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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主题 

积极试点，校企共建轨道交通技术教师实践流动站，探索双师

型教师培养新模式。 

二、背景与起因 

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提出要建设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

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健全职业院校教师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

推动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素质持

续提升，促进职业教育高速发展。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

出要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2020 年 9 月，教育部等九部

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为落实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职业院校教师实践流动站模式的探索研究》课题要

求，山东职业学院积极承担教师实践流动站试点项目，与神州高铁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设轨道交通技术教师实践流动站，探索双

师型教师培养新模式。 

三、做法与经过 

1、校企双方确定流动站功能定位 



轨道交通技术教师实践流动站旨在构建职业院校教师实践流动站

建设模式、工作模式和制度机制，创新高水平“双师型”教师“校企交

替、项目载体、行动导向”培养模式，健全行业企业和院校深度融合

的教师队伍建设机制，推动校企深度合作，为轨道交通技术方面的

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和示范引领。 

2、校企双方确定流动站培养目标 

轨道交通技术教师实践流动站主要是培养在轨道交通技术领域

方面从事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安装调试及运营

维护方面的高技能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增强教师的教科研能力，

主要培养目标为： 

（1）教师对企业职工教育与培训、产品研发、技术改造与推广

等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2）教师能够熟悉轨道交通企业的项目设计、研发制造及流程

再造等方面的能力，能够独立承担相关项目的建设任务； 

（3）加强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步提升教学科研能力，促进

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3、校企双方确定流动站培养内容 

结合山东职业学院和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条件及

资源情况，双方共同制定实践项目。以实践项目作为培养载体，培

养内容会根据学校和企业的资源情况适当调整，以更好的适应轨道

交通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 

（1）轨道车辆客室车门的安装、调试与控制 

提供一套安装在客室车门安装平台上的客室车门。对照《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检修》课程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驾驶与操纵》课程



进行优化，实现客室车门部件组装，客室车门机械调试和客室车门

电气功能测试等多个功能。进站教师应熟练掌握客室车门的结构和

操作机构、各种技术参数的调整等技能，能够胜任客室车门的维修

工作。 

（2）轨道车辆智能检修机器人虚拟教学仿真系统 

轨道车辆智能检修机器人作为智慧轨道交通和全生命周期智能

运维的核心装备，十四五期间将广泛应用在各轨道车辆维修段厂，

车辆检修工将通过操控机器人完成对车辆的巡检。校企联合开发巡

检智能机器人虚拟仿真培训系统，在三维环境下，完成学校教学实

训任务，解决院校实训基地建设中车辆巡检机器人设备高成本投入

的问题。 

（3）轨道车辆的可视化电气逻辑教学实训装置开发 

以轨道交通整车设备、电路逻辑、气路逻辑为依据，以列车司

机台和电气柜为实物依托，采用数学逻辑运算和图形化方式构建一

套完整的可视化电气逻辑教学实训装置，使学员能够直观的对列车

控制、列车牵引/制动系统、车门、受电弓及高速断路器、空调系

统、照明、辅助电源、广播、列车自动控制（ATC）等系统结构、

控制原理、故障排除与分析学习。 

（4）基于混合现实(MR)的轨道交通全息教学应用 

基于混合现实 MR 技术，以轨道交通典型设备为实物载体，构

建一套“五位一体”的全息智能实训室（MR 智能头盔及信息化设备、

资源交互管理平台、教学资源、教学设计及环境文化设计），虚实融

合，将 MR 技术应用在轨道交通专业教学中，以趣味化、直观化的



方式模拟轨道交通专业检修工作场景，为学生营造身临其境的实训

空间。 

（5）轨道车辆整车检查与故障处理 

提供一套完整的轨道车辆电气逻辑图，对照《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检修》课程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驾驶与操纵》课程标准进行优

化，实现整车车体内外部检修及整备，电气及控制系统检查及排除

故障等多个功能，培养基于整车设备的车辆日常检查、电气测试和

故障处理能力。 

（6）动车组高级修资源建设 

以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高级修为研究对象，通过虚拟仿真技术，

在三维环境下还原动车组检修人员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过

程及工作标准，为企业实现动车组高级修模拟设计和对应的人才培

养提供教学资源。 

4、集体研讨教师实践流动站培养方案 

为提高制定教师实践流动站培养方案的质量，山东职业学院承

办了“教师实践流动站培养方案制定研讨会”。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在济南百花汀国际酒店顺利召开，会议由教师实践流动站秘书

处霍扬主持，我校祝瑞花副院长出席会议。 



 

图 1 研讨会全体合影 

20 多家学校与企业代表参加了研讨会，分别介绍了各自教师实

践流动站培养方案制定情况，并进行了充分研讨。 

 

图 2 研讨会现场 

我校城市轨道学院院长王绍军介绍了轨道交通技术教师实践流

动站的培养方案，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公司总经理助理

孙雪亮介绍了企业在流动站建设方面的资源优势，学校祝瑞花副院

长对流动站培养方案的制定进行具体指导，与会专家对教师实践流



动站培养方案展开了热烈讨论，进一步优化了轨道交通技术流动站

培养方案，为教师进站培养提供了保障。 

5、明确培养标准与培养时间 

制定进站教师的培养标准，使进站教师明确培养标准，更有针

对性的进行实践锻炼，培养标准随着培养内容的变化而不断更新。

符合条件的教师经过选拔进入实践流动站后培养时间为 6-12 个月，

根据参与不同的实践项目培养时间不同，培养过程包括现场技术学

习、学校理论提升、教学应用研究及项目开发等过程。 

四、成效与启示 

1、探索了“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  

经过校企共建轨道交通技术流动站，对教师实践流动站的培养

方案形成了统一意见，推动了教师实践流动站建设进度，明确了培

养目的、培养内容和培养标准，探索了双师型教师“校企交替、项目

载体、行动导向”的培养新模式，扩大了教师实践流动站项目的影响

力。轨道交通技术流动站培养方案已经入选教师实践流动站秘书处

遴选阶段，并进入了入围评审。 

2、提高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能力 

教师实践流动站的探索和实践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促进职业教育校企深度合作的重要制度设计，是完善职业教育教师

培养培训制度、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切实举措，促进职业

院校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具有积极

意义和实践价值。 

3、探索职业院校教师实践流动站运行机制 



通过试点教师实践流动站建设，明确了教师实践流动站的管理

程序筛选与申报、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内容、校企合作管理方式以及

管理考核的制度，为职业院校教师实践流动站的管理提供了示范参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