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兰州轨道班）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总结报告（2021 年） 

2021 年，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紧密围绕《2019 年湖南省现

代学徒制项目工作任务书》，全面完成了 2019 年工作计划要点，具

体如下： 

健全了校企现代学徒制保障机制优化了校企合作机制，在学校教

学评价方面，构建了新型体系；健全了校企联动机制协同培养机制，

建立了一支“能线上还能线下”业务精湛的专业教学团队；完善了校

企联合培养成本分担制度，明确了公司在“准职工”培养方面所承担

的成本。健全了校企实训基地共建共用共享机制，在校方实验实训室

建设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技术指导，帮扶校方进行“1+X”项目试点。 

一、任务完成情况 

1. 创新了教学评价，构建了新型评价体系。 

构建了“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技能为核心，以学生综合素质为

主线”的新型学生评价模式。学校、企业和职业技能机构多方参与该

评价体系，实现了“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的顺利过渡

具体采用了“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技能大赛”三种不同做

法。 

2. 健全了校企联动机制。 

受疫情影响，2021 年伊始，部分理论课程在采用“线上”教学

模式进行，校企双方携手建立了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公司率先作为，

将疫情对教学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目前在线课程已经涵盖《2019 级城

市轨道交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兰州轨道班>》的所有专业课程，公

司将兰州市轨道交通公司在用的设备、系统技术资料，包含行车设备



技术信息，标准化的生产维护技术标准等全部提供给校方，公司和学

校共同研究教学策略，实施精准的 2019级兰州轨道班“兰州地铁化”

培养。 

3.优化了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 

继续健全了“双导师”的遴选、使用和考核相关制度，形成校企

互聘共用的管理机制，明确了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的职责和待遇，以

“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平台，校企双方联合技术开发，建立了“智慧

职教”等线上教学平台，优化了《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遴选办法》、

《现代学徒制“双导师”管理制度》、《校企师资互聘与考核制度》。 

4.继续实施了“全方位、立体化”校企共同管理制度。 

公司完全认可学校实施《“半军事化”管理制度》，要求校方在

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全面实施“半军事化”管理；继续优化了现代学徒

制教学管理制度，校企共同优化了《现代学徒制学生培养工作条例》、

《现代学徒制顶岗实习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实施方案》、《现代学徒制“双班主任”管理办法》。 

二、工作成效及创新点 

（一）工作成效 

1.创新了教学评价机制，提升教学质量。  

学生在校文化基础、专业理论和实操基础学习由校企双方共同参

与人才培养。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核心课程由校内教师

主讲，企业文化和 1-2门专业核心课程由企业教师主讲。让学生在校

学习就感受到企业文化，有利于学生上岗就业。在校推行城市轨道交

通通信信号专业推行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开

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根据课程标准开展终结性评价，专业

核心课程通常包含专业课程综合实训，所以该类课程考核内容包括实



践操作和理论考试；学校鼓励学生参与国家、省、市和行业组织的技

能大赛，制定了《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大赛考核办法》。  

2. 采用了“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推动协同育人。 

公司支持学校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以此降低疫情对试点班

教学的影响，同时公司也极力鼓励通信信号专业技师、工程师等开展

线上教学，在此期间，企业老师与学校教师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从

教育教学、课程开发、实践技能、科研能力、信息技术应用都有相应

提高。 

已经开设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基础设备维护》、《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安全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系统维护》等 12 门专

业课程的线上教学资源。公司主持了 4门，分别是《城市轨道交通信

号业务管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集中监测技术》、《轨道交通概

论》和《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电源系统维护》。学校主持的《城市轨道

交通自动控制系统维护》被立项为校级精品在线课程。 

（二）创新之处 

1、将“1+X”试点与本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紧密结合。 

积极响应教育部倡导的高职院校“1+X”证书试点工作，公司支

持学校在校开展“轨道交通控制自动控制系统装备运营维护职业技能

等级标准”证书试点，公司持续优化“信号工”、“通信工”岗位技

能要求，紧密结合 X证书技能要点，倡导学生在校多考 X技能等级证

书。 

2.将“公司文化”融入课程思政，实施文化育人。 

目前实施的湖南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不仅是兰州轨道班学生在学

校高质量学习业务技能的“质量工程”，更是有效地实施了“公司文

化育人”的新平台，试点班级认可企业文化，践行企业文化，是公司



未来人才战略得以保障的基础。借学校实施“课程思政”的东风，将

企业文化植入试点班级学生理念中，这一做法是公司的首创，也是学

校的首创。 

三、资金到位和执行情况 

2021 年受疫情影响，学徒制试点产生费用总额为 1 万元，其中

学院用于课程开发、教学资源建设、企业兼职教师聘任上课、下企业

挂职锻炼教师差旅与津补贴、学生部分交通费等 0.5万元；校企用于

共同开发的职业培训、企业生产实际案例资源，现代学徒制班专用教

室布置等其他费用 0.5万元。 

目前，学徒制试点已经累计产生费用总额 17 万元，实际产生费

用在预算内。 

四、存在的问题 

1、针对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缺少参照标准，试点之路在企业与学校联合探索的情况下前行。 

2、严重缺少“懂业务且擅长教学”的企业方老师，公司已运营

为主要生产项目，很少有擅长教学技巧的培训老师。 

五、改进措施及建议 

1、加强公司与学校的联动，在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关键点上

校企建设 2-3项试点标准，如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现代学

徒制试点实训基地建设标准。 

2、加强公司与学校的交流，在学校开办公司职工技能大师工作

室，企业教师办公室等，学习学校先进的教学方式，提升公司职工培

训、现代学徒制试点教师教学水平。 

六、下一阶段工作计划 

1、明确试点班级学生入职考核要点。 



已经完成的近两学年现代学徒制试点，学生的职业态度、专业技

能、企业文化认同等方面已达到企业基本需求。马上进入第三学年，

学生以“准员工”身份分别在学校与企业进行岗前资格性培训，即可

上岗作业，缩短毕业后的上岗时间，同时降低企业人力培养成本。 

2、抓好试点班级学生入职考证工作。 

依托学校的“1+X”试点项目，有效地推荐 X 证书考证进程，将

岗位核心技能与 X技术的考核技能紧密对接起来，同时，公司将现代

学徒制试点成果推广，鼓励在职员工考取 X证书。 

3、总结现代学徒制试点成果，做好验收准备。 

2022 年将是本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验收之年，在继续深入推

进试点进程的同时，公司将联合学校做好验收的各项材料，推广验收

成果，将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作为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项

目在公司内进行推广，鼓励其他专业主持或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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