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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双高计划”为契机，开展专业群建设背景下的智能铸造专业教学改革。 转变人才培养目标，导入并优化

“双层次多方向 +X 个职业技能等级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全新构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群共享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X 个职业技能课程”的专业群特色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打造新形态教学资源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探索模块化教

学、课程思政建设、现代学徒制试点等多元化教学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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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Double High-level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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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Double High-level Plan” as an opportunity,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ntelligent casting major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Change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and introduce and optimize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double levels and multiple directions +X professional skill levels and abilities”; Build a new
specialty group characteristic curriculum system of “public basic courses+shared courses of specialty group+core courses of
specialty group +X vocational skills courses”; Innovate teaching models, create new forms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mix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nd explore diversified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modular teach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pilot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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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高计划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

下简称“双高计划”），是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作出的

重大教育战略决策，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共同研究

制定，联合实施。 “双高计划”也被誉为中国高职教

育领域的“双一流”建设计划。 “双高计划”是面对以

人工智能、互联网 +、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经济、新技

术、新业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挑战下的新时代中国

高职教育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中国高职教育的发

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双高计划”旨在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

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院校和骨干

专业群 [1]，建设重点布局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技术技能人才的紧

缺领域。“双高计划”每 5 年为一个支持周期，动态遴

选，2019 年启动第一轮建设。在教育部、财政部 2019
年 10 月正式公布的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名单中，共

有 197 所高职院校入选此批次“双高计划”。其中，56
所高职院校入选高水平学校建设，141 所高职院校

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2]。 笔者所在学校有幸入选

10 所第一类 A 档高水平学校之一。

2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2.1 高水平专业群

专业群是由多个相关专业以某种逻辑组合而成

的有机整体，与产业链或岗位群对接，融合各类教学

资源，引导资源开放共享。目的是培养满足日新月异

的产业发展需求、适应更宽职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专业群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 以专业为单位的组织

形式的教学管理单位[3]。
高水平专业群是“双高计划”的建设重点，也是

推进中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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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核心内容包括组群逻辑、课程体

系架构和课程建设，再往两侧扩展，则是人才培养

模式的转变和教学模式的创新。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中国高职院校的专业建

设已经发展到专业群建设，并逐渐成为衡量高职院

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4]。 以笔者学校为例，成功

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第一类 A 档学校后，以入选的

两个高水平专业群（“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智能控

制技术”）为典范，积极探索类型教育，实施以群建

（分）院，全力推动全校范围的专业群建设工作。
2.2 增材制造专业群

按照学校部署，原材料技术系整合优势特色专

业，计划新增组群短板专业，深入开展教学体系改

革，着力打造国内首个增材制造专业群，并在此基

础上建设增材制造学院。 增材制造专业群以增材制

造技术专业（拟新增）、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为

核心，协同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专业、工业机器人

技 术 专 业、质 量 管 理 与 认 证 专 业 （拟 新 增）一 起 组

建， 其中增材制造技术专业由原来的激光与 3D 打

印技术方向升格新增。
增材制造专业群的组群逻辑如下：专业群对接

浙江省、辐射长三角地区的材料成型产业链，专业

方向准确服务于材料成型产业链主要环节的 核心

岗位。 其中增材制造技术专业服务于材料成型工艺

实施的快速精密成型岗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服

务于材料成型工艺实施的智能化、 数字化岗位，理

化测试与质检技术专业、质量管理与认证专业服务

于材料成型工艺实施的质量控制与保证，工业机器

人技术专业和增材制造技术专业还助力材 料成型

工艺的升级、改造与提升。
增材制造专 业群各专业 服务于材料 成型产业

链的工艺设计、质量控制、技术提升等主要环节，服

务面各有侧重，技术上紧密关联。 各类教育资源易

于共享，职业岗位之间易于迁移，专业技术易于交

叉、复合与互补，教师创新团队之间易于融合而借

力，为浙江省以及长三角地区的材料成型产业链培

养复合型、创新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智能铸造专业（方向）教学改革

智能铸造技 术是增材制 造专业群的 核心专业

—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的两个方向（另一个为焊接

机器人技术）之一（以下简称智能铸造专业），担负

着为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的铸造行业输送 新型复

合型专业人才的重任，在学校入选“双高计划”第一

类 A 档和全面开展专业群建设的背景下，实施以下

系列的教学改革。
3.1 人才培养目标转变

智能铸造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创新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顺应区域产业发展需

求，引导铸造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无可替代的岗位核

心竞争力。
3.1.1 知识目标

（1）掌握与职业岗位相适应的文化基础知识。
（2）掌 握 与 职 业 技 术 技 能 相 适 应 的 计 算 机 辅

助绘图、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等专业基础知识。
（3）掌握常用材料成型方法的原理、特点、设备

及工艺知识。
（4）掌握造型材料、铸造工艺设计、铸造熔炼技

术等铸造工艺基础理论。
（5）掌握铸造生产流程、铸造质量管理、铸件缺

陷分析及检验基础。
（6）掌握数字化技术、3D 打印技术、人工智能等

铸造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应用。
3.1.2 技能目标

（1）能熟练使用 计 算 机 及 相 关 软 件，绘 制 零 件

图，编制工艺卡，撰写格式规范文档。
（2）能识读零件图，并根据零件图和技术要求开

展中等复杂零件的铸造工艺设计。
（3）能使用三维设计软件开展铸造工艺设计，使

用仿真模拟软件进行铸造工艺优化。
（4）能 采 取 适 当 手 段 和 现 代 检 测 设 备 分 析 铸

件缺陷的类型、成因及改进措施。
（5）能开展工业 级砂型 3D 打印 设备及工业 机

器人的建模、编程、操作、维护和保养。
（6）能 通 过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和 信 息 化 系 统 等 现

代管理手段开展铸造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
3.1.3 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素养。
（2）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3）践行工匠精神，同时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4）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和表达能力。
（5）具有通过不同途径获取信息、知识及技能的

能力。
（6）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

3.2 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智能铸造专业面向浙江省， 辐射长三角地区的

铸造行业产业链，通过“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升

级现有专业， 并与浙江省铸造行业协会及骨干企业

深度合作， 旨在打造现代铸造企业关键岗位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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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层次多方向 +X 个职业技能等级能力”人才培养模式
Fig.1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double-level multi-direction+X vocational skill levels and abilities”

图 2 智能铸造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Fig.2 The curriculum system architecture of intelligent casting major

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高地和

产教融合的技术创新高地，助推浙江省及长三角地

区的铸造企业转型升级。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对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开展优化。 具体的优化措施包括：大力推进 1+X 证

书制度；升级新技术、特色技能、复合技能；以多个

职业技能培养为目标，将创新育人、特色育人贯穿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建立以“基础课程共享、专业方

向 分 流、职 业 技 能 可 选”的 人 才 培 养 新 思 路，构 建

“双层次多方向 +X 个职业技能等级能力”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如图 1）。
3.3 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体系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抓手。 在专业群

建设背景下，对接材料成型产业链，以先进材料成

型技术为共性技术，构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群共

享课程 + 专业核心课程 +X 个职业技能课程” 的专

业群特色课程体系。 智能铸造专业的课程体系（如

图 2）面向现代铸造企业核心岗位的主要环节，分为

4 个模块：一是着力打造良好素质、优秀品质和创新

思维的“公共基础课程”；二是基于材料成型共性技

术的“专业群共享课程”，夯实智能铸造所需的专业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三是重构新技术、特色技能、
复合技能的专业方向核心课程； 四是构建针对核心

职业能力、融通 X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职业技能

课程。 4 个模块呈金字塔型层层递进，围绕人才培养

新目标，反映人才培养新模式，体现专业群融合、开

放、共享的特点。
在整个课程体系架构中， 重点引入智能铸造新

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突出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

+”的改革导向。 比如数字技能基础、砂型 3D 打印技

术、数字化铸造技术、铸造机器人应用技术等课程，
都是基于数字化、 信息化改革的新形态课程。 下一

步，计划整合加入《人工智能导论》、《3D 扫描与逆向

工程》、《MES 基础与应用》等课程，以进一步凸显智

能特点，加强培养学生探索新 技术、适应新 技能的

能力。
3.4 教学模式创新

（1）新形态教 学 对 接 国 际 铸 造 新 标 准、新 要

求，及时引入智能铸造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规

范（“4 新”），结合课程体系改革，打造课程新标准，
同时进行教材改革，建设凸显“人工智能+、信息技

术+”的新形态课程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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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块化教学 模块化教学是专业群建设的

特色之一。 依托增材制造专业群的模块化 教学团

队，在课程体系中导入《金属材料检测技术》、《专利

数据 检索》、《机 器 人 编 程 基 础》、《砂 型 3D 打 印 技

术》等共享课程，增厚专业基础，开阔学生视野，拓

展就业领域。 模块化教学的另一个维度，是将专业

课程内容进行有机整合，比如将《造型材料》、《铸造

工艺》和《铸造仿真模拟》等作为《数字化铸造》课程

的教学内容模块，开展模块化教学改革。
（3）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依托数字化新形态教

学资源，利用大数据云平台，强化沉浸体验，开展信

息化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多种教

学方法改革。 目前，已建成数字化平台课程《铸钢件

铸造技术》（专业选修课）。 下一步，将在专业课程中

全面普及数字化课程建设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4）课程思政建设 铸造在华夏文明和历史长

河中一直熠熠生辉。 立德树人，春风化雨，深化专业

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弘扬传统

铸造文化，突出现代工匠精神，培养实践能力与创

新精神，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生的综

合素养提升，是高职教育不可或缺的改革方向。
（5）现代学徒制 试点 针对 铸 造 行 业 招 工 难、

铸造专业招生难的顽疾，依托浙江省铸造行业协会

和骨干铸造企业， 深入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作为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智能铸造创

建独具特色的“一对多”校企合作模式，建立起“双

主体、双导师、双基地、双身份”的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并致力于探索学校、行业、企业 3 方融通

的高职人才培养新模式[5]。

4 结语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风起云涌的今天，
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铸造行业发展的瓶颈 [6]，作

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高职铸造专业，
必须与时俱进，抓住“双高计划”建设的重大历史机

会，提升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以专业群建

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为引擎，以课

程体系改革为抓手，大刀阔斧地开展新形态教学、模

块化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课程思政建设、现代

学徒制试点等多元化教学改革， 才能更好地适应新

时代新发展的新需求，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促

进铸造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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