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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岗位群从劳动密集

型向技术密集型、复合创新型迅速演变，对高职人才培养要

求不断“上移”。针对民办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和校企合作

中普遍存在的“短板”问题，对接智能建造产业新需求，以

培养学生具备高质量就业能力为目标，确立了培养产业急需

的基层技术骨干的人才培养规格，建立大集团企业产业资源

最大化深度全程参与人才培养的运行机制。

针对民办高职人才培养普遍存在规格偏低、产教脱节、

企业难以发挥主体作用等现实问题，成果在人才目标定位、

专业岗位职务胜任力培养、产教深度融合机制建设方面进行

了系统性改革和突破性创新。教学改革思路如下：

三、成果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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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特色

(一)提出了培养基层技术骨干的“三段递进”人才目标

规格，解决了高职人才培养定位普遍缺失高度的问题

1.聚焦智能建造产业需求“上移”确定人才培养定位

发挥碧桂园集团校企共同办学理事会引领决策作用，对

接碧桂园集团的“一条龙”全场景产业链模式，聚焦智能建

造、建筑装饰施工等企业基层技术骨干工作岗位，引入企业

基层技术骨干/管理职务岗位能力标准，将人才培养规格从

企业宽泛的专业岗位群精调上移至基层技术骨干岗位。如建

工专业由“施工员”到“施工主管”，工程造价专业由“造

价员”到“造价主管”等。既满足了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的新需求，又与中职、职业本科差异化定位。

2.对标产业基层技术骨干打造“三段递进”培养目标体

系

遵循高职学生成长规律，对标企业基层技术主管等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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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务能力要求，分析其应具备的业务知识、核心技术技

能、创新能力、领导意识等能力特征，将智能建造类专业培

养目标细分为 16 个技术主管岗位职务，按照岗位职务分层

级设定培养目标，校企共同设计并建成了“岗位群专业基础

能力-单一岗位（员级）能力-单一岗位（主管级）能力”三

段递进的智能建造专业大类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从源头上解

决专业知识、能力和职业品质的有机契合和相互支撑。

(二)创新了“企业主导、三段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和

实施路径，解决产教脱节对学生岗位胜任力培养不够的难点

问题

图 3 “企业主导、三段递进”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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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焦岗位，创新三段递进人才培养模式

移植黄埔军校“在战争实践中培养军事干部”的教育

理念，结合学校创办人、企业家碧桂园集团主席杨国强先生

所提的“教学要创新，要将优秀的学生组成施工队长班、房

地产营销经理班，放到工地、放到工程项目实践中去，一边

工作一边培养”职教新思维，围绕智能建造产业基层技术骨

干人才三级培养目标，按“3+1+2”学期，实施校企共育“厚

德筑基-分岗专修-实岗综训”三段递进的人才培养改革。其

中：

第 1 段(1、2、3 学期) 厚德筑基。将碧桂园企业文化、

员工职业素养引入思政教学、企业认知，厚植学生思想品德、

职业品行和家国情怀；专业平台课程融入智能建造发展新技

术，依据专业岗位群对技术技能的需求变化整合课程内容，

培养学生专业岗位群基础能力。

第 2 段(第 4 学期)分岗专修。根据企业岗位分岗设课，

专门培养学生完成单一岗位的专业综合能力。每个专业设

2-3 个不同岗位(如测量岗、造价岗、施工岗)，供学生个性

化选择。每个分流岗位小班实施项目式教学和岗位强化专项

技能训练，深化单一岗位的专业知识应用、强化专项能力，

使学生熟练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具备了胜任“员级”岗位如

施工员、造价员等工作能力。

第 3 段(第 5、6 学期)实岗综训。实施专业岗位职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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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企业实践教学。融合碧桂园员工培训系统，学生安排在集

团旗下各企业技术骨干岗位如施工主管、造价主管等，通过

“1 对 1 或 1 对 2”的企业导师指导，“真刀实枪” 实践学

习。设立了“企业教室”，以集中授课方式解析共性问题、

以企业真实生产问题确定毕业设计选题、由企业主导实践考

核，解决了产教脱节、应届毕业生岗位职务胜任力弱的问题。

学生一毕业即可直接竞聘碧桂园集团企业基层管理干部、技

术主管等岗位职务。

2.校企协同，围绕岗位能力开发教学标准

与碧桂园集团旗下广东腾越建筑等 50 余家企业合作，

引入碧桂园集团企业基层技术骨干岗位职务能力任职标准，

融入智能建造产业注册工程师执业标准、“1+X”证书高级水

平等级能力标准、碧桂园“对人好、对社会好”的企业文化

和现代工匠精神，校企共同开发了专业岗位职务能力标准 8

部，配套建设了专业教学标准、岗位职务能力企业实践教学

标准等，解决了人才培养 “施工基准”、操作尺度和质量衡

量问题。

3.分岗设课，引入企业项目重构课程体系

第 1 段，开设“公共基础课+专业岗位群平台课”。重构

课程体系，将多门传统专业技术基础课程改造整合为专业岗

位群平台课，在专业技术平台课融入智能机器人建造技术、

BIM 技术、智能建造成本管理等新知识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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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针对单一（员级）岗位开设知识深化和技能

强化课程。一是针对专业的每个单一分流岗位，优选碧桂

园集团智能建造企业广联达等公司工程项目，校企共同开发

知识深化和技能强化课程包共 16 个，包括岗证课赛产一体

化、综合技能强化训练、岗位班组管理等。每个课程包含岗

位强化专题项目 5-8 个。

第 3 段，针对单一（主管级）岗位职务开设岗位职务

能力提升课程和毕业设计。围绕智能建造施工技术主管等

岗位，联手企业导师开发“岗位职务能力提升课程”，涵盖

了培养技术主管应具备的综合实践训练课程、解析共性问题

专题案例、专业拓展课程等。同步，毕业设计选题也源自解

决企业实际生产中的管理、技术问题。

通过课程改革，校企共同编写了 47 本紧密对接岗位的

校本教材。利用企业真实项目开发了 72 门项目式岗位强化

训练课和技术骨干岗位职务能力提升课。

4.工学交替，汇聚企业导师实施校企共育

在第 1、2 阶段，利用企业在建工程项目、校内生产性

教学基地实行工学交替和“教学做一体化”教学。与碧桂园

旗下公司共建 148 多个校内外实训基地，汇聚了碧桂园集团

230 余名高管和业务骨干担任企业导师，组建“混编式”双

师团队，使工学交替得以无障碍实施。如智能建造专业腾越

公司等 10 余个企业的在建工程项目设立了“工地课堂”，可

根据教学进度实时灵活安排施工现场教学和实操训练，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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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导师主导专项训练；工程造价专业通过共建产学研用创赛

一体化平台、大师工作室的生产项目，推行项目化教学。

在第 3 阶段，校企共同实施针对技术骨干岗位职务能力

提升培养的实践教学。学生进入企业，安排技术骨干岗位见

习职务，全程实施“校内教师+企业导师”双导师指导、“学

校+企业”双制度管理，企业导师以工作前讲解要求、工作

中检查指导、工作后总结评析等方式进行全程指导和考核评

价。同步，每两个月安排 3-5 天集中教学，将实践共性问题

转换为岗位职务能力提升集中授课内容模块，确保企业实践

教学的质量把控。

图 4 第 3段企业岗位职务能力培养实践教学流程图

5.思政先行，厚植家国情怀铸就职业品质

源于学院为社会培养“会做人、会做事”高素质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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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初衷，实施全学程全方位“大思政教育统领、社会名家

引导、校企共育”。一是新生入校即进行“创办人-书记-院

长”三个思政第一课，组织“碧桂园集团-黄埔军校-廉政教

育基地-企业”认知教育，融合碧桂园企业文化，端正价值

观，启蒙人文职业素养，培育现代工匠精神；二是针对贫困

学子的心理特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深植“反哺家庭、感恩

社会”的思想品质；三是创新军体融合，打造“铁军连”“国

旗护卫队”，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队协作和追求卓越的职

业品格；四是开设师生互动坊、企业精英进校园、社会名家

讲坛等，全体学生通过参与社团活动、技能比赛，培养创新

创业能力。

(三)构建了“大集团高层决策-企业高管推动-校企共

同落实”的产教融合运行机制，解决了产教融合浅表化的问

题

图 5 产教深度融合体制机制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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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层决策制度创新，构建产教深度融合运行机制

以大企业集团决策层主动作为为突破口，集团层面出台

制度文件，对旗下公司施以制度化推行和考核，构建了“集

团领导重视-高管直接推动-校企共同落实”的产教深度融合

的运行机制。通过碧桂园集团自上而下建章立制，由集团总

裁亲自签发，出台了《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共育”人才培

养工作实施办法》等 10 个管理制度，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

施细则立章建制，覆盖专业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师资建设、

协同育人和高质量就业各方面，明确集团、学校以及集团各

子公司参与人才培养层级责任清单，极大激发了企业参与人

才培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形成了集团高层权威决策、集团

层面出台制度文件、旗下企业“一把手”推动落实、企业高

管对接执行的校企共育产教深度融合格局。

2.健全机构层级推进，落实校企资源融合共享

一是由集团高层和旗下企业高管领军组建碧桂园集团

校企共同办学理事会，实质性全面统筹、协调运作，压实集

团旗下各企业“一把手”作为责任人主导落实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中的资源融合和共享任务，企业全力、无条件协作配

合，将碧桂园集团丰富的人、财、物产业资源、职业教育应

用场景和企业真实工程案例，源源不断的融入到学校人才培

养全过程，实现了校企在知识、技术、工艺、设备、师资和

课程资源等方面的全链条、全方位无缝对接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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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细化标准规范实施，规范引导做实校企共育

在校企共育人才中突出了企业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利

用碧桂园集团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汇聚了集团下属各公司

的高管、技术专家组建了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校企共同

开发专业教学标准、编制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岗位分流项目

化教学，以企业导师为主导开展学生企业在岗实践教学指导

和毕业实习考核评价。这些举措，实现了校企共育人才的良

性联动和适配契合，解决了产教脱节校企共育不落地的“痼

疾”。

三、建设成效

(一)育人成效

成果应用到全校所有专业，79.6%毕业生在世界500强企

业就业，贫困学子中99%成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阻断了家

庭贫困代际传递。习总书记考察英德连樟村扶贫工作时与学

院优秀毕业生许俊煌同学亲切握手。

2020-2022年学生在省级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率100%，

同类院校全省第一。2020届毕业生首岗月薪超万元比例5.9%

，初次就业率、用人单位满意率、平均岗位月薪名列全省第

一，专业对口率、受聘基层技术主管岗位比例分别为93.6%

和84.6%，比建设期前毕业生分别提升9.8和22.9个百分点；

毕业三年内7%的晋升为经理级干部。教育部”阳光高考“院



11

校满意度排行榜连续两年全省第一。

(二)推广辐射

在“海峡两岸粤台高教论坛”“全国智能建造产业联盟

”“广东省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等主旨发言28次，受益

6000余人次。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等56所院校来校专题学习。

成果在中国教育报（理论周刊）等报刊发表，并作为范

例录选国家标准《职业教育扶贫项目运营管理规范》、广东

省高职教育质量年报、全国教育扶贫典型案例；获广东当代

民办学校突出贡献奖、全国职教扶贫先进单位等荣誉。

由于在扶贫方面贡献突出，学院创办人杨国强先生先后

获得“中国消除贫困奖创新奖” “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和“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

(三)社会反响

汪洋同志在首届毕业生工作汇报上批示“以学院为标本

、总结经验、做好推广”；陈竺等国家省市领导20多次来校

考察并充分肯定了人才培养成效；香港职业训练局等来校交

流；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60多家主流媒体公开报道300

多次。凤凰卫视、央广网等媒体评价“碧桂园职院依托集团

的产业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把教育教学和产业生产过程融

合起来，实施校企共育人才的办学模式，在人才质量提升的

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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