不仅靠个人的努
力，也得益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推动。近年来，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积极采取包括教学见习、跟岗实
习、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引企入校、共建基地和企
业实践等多种方式，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的
发展。

“职业教育的目标之一是让学生毕业后能迅速
适应产业实际，满足岗位需求。因此，为了保证他们
能够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我们的教学就离不开产教
融合，离不开校企合作。”拥有 28年职业教育经验的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李勇说。

为了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学院已
经与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宁夏梦驼铃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41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共
同建立了一系列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此外，学院还

与区内外超过 100家大中小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关系，以解决学生的实习岗位问题。

李勇介绍，学院正在和共享装备合作建设产教
融合基地的一号车间，把实实在在、符合生产实际的
先进生产线引入校园。这样一来，学生们不出校门
就能直接参与生产线实践，同时还能接受来自共享
装备的专业工程师的指导。产线产出的产品也可以
直接进入市场。

银川职业技术学院并不是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的唯一院校。近年来，共享装备已经与近 40
余家院校签订智享计划，其中就包括了宁夏职业技
术学院、银川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工业学校等区内
主要职业院校。

据共享装备产教融合经理曹艳丽介绍，截至
目前，共享装备在产教融合方面共建实训基地 20
余个，共建智能制造、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新工
科 3个，开展学生各类实习、实训达万余人，培养

“双师型”教师 100余人。此外，有 16家高校入驻
共享线上教育平台，共建、引入精品视频课程
3000余个，协同研发项目 40余项，联合开展精品
视频课程、教材、三维仿真教学软件、产教融合型
实训基地等项目共建。

随着校企合作的日益紧密，产教融合的新模式
不断涌现，院校和企业之间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打
通职业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为更多职业教育学
生带来宝贵的学习和发展机遇。

“我今年23岁，工龄5年”

宁夏旅游学校是一所中等职业学
校，致力于培养多层次、多类型的旅游
专业人才。宁夏艺术职业学院是全区
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综合性高等艺术
职业院校，在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文
化旅游管理等领域成果丰硕。2024年 4
月，经自治区政府批准，宁夏旅游学校
并入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并更名为宁夏
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两所学校合并之后，作为文化旅
游职业学院，未来的办学定位一定与过
去单一艺术类不同，必须根据市场导向
摒弃那些与市场脱节、发展不畅的专
业，同时开办新专业以适应当前产业发
展。”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张建平说。

在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多媒体教
室，正进行着一堂旅游管理专业课。旅
游管理专业是宁夏艺术职业学院 2023
年高职新增专业，今年新招生 120人，开
设有旅游概论、导游业务、旅游法规等
课程。

“去年学院新开设了旅游管理、网
络直播与运营、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等专业，暂停时尚表演与化妆、戏剧影
视表演等专业招生。”张建平说，“今年
的录取分数相比去年有所增长，生源质
量和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也从侧面凸
显了家长和学生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
度逐渐提高。”基于这一调整，今年的招生情况实
现了历史性突破。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负责人张海蔚
是宁夏大学旅游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一
直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先后担任酒店专业、旅游管
理专业教学工作。

“刚工作时，当时社会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偏
见，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教育有了
很大改观，很多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有明确的方向
和目标。在今年宁夏首次举办的中职学校导游技
能大赛中，文昌校区的学生脱颖而出，获得了赛项
的第一名。”从教 28年间，张海蔚深切感受到职业
教育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当初对导游专业挺感兴趣的，觉得可以体验
各种文化、美食和风景。”许佳雪是导游专业的一
名毕业生，目前就职于一家博物馆，“印象比较深
的一次研学活动是学校组织我们到贺兰山岩画，
我负责指导学生制作岩画拓片，一步步引导学生
们进行操作，看到他们顺利完成作品，非常有成就
感。”许佳雪表示，在校期间学习到的讲解技能和
沟通能力对自己的工作帮助很大。

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人才培养不能仅仅
停留在课堂内，需要将目光更多聚焦到就业实
习。目前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已与宁夏演艺集团、
银川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宁夏宁红文旅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等 30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企
业提供场地、舞台及设施支持，让学生更早接触就
业行业。“今年，我们在贺兰山岩画、苏峪口、小口
子等地开展学生实习，对学生的要求更加综合，已
经不再是单一的导游，而要把宁夏花儿、民歌和风
土资源植入课程中，让孩子们掌握更多元素，更好
地适应社会要求。”

在谈及学院未来的重点工作时，张建平明确
指出：“我们必须在文化和旅游这两大产业思考，
在艺术类教育环节当中要结合其他专业建设赋
能，通过艺术、文化渗透，把其他专业办得更好，
未来的发展必须结合自身优势，以特色兴校、特
色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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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晴雨表”看职业教育如何向新求变
本报记者 刘 祥 王 娜 马 丽 李雅蓉 文/图

今年暑期毕业季，宁夏理工学院民航现代产业学院的 152名学生被 20多家航空公司和国内外机场录用，一次性就
业率达 100%。当下，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向“新”而行的呼声越来越高。但长久以来，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次优”选
择，很多人对职校学生的固有印象是“成绩不好、没有前途、默默无闻”。记者深入宁夏几所职业院校，通过职业教育专
业设置的变化，了解宁夏职业教育经历的调整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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