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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茶叶生产
与加工专业及实训基地项目典型案例（1）

强强联手，传承六堡茶制作技艺

苍梧县中等专业学校

我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找准专业与企业的利益共同点，实现互惠

互利、合作共赢的目标，努力为当地经济服务。根据市场调研和专家论

证，通过“校企合作·强强联手·改进教学·拓宽渠道”模式，我校与

地方十一个企业合作，不断传承与创新六堡茶文化，提高学生的茶文化

素养，推动梧州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实施背景

1.发挥我校茶叶专业及基地在区域经济和地方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我县六堡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六堡茶民间手工制茶作坊和现代

工艺六堡茶企业的不断增加，市场急需熟练运用现代茶叶生产与加工及

六堡茶手工制作技艺的多方面技能型人才，但该类技能型人才匮乏。我

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紧密对接苍梧县六堡茶生产、加工、营销、茶文

化传承等产业链发展，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共建标准化茶园、茶叶加工

实训基地、六堡茶传统手工制茶实训室、六堡茶叶陈列室、茶艺实训室、

六堡茶文化室、六堡茶电子商务室、大师工作室等。充分利用学校实训

基地优势，培养大量技能型人才，满足企业对茶叶人才的需求。

2．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校企合作卓有成效

目前，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是我校的传统专业和龙头专业，2014 年

申报成为广西示范特色专业，现在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教师有 25人，在

校学生 348 人。是梧州市唯一获得六堡茶非物质遗产传承基地的茶叶类

专业。

二、主要目标

我校茶叶专业基地建设目标，建成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的茶叶专业

综合实训基地，通过深化茶叶生产技术专业中职三年制人才培养模式及

课程体系改革，建成一批核心课程及教学资源，有效提升专业教师的素

质及实践能力，打造一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建成六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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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基地与培训中心，提升服务县域农业产业化的能力，努力把本

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打造成县域职业教育改革示范性专业，建成教学、

生产、培训、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茶文化、传统工艺传承等多功能多

位一体的茶叶生产与加工示范实训基地，建成《中国茶文化——六堡茶

篇》、《六堡茶种植与制作技艺》和《六堡茶营销》3 门核心课程，使专

业内涵得到增强；打造一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学团队，培

养专业带头人 6 名，骨干教师 10 名，双师型教师 12名，有效提高教师

素质能力；建成茶叶生产与加工培训中心，面向社会开展培训及鉴定，

有效提升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

三、工作过程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成立了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深入当地六堡茶

叶企业、茶园基地和茶艺馆等企业开展调研。根据企业需求，确定专业

服务方向，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了“校中厂，厂中校”的人才

培养模式，全面修订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使其适应产业

转型升级及产业链的岗位需求，既能实现专业资源共建共享，又能体现

产业岗位细化的前瞻性。

2.产教融合、校企共赢

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共建标准化茶园、茶叶加工实训基地、六堡茶传

统手工制茶实训室、六堡茶叶陈列室、茶艺实训室、六堡茶文化室、六

堡茶电子商务室、大师工作室等，有效实施了无公害茶叶基地、茶叶加

工与质量管理、茶文化传播和茶叶市场营销与管理的就业方向；对接了

茶园工、初制工、评茶员、茶艺师、茶叶营销与管理的就业岗位。在学

校与企业之间发现和创造更多的人才利益平衡点和连接点，实现精准育

人，同时使产教融合不断深化、校企合作持续良好发展，最终让学生实

现毕业有保障，让学生和学生背后的家庭有获得感。

3.校内茶叶加工实训基地建设

学校购置黑茶加工生产机械和绿茶加工机械各 1 套，已建成一个基

地标准化、加工清洁化和产品无公害化茶叶加工实训基地，面积 450 平

方米，内设工作准备室、消毒室、原料堆放室、加工间、发酵间、成品

储藏室。加工实训基地可以满足我校教学科研、学生实训、学员培训、



3

茶叶加工等要求；以六堡茶品牌为依托，加工中高档的绿茶和黑茶，研

发六堡茶新品种，主要有黄金叶、金丝六堡茶,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六

堡茶产业标准化、集约化、品牌化、效益化发展。

4.打造“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

建立了“专业带头人”培养选拔机制，以专业带头人于春燕、孔珊

珊、李佳艳、黎琼英、张瑜纯等教师引领，专业组中梁祥、关启合等 6

名教师为茶叶专业骨干教师，建设一支高水平、专业优势互补的专业带

头人和骨干教师队伍，培养于春燕作为茶叶专业广西区内行业内领军人。

通过培养、引进、外聘等多种方式，使每名骨干教师能主讲 2 门以上专

业课程（其中 1 门为专业核心课程）、帮带 1 名以上青年教师成长，建设

了一支在专业建设中发挥中坚作用、满足教学需要、相对稳定、资源共

享的专业骨干教师队伍。

在专业建设委员会的指导下，建立了校企共建教师队伍机制，将深

度合作的 3 家校外实训基地企业技能专家组合在一起，成为茶叶生产与

加工专业的相对稳定、及时更新的兼职教师库。

5.构建专业发展机制

按照“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要求，建立

了校企常态沟通机制；加强与茶叶企业深度合作，构建校、行、企等合

作办学、合作培养、合作发展的专业共建机制。在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成立了茶叶研究开发工作室，定期到茶艺馆、

茶叶企业进行调研，同时为专业教学提供茶叶专业的职业岗位新技术、

新设备、新流程、新技能要求等信息服务；定期召开专业建设委员专业

建设研讨会，完善专业共建、教师企业实践、顶岗实习管理、实习责任

保险等校企合作制度。校企共同完善了以学生满意率、家长满意率、企

业满意率、学生动手能力合格率为核心指标，学生专业技能合格率、双

证合格率为考察内容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以学生作品为载体，

以职业知识、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为评价核心，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相

结合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建立顶岗实习跟踪监控机制，校企共同实施

顶岗实习质量管理；建立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机制，校企共同推进示范

性特色专业建设。

四、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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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保障

为了保障校企合作的有效运行，学校成立了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

制定了一系列校企合作管理制度，与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书，组建

了由学校、企业人员共同组成的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校企合作工作组，

定期召开会议，及时协调解决校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校企合

作项目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2.制度保障

学校为了保证校企合作有效运行，制定了《学生工学结合成绩考核

评定办法》《校企合作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学校以确保人才培养质

量、保证企业用人优选权、为企业提供培训、技术等方面为支持重点；

企业以保证学生工学交替实训、师傅指导为重点,保证常态化接待学生工

学交替实训。

五、主要成果

我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基地在 2014 年被评为“广西示范性专业”，

该专业学生自 2015 年开始参加梧州市职业技能大赛六堡茶项目，连续三

年包揽创新茶艺、手工制茶和茶叶审评大赛一、二、三等奖，当年我校

代表梧州市参加了广西教育厅举行的手工制茶技能大赛，获二等奖 2名、

三等奖 9名。2015 年在全国茶叶技能展示大赛中，取得一等奖 1 名；二

等奖 2 名；三等奖 2 名的好成绩。2016 年 8 月建成茶叶研发中心，由六

堡茶非遗传承人陈伯昌和学科带头人于春燕共同研发出专门制作六堡茶

的七星灶，开发六堡茶新品种黄金叶、金丝六堡茶等品种，受到了行业

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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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大赛奖

东盟博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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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该专业学生代表广西地区参加在南宁举行的“全国职业院校学

生技术技能创新成果交流赛”，荣获一、二、三等奖。

六堡茶手工制作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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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体会与思考

在校内必须分层次建设专业实训室及实训基地，首先要保证专业中

重点专业主干课程的实验、实训室的建设，每个主干课程至少 1 个实训

室，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专业群实验、实训中心。在校外根据本区域的

情况，采取分散与集中的形式逐步建立茶叶实训基地，可以进行校企、

校院、校校合作，这项工作既对校内的补充，又是难点。

以“能力本位”作为主导，广泛吸收多种课程的长处，结合社会、

企业、职业、学生等因素的动态影响，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行业)对应

用型人才的要求为主要方向。以企业(行业)岗位应具备的综合能力作为

配置课程和界定课程的依据，摆脱“学科本位”的课程思想，按能力需

求精简课程内容。课程体系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能力训练为轴心，淡

化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界限，重新整合课程。

还有积极探索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通过近

三年时间的建设，校企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校内实训基地满足了理实

一体教学需要；校外实训基地满足了学生顶岗实习需要；校企合作交流

渠道更加畅通；毕业生就业质量进一步提高。以后还需通过成立专门的

茶叶委员会，科学系统地完善现有的六堡茶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