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项目建设方案

（一）坚持项目引领, 加强组织机制和制度

1、培训基地管理体制的建设

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思路，积极探索建立校

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把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建立健全校企共建职工培训

基地的关键，以互惠双赢的合作项目为驱动力，建立校企合作的职工

培训基地，争取行业企业注入资金、设备，共同扩大人才培养。按照

共享和共赢的基本原则建立管理机制，使基地可以进行规范化的管理,

保证其在标准的范围内运行。

2、建立培训基地的运行机制

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可以保证校企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高效和健

康。第一，建立有效的调节机制，在保证双方利益公平的基础上，进

行充分且必要的沟通来减少矛盾冲突发生的可能生，从整体上起到有

效维护的作用；第二，建立科学的约束机制,通过制定科学有效的运

行管理制度来对双方的行为举措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约束。

3、建立合理的培训基地制度体系

建立项目负责人制度，明确负责人的职责，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建设投资和预期目标。第一，需要建立合理的基地管理制度、按照国

家和省有关政策，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包括培训与评价工作规程、

考务实施流程与规范、财务管理制度、各岗位职责、培训质量评价反

馈、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从而保障培训工作科学化、标准化、规范



化。第二，建立合理的培训教师管理制度及激励制度，明确的规定其

日常的教学行为和培训内容，从而达到激发教师参与热情，多出成果，

提高培训效果的目的。第三，建立科学的培训学员管理制度，既可对

学员的人身安全进行保障,也让学员的行为更加的规范,从而保障培

训的正常开展。

（二）构建“工作过程为导向”的一体化培训课程体系

打破传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从岗位能力分析入手，参照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确定职业（工种）培养目标，按照职业（工种）与

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的要求，构建由“基本素质训练模块、岗位基本能力训练模块、岗位

综合能力训练模块”组成的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以就业为导向，

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人才培养方案，实现“课程体系与工作过程一致，

技能训练与岗位要求一致”，建立突出工学结合特色的课程标准，改

革教学内容、调整教学安排，建设优质核心课程；挖掘全科医学、中

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的核心要点，开发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特色课

程，重点发展“南粤家政”领域，在母婴、养老、医疗护理服务等对

接大健康产业的职业培训中结合区域行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培训

课程内容；建立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质量保障体系，采

用能力目标、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实现真实

工作情境下的教、学、做一体化，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着力培养

学员的动手操作能力，改革实训教学课程考核模式，使技能考核的比

重大于理论考核，并把技能考核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考核紧密结合起



来全面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增强学员职业能力的培养，加强教学过程

的开放性和职业性。

（三）加强培训设施设备建设,进一步优化高技能人才培训教学环

境

我校现有实训场所总面积 76682.53 平方米，实训设备总值约

5000 万元，药学实训大楼、护理实训大楼、中医实训中心、基础医

学实验中心、医技实训中心均已建成融教学、培训、技能考核和技术

创新转化功能于一体的校内实训基地。其中建有基础护理实训室、临

床护理实验室、急救护理实训室、多媒体示教室、计算机技术实训中

心、康复理疗室、美容、检验等技能实训中心，配备大型设备 2412

台（套），已建成数字化图书管理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服务体系，100

多间课室全部建成多媒体课室，可满足多样化、信息化教学需求。在

此基础上未来 2 年将按照企业标准营造培训环境以满足培训项目需

求，不断完善基地的场地环境、更新实训设备，以提升职工培训基地

整体建设，强化培训过程的实践性和职业性,为学员提供真实的岗位

技能和素养训练,满足规模化、系统化高技能人才培训需要。为更好

地对接“南粤家政”领域的职业培训项目，目前我校已建成可满足老

年照护培训需求的实训场所，为提高实施老年照护培训的质量，将进

一步完善现有老年生活护理实训室、护理技术实训室设施，新建老年

健康评估实训室、老年健康教育实训室、老年康复护理实训室、老年

模拟病房等，以更好地实施培训工作。

（四）创新培训方式,进一步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1、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育模式。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可以将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

要素高效融合，促进院校与行业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校企教学

资源共用、职业（工种）共建、师资力量共有、科技项目共创，使技

能人才培养方向和企业目标更一致，充分实现技能人才培养和产业用

人需求高度协同发展，确保技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更好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促进校企在师资培养、技术研发、技能评价等方面深度合

作，推动院校培训项目设置与产业和区域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

技能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实现技能人才共同培养。

2、实行互联网+职业培训的人才培育模式。一方面广泛利用云数

据、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在职业培训领域应用的优势，可以

实现职业培训与产业人才需求更精准匹配，提升培训质量，建立技能

人才队伍的大数据库，加快实施实名制登记管理，加快收集劳动者的

教育经历、技能水平、就业经历、就业发展目标、职业培训情况等数

据，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可以分析比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情况和

培训效果，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技术

和移动智能终端，开展“互联网+职业培训”的人才培育模式，突破

时间、空间、地城限制，共享职业培训资源，及时更新职业培训内容，

灵活安排培训时间，提高培训便利度和可及性，有效实现终身教育。

针对培训内容的特点，借助新科技手段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培训

的实效性，对于以操作性为主的技能培训，可以引入 AR、VR 等技术，

运用体验式、场景式等方式，开展技能培训。



3、开展多样化的培训模式，为不同劳动者提供灵活多样、分类

细化、富于个性的培训方案，实施按需培训，特别是加强对重点就业

创业群体的职业培训。一是针对企业在岗职工通过边学边做的方式，

开展企业职工线上适岗培训和在岗培训，让劳动者及时更新专业知

识、提高职业技能，实现人岗最佳匹配，促进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有效

转化成人力资本，推动企业效益增长。二是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贫

困劳动力理论水平薄弱、动手能力较强的特点，通过送教下乡和送教

上门等方式，开展理论和技能帮扶培训，提升其转移就业能力，如以

乡村振兴为目标，开展“乡村工匠”人才培养工程；以区域和行业为

核心，开展南粤家政等职业培训。三是针对高校毕业生群体通过“互

联网+职业培训"等方式，开展技能提升培训、技能研修、先进技术应

用等职业培训。四是针对企业职工或下岗职工通过实施就业再就业援

助计划，开展转岗转业培训或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提升其再就业能

力。利用职业培训教学资源库，职工可以线上完成全科医学、中医药

知识与技能培训的理论学习和巩固，对于“南粤家政”领域的母婴、

养老、医疗护理服务的理论学习和练习同样可以利用线上方式达到有

效巩固和及时评估学习效果。结合“理论学习+技能培训+岗位实践”

的培训模式，针对不同岗位的核心职业能力设计实践技能培训模块，

职工线下有针对性地提升职业核心技能，达到切实提升岗位技能的效

果。

(五）加强教师团队建设,提升一体化培训师资队伍水平

1、骨干教师的培养



需要对骨干教师进行有效的选拔,并选派到合作的行业企业中进

行深造锻炼;和企业员工一起参与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究以及推广等

工作中,还要参加集中培训和集中研讨等活动,这样才能使骨干教师

的知识结构得到不断的更新和优化,从而使骨干教师的能力更加突

出。

2、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

专任教师的重点是加强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兼职教师的重点在于

提升职业教学能力，因此需要对教师的工作环境和培训环境进行必要

的改善并采取有效的鼓励机制,让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都能得

到有效的提升,使其成为双师型人才。

3、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

对兼职教师库进行必要的更新，从合作的行业企业单位中选择一

些资历深、从业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来更新校外兼职教师库,有助于

专兼教师之间互相的学习和借鉴，企业和学校共同制定相关管理制度

来对兼职教师进行管理,使教师队伍更加的完善和科学。加大力度聘

请三甲医院或医养机构在护理、医疗养护、养老、全科医生及中医药

方面的卫生人才作为专家顾问和培训教师，将服务大健康产业一线的

职业技能带给职工，切实提高职业技能。

（六）形成区域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服务于企业与社会

1、进一步服务区域发展。根据学校办学优势和人才培养特色，

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需要，优化整合我院自身教学资

源，面向社会, 构建一种既能充分利用学院内部教育资源, 又能有效



利用企业资源的“工学结合”、“工学交替”等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并按照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机制, 与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建立示范性

培训基地, 发挥示范性培训基地功能, 完成企业培训等任务的同时,

实现校企紧密合作, 学校与企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最终结成

校企战略联盟, 从而积极为企业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 不断推进行

业技术进步。

2、基地建成后，能够面向社会开展技能培训、职业技能评价、

技术服务和技术研发，将长、短期培训能力提高到每年 5000 人日，

评价 1500 人次，为在岗人员、下岗职工的培训和评价提供有力保障，

有效实现培训学员就业或提升就业质量, 也可利用示范性实训基地

的地域优势和辐射功能, 积极为所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服务。

3、由于具备了充足的设备条件，可以满足学院师资培训和产教

融合的需要,在培训基地完成职工技能人才培养，促进职业技术教育

改革的深入开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我校建设服务大健康行业产业的

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在全科医生、中医药、护理、养老、医疗服务

卫生人才的职业培训上的先进经验，在管理运行、实训教学、职业技

能培训及评价、师资培训等多个方面的建设经验，可以为行业内兄弟

单位提供示范和参考价值，成为学院对外技术交流和社会服务的重要

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