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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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整合资源 建设“教学产研”一体化实训基地
一、实施背景

2007 年 9 月,学校成立了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2011 年 10 月学

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确定了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学岗融通,学训

一体、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校企共同培养学生的机制，

建设了教学、生产双功能的实训基地，实行教学、生产相融合，学校

文化、企业文化相融合的实训机制，在劳动力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从

职业岗位，工作任务，工作过程、岗位能力及职业素质分析出发，确

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基于茶叶生产与加工制作工作过程的课程体

系。制定了多元化的学生评价模式，实现了职业综合素质为目标、全

面评价学生的评价机制。

之前学校培养茶叶应用型技能人才力量匮乏，实践经验不足，教

学设备跟不上科技革新的速度，实训基地建设力量不足，教师技术水

平跟不上现代信息化、数字化技术革新的速度，培养出来的人才与市

场需求出现层次脱节，种种问题困扰着当前专业的速度与质量发展。

二、预期目标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成为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且满足企业生

产、管理和服务需的第一线应用型人才，为了更好地提升专业教师知

识结构和技术水平，为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模式和

实训管理模式。2015 年，在广西教育厅财政的支持下，茶叶生产与

加工专业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学校群策群力制定目标，整合

原来所有实训场所和教学资源，构建茶叶专业群集合，建设实现“教

学产研一体化”实训基地。

三、实施过程

1.组成“生产技术制作与艺术设计”专业群集合

以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为核心，将技术领城相近、专业基础相近、

职业岗位相近的对应专业群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基础、文秘专业组

成为一个融通交汇的“生产技术制作与艺术设计”专业群集合，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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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才培养模式、丰富实训教学资源、优化专业师资队伍、提升学生

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优势作用。艺术设计与生产技术以各专业核心技

能训练为基础，对原实训资源进行重新整合，组建了 6个专项技能(六

堡茶传统工艺实训室、六堡茶陈列室、六堡茶茶艺室、六堡茶文化艺

术室、六堡茶电子商务实训室、六堡茶大师工作室)实训室和 2 个基

地(六堡茶茶园基地、六堡茶生产与加工实训基地),实现了专业群的

基地共建共享，提高了实训基地使用效率和训练效果。在实训资源与

实训基地的重构过程中、既注重群内各专业之间的衔接与配合，形成

专业群课程资源的合理利用，又注重发挥核心专业建设的引领与示范

作用。将核心专业的建设标准和管理过程中好的做法，推广到其他专

业的建设中，这将有利于本专业群集合在未来建设过程中把生产制作

与艺术设计的融合朝着应用型技术技能水平发展。

2.依托企业主体和校企之间新型的协作机制,实现校、企、学生之

间“三赢”

以我校的茶叶特色班为例, 这个班是我校和苍梧县金福六堡茶

有限公司合作办的 “订单班”,按双方合同约定,苍梧县金福六堡茶

有限公司为我校提供两年茶青和各种茶类的制作工艺技术，让我校顺

利完成梧州市职业学校技能比赛手工制茶项目的承办。我校专业教师

根据茶艺馆及茶厂的工作要求共同研发六堡茶新品种、创新工艺器具

及开发新教材,共同研究新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既可以

在学校学习理论和实操,又可以由金福六堡茶有限公司安排到他们关

联的茶厂及茶艺馆实习；并且,学生入学即签订就业协议,由金福六堡

茶有限公司负责把学生分配到相关岗位就业，为金福六堡茶有限公司

输入了高质量的人才，实现了校、企、生三赢。通过这种合作, 我校

的实习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连一些茶厂的师傅都说我们的设备比

他们厂里还好。

另外,我校和苍梧县金福六堡茶有限公司、苍梧六堡镇黑石山茶

厂 2家茶厂合作,共同投资在我校建立了六堡茶车间,整合了我校的

原有设备和 2 家茶厂投入的新设备,作为平时学生上课的实习车间,

苍梧县金福六堡茶有限公司、苍梧六堡镇黑石山茶厂有员工培训需求

时，由我校教师在基地为他们培训。并把苍梧县六堡镇黑石山茶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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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我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的校外实训基地,可根据需要安排学生

到该厂实习,实现了合作共赢。

3．打造优势——以市场化规则进行教学与实训

我校校内实训基地成立后,便以市场化的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

确保了我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学生教学与实训的功能, 更通过市

场的严格检验, 自身获得了快速的成长和发展, 赢得良好的市场口

碑。

四、教学模式

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以来，先后与梧州市天誉茶业

有限公司、广西梧州茂圣茶叶有限公司、广西苍梧业胜茶叶有限公司、

苍梧六堡镇黑石山茶厂等 11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合作共建共

发展。引企入校，进一步推行“企业生产任务进基地”的校企共建实

训基地模式。学校提供实训和生产场地以及部分设备，企业也引进一

些生产设备，提供生产实训岗位，生产任务和原材料，专业实训与企

业生产同步进行。基地建设按企业生产车间实际需要进行规划、布置，

做到真车间、真设备、真产品，推行“生产任务引领”的教学模式，

为学生实训提供了完全真实的企业生产环境，使学生体验实际生产与

加工制作全过程。形成了“任务引领、产训一体”的专业群人才培养

模式，这样学生提高了技能水平，积累了实训经验，为就业打好了基

础。

五、管理模式

实训基地管理中推行“项目工作室责任制”的模式，教师角色由

单纯的课程讲授和实训指导转为实训项目的负责人和企业生产的管

理人，教学过程就是项目实施过程，教学任务也是企业生产任务。教

师的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六、成效效果

1.师资水平得到提高

经过基地建设，学校教师教学水平、技能水平、管理水平、科研

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基地已拥有专业带头人 6人，培养骨干教师 10

人,双师型教师 12人,其中校内专业指导教师 15人，校外专业指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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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5人（专职 1 人,兼职 4 人），兼职教师教学课时占到总专业实训

课时的 50%。

教师在生产线培训

2.学生职业技能得到提高

在基地实训的学生对岗位有了充分认知，现场真实的学习内容，

亲自实践操作，让学生职业技能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学校声誉也稳步

得到提高。近三年，在梧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该专业学生获

奖 63个，在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手工制茶项目比赛获奖突破 11

个。国家级的比赛共获 7 个。毕业学生符合用人单位标准，深受欢迎，

社会声稳步提高，招生数量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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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表演茶艺

3.依托实训基地建设，校企共建研发中心

师生积极自主开展创新和研发，在入驻合作的三家企业(苍梧县

金福六堡茶有限公司、广西苍梧业胜茶叶有限公司、苍梧六堡镇黑石

山茶厂)积极配合下，在企业专家和专业教师的参与指导下，研发出

六堡茶新品种黄金叶和金丝六堡茶；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拓宽了

学生技能训练、技术创新的渠道；为学生自主创新发展搭建了平台。

专业学科带头人于春燕老师与苍梧县金福六堡茶有限公司董事长、广

西区级六堡茶非物质遗产传承人陈伯昌携手共同研发手工制作六堡

茶的七星灶，专利还在审核中。

茶叶机械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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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体会与思考

经过三年的茶叶生产与加工实训基地建设，实现了实训教学与企

业生产融合，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教学创新与产品研发相融合

的校企深度合作、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操技能水平，更熟悉了行业发

展动态，市场需求及客户心理，懂得了项目管理，经营策略和生产流

程，培养和提升了师生的创新意识，科研意识和创业意识，有利于专

业群规划与建设中教、学、产、研一体化的探素与与研究，实现职业

教育主动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办学目标。

基地在运行和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缺乏对企业的

激励机制，顶岗实习的时间与企业工作安排冲突，学生实习期间技能

难以综合发展。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基地运行和校企合作中需要进一步

解决，如何建立稳定的、长效的、深入的“教学产研”一体化基地，

以及深化校企合作模式，仍然需要不断探索，这样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2018 年 4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