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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等教育一直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已成为当今高校教育的一项重要改革

举措。在这个信息时代，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已经变得愈加迫切，而这一培养路径的研究正是我们探讨的主题。本

文将深入探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的内涵、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价值，以及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同时提

出创新的对策。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希望为高校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

培养更多优秀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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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Higher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llaborative	model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form	measure	 in	 today's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urgent,	and	 the	 research	of	 this	 training	path	

is	 the	 topic	we	discuss.	This	paper	will	deeply	discus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Integration"	collaborative	mode,	 the	value	 to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reality,	and	put	 forward	 innovative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hope	to	provide	useful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cultivate	more	excellent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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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的内涵

高等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是一种教育模式，其内涵包

括高等教育、产业界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协同，旨在促

进知识传递 [1]、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下是这一模式的主要内

涵：1.教育：高等教育部分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它包括大学、学

院和其他教育机构，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和培训。这些

机构与产业界和研究机构合作，以确保他们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紧

密联系实际需求，培养具备实践经验和职业技能的毕业生。2.产

业界：产业界是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各种企业、组织

和行业。这些实体与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提供实习机

会、职业培训、研发合作和就业机会。产业界的参与有助于确保

学生毕业后具备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技能和知识。3.研究：研究

是高等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大学和研

究机构在与产业界合作的同时，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这种

研究不仅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和挑战，还能推动技术进步和经

济发展。4.协同合作：这一模式的关键特点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

的 [2]协同合作。高等教育机构、产业界和研究机构共同制定教育

计划、研究项目和技术创新，以确保它们相互支持，互相受益。

5.社会价值：高等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旨在为社会创造价

值。通过培养具备实际技能和知识的毕业生，解决实际问题，促

进创新和技术转移，这一模式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促进经

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价值

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而

“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于高

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产学研一体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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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式可以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培养路径。

传统的高校教育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实践环节

的训练。然而，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良好的实践动手能力，能够

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而“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强

调产业、学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协同发展，可以打破

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壁垒，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

实践，[3]提升应用能力。其次，“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符合高

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性需求。现代产业的发展对人才的专业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学术与产业界之间的界限逐渐模

糊。应用型人才需要掌握通用的基础理论，同时还需要具备专业

技能和实践经验。而“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可以由产业界提

供实际工作场景和需求，学校则提供学术资源和教学环境，科研

机构提供前沿科技支持，共同为学生的专业培养提供支撑，使其

既有学术基础，又能适应产业的需求。再次，“产学研一体化”

协同模式能够培养具备创新精神的高校应用型人才。随着科技的

不断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创新能力成为应用型人才必备的素

质。而“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能够让学生接触到前沿的科

研成果和创新技术，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通过与企

业合作的项目实践，学生可以参与到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项目

中，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最后，

“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本身也具有良好的学术性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在这种模式下，学校和科研机构可以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开

展科研项目，共同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推动技术的进步

和产业的发展。同时，企业的实践需求也可以有效地反馈到学校

的教学和科研中，使教学、科研与实践紧密结合，保证高校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有效性 [4]。

三、高等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的现状

高等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的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思政育人缺乏引领性：当前高校的思政课程在引导学生理想信

念、道德修养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传统的思政教育过

于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缺乏对学生心理发展和价值观形成的关

注 [5]。另一方面，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无法让学生将思想

与实践相结合，缺乏对学生个人成长的引导。2.办学模式单一：

高校目前还存在着传统的教育模式，注重理论教学和书本知识的

传授，对于实践教学和技能培养的关注度不足。这种模式导致了

学生缺乏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于应用

型人才的需求。3.不重视国际化人才引进与培养：现代社会的发

展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

任务。然而，目前高校在国际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投入不足，

缺少国际化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无法提供满足学生跨文化交流

和全球合作的能力。4.缺乏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高校的师资队

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产学研一体化能力的双

师双能型教师 [6]。这些教师既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研究能

力，又需要具备实践经验和产业背景的专业技能，能够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

四、基于“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的高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路径

（一）充分发挥思政育人的引领作用

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的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中，

充分发挥思政育人的引领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思政教育是培养

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对于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我们需要深化思政课程的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上，要注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思政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能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思政知识。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引导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和自主学习，形成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其次，要注重思政教育与实践教育的融合。在产学研一体化

模式中，要将思政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思

政教育的重要性。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

等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到思政知识的实际应用，加深对思政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最后，要注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在专业教育

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将思政教育贯穿于专业

教育的始终 [7]。例如，在专业课程中可以引入相关的职业道德和职业

素养的内容，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内容。

（二）深入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

混合式教学改革是指结合传统课堂授课和在线学习资源，以

提供更灵活、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以下是一些关键步骤和示例，说

明如何深入推进这一改革：1.制定教学设计指南：高校应该制定详

细的教学设计指南，以帮助教师有效地设计混合式教学课程。这些

指南可以包括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在线资源的整合和课程评估。

例如，教师可以在课程中引入在线模块，以便学生可以在课堂外学

习相关内容，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深入讨论和实际应用。2.提供技术

支持和培训：学校应该投资于提供教师和学生所需的技术设备和培

训 [8]。例如，学校可以为教师提供专门的培训课程，以帮助他们充

分利用在线教育工具和平台。同时，学校也可以设立技术支持团

队，以解决学生在使用在线资源时可能遇到的问题。3.促进协同学

习：混合式教学可以鼓励学生之间的协同学习，这对于培养团队合

作和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学校可以通过在线讨论板、虚拟团队项目

等方式，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4.与产业合作：混合式教学

还可以为产学研一体化提供支持。学校可以与产业合作伙伴共同开

发在线培训课程，以满足实际产业需求。这样，学生可以获得与实

际工作相关的技能，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举一个实际例子，一所

高校可以合作开设一门混合式教学的创新创业课程，该课程结合在

线学习资源和实际的创业项目。学生可以在课堂外学习有关市场调

研、商业计划编制等内容，然后在课堂上与导师和同学一起探讨和

完善他们的创业项目 [9]。这种混合式教学方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实

际技能，还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与产业合作，

提供了更多的实际案例和资源。深入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不仅提高

了教育质量，还使高校更好地适应了现代教育和产学研一体化的需

求。这个创新对策可以帮助高校更好地培养出应用型人才，为产业

和社会的需求做出更有贡献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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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国际化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

加大国际化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旨在提升教育质量、拓宽学生

视野，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的有效实施。在这一领域的

创新对策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措施来实现，以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

业性要求。首先，国际化人才引进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积

极引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者和研究人员，他们将带来不同的教育理

念、研究经验和跨文化视野。这可以通过设立国际化招聘渠道，吸引

国外专家和学者，或者与国际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培养学

生。例如，建立双学位项目或联合培养博士生 [10]，以促进国际化人

才的引进。其次，国际化人才培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高校可以鼓

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如留学、交换学生计划或国际暑期学校。

这将有助于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不同教育体系，培养跨文化沟通和合

作能力，提高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高校还可以通过提供多语言

教育、国际课程、双语授课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和国际意

识。另外，国际化研究合作也是创新的一部分。高校应积极开展国际

合作研究项目，与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和大学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问

题。这有助于提高高校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研

究机会和实践经验。例如，合作开展跨国研究项目，共同探讨新兴科

技、全球环境挑战等重要议题，推动科研成果的国际化传播。总之，

加大国际化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是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

可以通过引进国际人才、培养国际化学生和开展国际化研究合作来实

现。这将有助于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

式的有效实施，以及培养具备跨文化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应用型人

才。这一创新对策不仅满足了专业性要求，也为高校提供了更多的发

展机遇，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11]。

（四）积极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

在高等教育中，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是实施“产学研一体

化”协同模式重要举措，也是培养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关键环节。双

师双能型师资队伍是指教师既具备学术研究的能力，又具备实践教

学的能力，并且能够将产业需求与学科知识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

高质量的教育和培养。首先，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需要加强教

师的学术研究能力。高校的师资队伍应该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较

高的学术造诣，能够开展前沿领域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教学相

结合，形成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创新。例如，一位电子工

程专业的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介绍最新的电子科技成果和应用，

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研究和实验。其次，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需

要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高校教师应该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实际操作能力，能够将学科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培养学生的实

践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一位化学工程专业的教师可以带

领学生参与某个化工项目，让学生亲身体验工程实践，并借此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2]。最后，建设双师双能型

师资队伍需要加强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合作。高校教师应该积极参

与产业界的项目和合作，了解产业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并将这些

信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提供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同时，高校教

师也应该积极参与科研项目，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能力，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引导。例如，一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教师可以

参与某个大型科研项目，结合项目中的实际问题，设计相关的教学

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学科知识 [13-15]。

五、结语

“产学研一体化”协同模式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伟大实

践，它强调高校要与产业界和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培养应用

型人才。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一模式的内涵和价值，同时也不回避

了存在的问题。思政育人、教学模式、国际化和师资队伍是四个

关键领域，需要高校积极创新与发展。通过更好地引领思政育

人、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加大国际化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以

及积极建设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我们相信高校能够迎接未来的

挑战，为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应用型人才，促进产业升级和国

家发展，实现教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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