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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室练“巧匠”“作业”直接进商场
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将企业技能大师引入课堂 牵头成立首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对标技能大赛
与行业标准教学

今年9月中旬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
能大赛上，来自北京某技工学校的一位
学生代表中国夺得了珠宝加工这个项目
的冠军，这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
金牌。这成为了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珠宝学院很多学生的目标与梦想。

“珠宝加工是一门关于美的艺术。
珠宝不仅是璀璨夺目的装饰品，更是凝
聚着历史、文化与情感的艺术载体。每
一次切割、打磨、镶嵌，都是我们与珠宝
之间的一场深度对话。我们可以通过珠
宝传达出自己对美的理解、对生活的感
悟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大三学生马静静
谈起自己的感受，她是2022年10月珠宝
学院成立时的第一届学生，如今已经拿
到了深圳诗普琳珠宝有限公司的实习机
会和许多企业的就业橄榄枝，并在校期
间就获得了第一届山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珠宝加工赛项）银牌，获评“山东省技术
能手”称号。

让每个学生真正学到技能，实现技能
成才梦想，这所年轻的学校和学院有着成
熟的规划与深入的实践。走进珠宝学院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珠宝鉴定实训室、
非遗技能实训室、珠宝质检实训室……包
括珠宝鉴定、金工工艺等17个校内实训基
地，一比一复刻了珠宝类专业在鉴定、设
计、生产、营销等整个企业生产流程，实现
了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项目与珠宝专业
课程融合，教学场景成为了真实的生产场
景。“看这台数控升降台高度精度可达
到±0.01mm，在琢磨过程中能确保材料
的最佳处理、最低损耗、最美切割比例。”

珠宝学院院长林斌介绍，学生在这
里可以对天然宝石、合成宝石进行切
割、圈形、粘杆、琢磨等工序，最终琢磨
成为标准刻面宝石，“我们的教学设备
及内容，完全按照技能大赛标准、企业
行业标准规范，并由校企双师指导，共
同对学生进行专业理论和技术技能的
学习，集科研、教学、培训、生产、技术研
发于一体。”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聚焦“双师型”
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技能竞赛体系，逐
步形成一批竞赛指导、赛事组织、技能
人才培养的规范制度，学校总结出一批
以竞赛带动技能人才培养的有效做法，
今年9 月，青岛市职业技能竞赛——宝
石检验员、宝石琢磨工、首饰设计师、平
面设计师等赛项也在青岛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举办。学生们在平日学习
中练就的扎实基本功，拿到赛场上“实
战”，助力职业技能提升，推动教育与产
业、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
的深度融合。

课堂学技术
“作业”走进商场

去年10月，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牵头成立首个国家级珠宝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填补了全国珠宝首饰行业

共同体的空白。共同体整合 21 个省市
自治区的67家相关院校、政府部门、科
研机构、行业组织和代表性企业资源，
汇集头部企业优势，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的科研创新和技术研发优势以及学
校的区位优势，为全国珠宝行业信息互
通、资源互享、成果互鉴提供了平台，为
行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共同体强化了珠宝学院校企合作的
纽带，林斌告诉记者，学院实施了校内在
职教师与企业工匠的双师培养模式，将
36家珠宝行业头部企业技能大师、能工
巧匠、非遗大师等引入校园，让企业工匠
走进学校课堂传授实战经验，并聘请共
同体重点高校优秀教师和珠宝首饰企业
能工巧匠、技能大师为学校兼职教师。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深刻的体验，
在学习螺钿工艺实践过程中，我感受到
了螺钿工艺的精细和复杂，这种对细节
的极致追求，让我对工匠们的精湛技艺
深感敬佩。”在非遗大师进校开展螺钿工
艺培训课后，学生冯冰说道。在技能大
师工作室2024年度师徒作品成果展中，
展出了来自大师与学生的各类琢磨成
品，以及丰富的琢型。

学校推行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四
方合作，与67家政府、学校、企业、行业
资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联动开展企业
见习实训、就业创业指导、专业证书培训
考评合作、技术合作攻关等活动，实现高

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企业与行业的
“同频共振”。“今年暑假我们走访了 21
家企业，发现企业的人才需求和岗位技
能变化都非常快，课程内容也要与时俱
进。”林斌介绍，今年学院针对企业需求，
对标三个专业引入数字化技术，首饰设
计与工艺专业引入数字化设计软件和
3D打印技术，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专业
则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则结合数字媒体和虚拟现
实技术，推动专业教学的现代化数字化
转型。

密切跟随企业需求与生产实际，学
生们在校内就能投入到真实的生产经
营环境中，还能承接企业生产服务订
单。“这款作品采用了黑金工艺、炫彩
面，然后贴金，需要非常精细的技巧。”
马静静展示了自己在学校的作品，“对
于这些企业的订单，我们做完以后，也
会学习和比较企业工匠们的作品，这样
很快就能找到自己和企业工匠的差距，
然后及时有针对性地改进，以便取得更
大的进步。”目前珠宝学院与36家企业
建立紧密校企合作关系，并与行业头部

企业合作开设10个冠名班，2023年获批
山东省职业教育邹汝用技能大师工作
室、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立项
青岛市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项目，为学生
学习行业前沿技能、高质量就业发展拓
宽了空间。

特色专业在
国际交流合作中提升

职业教育伴随企业“出海”，青岛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也充分利用上合区
位优势，打造紧密的珠宝国际交流网络，
让学生们在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中“吃
香”。

学校积极拓展与俄罗斯、韩国、日
本、加拿大等国家在珠宝首饰相关专业
的教育合作，联合巴基斯坦、白俄罗斯、
缅甸等上合组织国家专家，组成了具有
上合特色的珠宝专业师资队伍。加强与
上合组织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
作及人文交流，针对性地联合开展珠宝
首饰产业、经济、教育等方面研究，普及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珠宝矿石资源，
推动中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珠宝首
饰相关技能传播。将专业标准、课程标
准、数字化教学资源等随企出海，助力中
国珠宝品牌走向世界。

学校依托山东省珠宝产业优势，将
培养适应上合示范区经济发展需求的人
才作为目标，多元育人，促进人才培养与
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度结合。以就业导向
牵引专业建设，招生就业一体谋划，推行
岗位能力模块化教学改革，形成了具有
鲜明特色的育人机制。在新型现代学徒
制、订单培养、委托培养的模式下，专业
岗位技能培养前置，校企标准互通，深度
融合，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为
青年学生学习技能、投身技能、提升技能
搭建了广阔平台。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杨健

为培育壮大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近日，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青岛市第十七届职业技能大赛系列
赛项开幕式在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届大赛组织规模大、参赛人数多、参与范围广，为参赛选手汇聚展示
精湛技能、同台切磋技艺搭建了平台，也为校校、校企深度互动与合作搭建了桥梁。赛场上，记者看到，来自不同城市相
关专业的学生围绕现代化珠宝首饰加工、宝石琢磨，对专业知识、实操技能、职业素养等一一展示，令人大开眼界。对于
这一“珠光宝气”的行业，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何学技能？如何好就业？记者在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展开了实地
采访调查。

学生认真观察宝石表面和内
部特征来鉴别宝石。

学生用火漆固定宝石，
在磨盘上琢磨宝石。

学生直播销售实战演练。

学生正在金属坯胎上填充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