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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模具专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制鞋技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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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温州地区经济特点和制鞋企业聚集的产业环境，分析浙江工贸模具专业概况和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

优势，探讨如何利用制鞋技术优势打造模具专业技术特色的方法，并提出相应的教育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且对教学

方法以及实现未来发展目标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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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是机械工业的基础产品，模具工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产业。模具产品作为现代大批大量工业

产品生产的高效工艺装备，广泛应用于家电、汽车

等许多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大批

大量工业产品生产中，在经济改革开放的 30多年

间，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

提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1986年中国

模具工业协会向国务院有关部委提出影响意义深远

的振兴我国模具工业的报告[1]，促使国务院在 1989
年发布不仅促动了我国模具工业迅速发展壮大，同

时也带动高等工程教育中的模具技术人才教育培

养，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高职模具技术人才教育培

养事业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产生高职模具专业

技术教育培养目标、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同构

化，无法凸显模具产品的高效工艺装备功能在各种

不同产品行业的应用技术特点，也无法凸显模具技

术人才在不同产品行业中的产业政策中，将模具列

为技术改造序列的第一位和重点支持生产产品序列

的第二位[2]，从此的技术特色，从而无法充分发挥

高职模具专业对于不断提高各行各业模具从业人员

技术技能水平的职业教育效能。对此，不少高职院

校的模具专业都在不断地探讨和实践解决方法，其

中一个主题便是如何把模具专业教学内容与区域经

济和产业特色相结合[3-6]。本文籍用浙江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文中简称浙江工贸）模具专业现状和未来

发展为对象，并针对该院制鞋（鞋类设计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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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优势，结合温州地区经济特点和制鞋企业聚集

的产业环境，对打造高职模具专业技术特色研究论

述如下。

一、浙江工贸模具专业概况

由于模具产品在各行各业大批大量工业产品生

产中广泛应用，大凡机械类高职院校或专业，通常

都设有模具专业或相关课程，其数量尤其在长三

角、珠三角的江浙、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区高度聚

集，并形成了浙江黄岩、江苏昆山和广东揭阳等以

模具产业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就浙江省而言，目前

模具专业约20个左右，表1是其中受到国家/中央财

政支持或被省市命名的特色专业概况。另有金华职

业技术学院为全国模具专业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单位，自然也会在同行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浙江工贸地处温州，毗连模具之乡黄岩-路

桥，因应模具工业人才需求，该院2001年始建“模

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历经十余年建设与发展，现

为温州市特色专业，立足温州面向浙江全省乃至全

国为模具工业教育培养设计制造人才，被温州市授

名模具示范实训基地。现具有 6台加工中心、6台

数控铣、15台数控车、4台精雕机组成了模具零件

数控加工实训平台。另有 10台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6台电火花成型机床支撑模具电加工实训平台。同

时还分别设置一个容纳 60人上机的模具CAD/CAM
实训中心，一个容纳60人上机的三维模具设计实训

室。因此对于模具加工制造技术和数字化设计制造

技术具有相当实力。

但该专业在模具设计方面属于短板，最显著的

弱点是仿照全国大多数模具专业的技术教育培养目

标、人才模式和教学内容，取用塑料模具和冲压模

具为核心专业技术，教育培养与众多高职模具专业

类似的技术技能同构化的模具专业人才，由是“我

能人亦能、人能我非也能”。虽为温州市特色专

业，却没有为温州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特色技术，

对教学内容改革及新技术研发等方面缺乏动力。因

此毕业生多在普通岗位工作，缺少取得显著成就的

校友和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将表 1所列院校模具专业对比，虽然大

多都是2000年前后在高职模具教育培养蓬勃发展中

兴起的新生力量，但浙江工贸模具专业所获财政支

持和政府支持明显不足，因此社会影响力和专业竞

争力相对薄弱。虽然说学校或专业的影响力主要在

于人文精神沉淀、校园文化和技术文化积累的深厚

性，但外部财政支持和政府支持对于新兴院校和专

业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缺少这些因素，很难筑巢

引凤，很难吸引高端人才，从而约束内涵发展。故

而今后一段时期，浙江工贸模具专业需要在自我努

力的基础上，尽量多地争取外部财政支持和政府支

持，以解决教师队伍建设和相应的教育教学等专业

内涵发展，尤其要着力建设凸显本专业教学功力的

特色教材、特色课程，以及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

特别为温州地区制造业发展助力的特色技术能力。

二、制鞋技术与浙江工贸制鞋专业优势

浙江温州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之

一，改革开放不久便在国内凸显出制鞋产业特色，

制鞋企业高度聚集，据温州商报报道，2014年温州

表1 浙江省国家/中央财政支持及省市命名的特色专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模具专业隶属院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概况

国家财政支持现代模具实训基地、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先进制造技术促进与服务基地

省特色专业，中央财政支持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项目

国家重点专业

浙江省首批重点专业，杭州市模具制造技术重点学科，杭州市模具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省级特色专业

浙江省高职高专特色专业

中央财政支持专业、中国模具高级人才培训基地、台州市模具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台州
市优势专业、台州市高精模具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国家重点专业

浙江省高职高专特色专业

浙江省特色专业

温州市特色专业、温州市模具示范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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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鞋企业多达3 647 家[7]。鞋类产品以鞋帮和鞋底为

两大基体加工生产，其技术内容与生产流程如图 1
所示。其中，鞋帮制作主要是针工，而鞋底则大多

采用塑胶类材料成型，常用鞋底材料有 PVC、
TPR、PU、EVA等，包涵热塑性和热固性两类不同

材料性质，并且还会涉及多色成型、多组分成型、

发泡成型等不同工艺技术方法，不可或缺地依赖于

塑胶模具支撑，且此类模具特有模壁纹路精巧细密

之特点，因此制鞋模具产品凸显精雕加工、电加工

和激光加工技术水平。

鞋类产品是人民大众须臾不离的行走用品，同

时也是时尚消费产品和可以定制的个性化高档产

品，具有面向大众的大批大量生产、面向某些群体

的小批生产，以及面向个人的单件定制等不同加工

生产模式，且对产品造型有着千变万化的市场需

求，对设计概念、设计水准、应市速度和市场营销

等也都具有很高的要求。浙江工贸立足的温州地区

民营经济发达，制鞋企业密集、产业集中，在国内

较早地设置“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且已被命名

为国家精品专业，同时还被浙江省授予重点专业、

优势专业和示范专业等称号。开设有《鞋类美术基

础》、《鞋服效果图技法》、《鞋类结构设计》、《鞋类

造型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鞋类生产工

艺》、《鞋材与检测》、《鞋类专业英语》、《鞋款速写

技法》、《鞋类品牌文化》、《服饰搭配》等课程。但

从这些课程可见该专业总体教学着重于产品设计和

整鞋结构，其生产工艺教学内容着重于制帮、夹

帮、擦胶、贴底、整理和喷光等，对于整鞋基体之

一的鞋底成型及其所用模具则少涉及，故其“产

品-工艺”设计制造的一体化技术存在模具设计制

造之瓶颈。恰此瓶颈，正可为同处一校的模具专业

打造技术特色提供其切口。模具专业由此切入制鞋

技术，利用其人才培养功能，既可从制鞋工艺装备

方面分别加厚和强化温州制鞋产业的基础实力和温

州鞋类产品对于市场开发和市场需求的柔性、敏捷

响应，同时也是振兴发展浙江工贸模具专业和进一

步完善和强化浙江工贸制鞋专业优势的重要举措。

三、以塑胶成型为主线契合模具制造与
制鞋技术

从产业性质来讲，前已述及模具是现代大批大

量工业产品生产的高效工艺装备和机械工业的基础

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电、汽车等许多与国民经济和

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大批大量工业产品生产

中。鞋类产品是人民大众须臾不离的行走用品，其

基体之一的鞋底生产不可或缺塑胶成型技术，因此

塑胶成型模具设计制造必然是制鞋产业的基础技术。

从生产技术来讲，模具是塑胶成型生产三大物

质要素之一，与塑胶原材料（成型物料）和成型设

备共同组成塑胶制件生产系统，如图 2所示。图示

成型工艺对于生产三要素的连接，指生产技术对于

生产要素组合的规定，亦即通常所说的技术方法和

经验知识的规律性有机组合，具体表现为成型过程

规定的各种技术参数和操作方法，制造信息为传统

意义上的制造技术要求。

因此以塑胶成型生产为主线，也就自然地把国

民经济基础产业之一的模具工业，与人民大众生活

须臾不离的轻工制鞋技术契合为一体。从而可以籍

用日益发展提高的现代模具设计制造技术，不断地

促进制鞋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发展。同时鞋类产品应

市要求反过来推动模具设计制造必须随时能够对鞋

类市场需求做出柔性和敏捷反应，而且制鞋生产也

会要求面向鞋模精巧细密的雕刻加工技术不断创新

和发展。更进一步讲，各种鞋类产品样式的不断研

发及其款式的千变万化，必然还会对鞋底材料、鞋

底结构及其成型工艺技术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而

成型工艺技术的发展，又必然要求模具设计制造为

之变革和创新。故而，以塑胶成型生产为主线契合

模具设计制造与制鞋技术，对改革当前浙江工贸模

具专业已呈同构化的教育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具

有以下重要意义。

图1 制鞋技术内容与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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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凸显模具技术在制鞋产业中的“个性化”

和“特色化”。

（2）把传统模具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从业范围扩

展到制鞋产业和整个塑胶成型加工行业。

（3）以模具设计制造与制鞋技术为契合点打造

浙江工贸模具专业为温州地区经济和制鞋产业服务

的技术特色。

四、改革创新高职模具技术人才教育培
养模式和教学内容

以塑胶生产为主线契合模具制造与制鞋技术、

打造为温州地区制鞋产业服务的高职模具专业技术

特色，必然要求改革和创新传统的模具人才教育培

养模式和教学内容。初步研究并构建新的模具专业

技术知识结构和教育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结构如图

3和图 4所示（不含德体美、数学和计算机等公修

内容）。

在图 3 所示的模具专业知识结构中，工程力

学、工程制图、公差与配合、机械设计、机械制

造、电工与电子控制和液压传动技术，是国内外机

械类专业要求学生具有的基本技术素养，所以在图

3中被列为专业通识性技术课程。而模具设计与模

具制造则为模具专业的核心技术，但模具种类有

别，不同类别模具的工艺原理所属学科与技术行业

互有不同，故不同院校模具专业可根据其社会服务

对象从各类模具中撷取其一或部分。如目前国内高

职模具专业从生产应用的广泛性考虑，普遍采用塑

料成型模具和金属板料冲压模具设计制造并重模

式，但由此却逐渐形成了教育培养目标、教学模式

和教学内容的同构化。本文欲解此问题故拟浙江工

贸模具专业为案例切入制鞋产业，希冀抽丁拔楔，

面向温州制鞋产业，借助该院制鞋专业优势打造该

院模具专业技术特色，即从这两种工艺原理毫不相

干的模具中，舍弃面向金属板料的冲压模具设计制

造，撷取与制鞋基础技术密切相关的塑料模具设计

制造为通用行业技术作为模具专业的核心技术教学

内容，并适当另增与制鞋技术相关，以及能够深化

塑料模具设计制造技术技能的其他教学内容，企望

藉此教学内容改革来实现预期技术特色目标。具体

措施为：将塑料材料扩展为塑胶，取制鞋技术为楔

子引入塑胶成型方法开设 《制鞋技术与塑胶成

图2 塑胶成型生产系统与结构

图3 模具专业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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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塑料模具设计》之行业通用技术核心课程；

以塑胶为主体整合职业拓展性质的《塑胶与制鞋材

料》课程，与《塑料模具设计》、《制鞋技术与塑胶

成型》共同构成完整的、“材料-工艺-模具”一体

化的鞋底制造技术知识体系，以贯通模具产品的工

艺装备功能在制鞋产业生产中的应用；同时引入

《成型设备课程》，将材料、设备、模具生产三要素

络合一体深化塑胶成型技术技能教学，引导毕业生

就业可向塑胶加工业迁移。此外，引入《制鞋针

工》为职业拓展课程，也有助于学生全面了解鞋底

和鞋帮两大整鞋基体制造技术，强化毕业生向制鞋

产业迁移职业的能力。

图 4将模具专业教育培养分为“模具设计技术

型人才”和“模具制造技能型人才”两种模式。两

种模式共同要求学生养成综合、实践和创新三种技

术素质以及与之相应的模具设计能力、模具制造能

力和职业开拓能力。即技术型人才特色为：能够综

合应用各种通识机械技术和通用行业技术和相应技

能创新设计模具产品；技能型人才特色为：能够基

于各种通识机械技术和岗位技能实训，在生产实践

中应用创新思维掌握并能革新生产操作技巧和诀

窍。基于这两种人才特色陶冶，学生通过职业拓展

课程接受特色技术学习或产学结合岗位培训，可开

拓培育出能够适应塑胶加工全行业和制鞋产业技术

技能岗位的职业应变能力。

对应“模具设计技术型人才”和“模具制造技

能型人才”，必须明确和界分技能结构的差异。本

文认为，在各种模具设计制造技术应用中，存在两

种技能。一种是面向工具软件应用的数字化设计技

能（技术性技能），指在模具设计制造技术岗位对

“3C”工具软件的应用技能。相应课程可分为面向

三维模具设计岗位的“模具CAD技术应用”课程、

面向成型工艺分析的“模具CAE技术应用”课程，

以及面向模具制造的“模具 CAM 技术应用”课

程。另一种是面向机械加工或材料成型加工设备的

生产操作技能（操作性技能），如各种数控机械加

工机床和特种加工（电加工）机床的生产操作技能

等。技术性技能课程标准可以参考模具行业或软件

企业的“模具设计师”、“模流分析工艺师”、“模具

制造工艺师”的培训技术要求。操作性技能课程标

准依据劳动部门颁发的机械加工技能等级标准，具

体可分为数控车工、数控铣工、电火花线切割、电

火花成型加工的中、高等级。这些技能课程在模具

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位置见图3所示。

五、实施方法与发展目标

（一）实施方法

实施方法分为招生开课与课程建设两个层面。

招生开课可采用“双轨制”，即为当前的模具专业

与具有制鞋模具技术特色的模具专业制订统一招生

计划，并统一两者的通识性必修类技术基础课程和

选修类职业岗位技术技能课程。但对学生分组实施

当前的选修类行业通用技术核心课程教学，针对本

文所论，即分组新开图 4所示《制鞋技术与塑胶成

型》、《塑料模具设计》两门行业通用技术核心课

程，以区别于当前开设的《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

计》、《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两门行业通用技术核

心课程。俟待时机成熟，再对两者合理切分或合

并。在图 4所列的课程中，有两门课程亟待整合建

设。一是取制鞋技术为楔子，引领出塑胶成型工

艺，并将两者整合为《制鞋技术与塑胶成型》。二

是以塑胶材料为主体，导入其他制鞋材料，整合出

《塑胶与制鞋材料》。至于其他课程所用教材，目前

均有可选版本，但今后还必须在不断地教学改革过

程中，针对欲要凸显的制鞋模具技术特色，编撰出

与之相应的特色教材。

（二）发展目标及措施

毫无疑问，打造模具专业技术特色的基本目标

肯定是做大做强当前的模具专业教学内涵和技术服

务外延。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用具体措施，初

图4 模具专业技术人才教育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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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想如下。

（1）抓住浙江工贸 2019年搬迁新校区的机遇，

提前做好专业搬迁基础建设规划，及早提出改善当

前专业教学环境缺少塑胶成型加工设备的困局。在

购置塑胶成型加工设备的计划中，既要考虑购置通

用型塑料成型加工设备，也要购置制鞋专用塑胶成

型设备以及周边辅助设备。

（2）联合制鞋（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和材料

系，及早开展教材整合工作，同时协商资源共享和

联合发展的途径。如与制鞋专业协商鞋类产品造

型、制鞋针工以及模具设计制造教学资源双方共

享；与材料系协商 3D打印、激光雕刻以及塑料成

型教学资源双方共享和制鞋材料和制鞋塑胶成型工

艺研发等事项。

（3）基于模具专业现有加工制造基础，联合制

鞋专业和材料系，向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申报成立

“温州制鞋模具技术发展中心”，以及未来向省政府

有关部门申报浙江制鞋产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或浙江

省制鞋工程中心。藉用申报这些机构，向政府展示

学校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愿望和能力，争取政府和

社会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同时也让模具行业、制

鞋行业协会带领企业看到它们可以从这些机构中获

取的技术发展前景并向学校主动靠拢。从而全面打

通模具工业和制鞋产业各个环节的技术关键，并且

全面开启模具专业面向模具和制鞋两个行业的产学

研通道，筑巢引凤、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专业和学校

的产学结合、校外实习、学生就业，高端人才引进

以及新技术研发等问题。对于拟议的“温州制鞋模

具技术发展中心”，可以从以下方向展开业务和

项目。

——利用模具专业现有数控机床、精雕机（包

括材料系激光雕刻机）和电火花成型加工机床，首

先在温州地区而后面向全省全国打造专注于鞋模雕

刻加工的技术龙头。

——针对鞋类产品变化极快，且样式追求新颖

时尚，完善当前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在将制鞋产品设

计与工艺制造一体化中的模具技术短项，促进温州地

区鞋类产品柔性、敏捷快速上市的市场竞争能力。

——鞋类产品材料是其行业竞争的一大关键技

术，且鞋类成型关联多色多组分塑胶成型、塑料发

泡成型和热塑性热固性成型等材料工艺问题，积极

努力研发各类鞋用新材料，攻占鞋类产品多色多组

分成型技术以及与鞋类发泡工艺和材料热固性相关

的特种、专用塑胶成型技术制高点。

——鞋类造型是其高端产品开发的关键，将

“3D打印”与快速制模技术相结合，抢占高端定制

鞋类产品消费市场的制造高地。

——制鞋生产投入相对较低，利用“网络制

造”概念构建制鞋网络工厂，结合电商模式，实现

“网造电商”一体化的制鞋生产销售系统。

参考文献

[1] 杨铿. 关于振兴模具工业的报告[J]. 模具工业, 1986,12(7):1-4,54.
[2] 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国发(1989〕 29号)[ EB/OL].(1986-03-15)[2017-06-20]. http://www.gov.cn/zhengce/con⁃

tent/2011-09/07/content_1453.htm.
[3]刘二强,何昌德,王海萍,等. 基于区域特色的高职模具专业职业能力培养方案的研究职业教育研究[J]. 职业教育研究,2010 (11):

139-140.
[4] 郭光宜. 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高职模具专业的建设与改革——基于南通职业大学模具专业建设改革实践分析[J]. 南通职业大

学学报, 2012,26(3):53-57.
[5] 王涛,胡占军,王增春,等. 对接区域新型工业化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模具制造,2015(6):85-88.
[6] 张红英,欧阳八生,刘红燕,等. 高职模具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J]. 模具工业,2016,42(8):72-76.
[7] 温 州 鞋 企 数 量 猛 增 相 比 去 年 增 加 886 家 [DB/OL].(2014-05-20) [2017-06-20]. http://info.shoes.hc360.com/2014/05/

200906613822.shtml.
（责任编辑：邱开金）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