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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土建类专业教学科研同步育人

模式研究与实践
冯雨实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重庆  402160 

摘      要  ：   本文探讨了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土建类专业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通过分析当前高职土建类专业教学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产教融合的内涵与必要性，并提出了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的构建策略。文章详细介绍了

该模式的实施路径，包括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强化、校企合作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培养及评价体系完善。通过案

例分析，验证了该模式的有效性，并总结了实践经验与启示。研究表明，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能够

有效提升高职土建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相关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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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a synchronous education model that integrates 

teaching and scient if ic research in higher vocational civi l  engineering major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higher vocational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teaching,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necess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roposes a strategy for constructing a 

synchronous education model that integrates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article detail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is model, including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 practical teaching enhancemen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teacher team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Through case stud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el is verified,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are summarized.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ynchronous education model integrating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education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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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当前高职土建类专业教育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内容滞后于行业发展、学生

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 [1]，满足行业需求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将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既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又

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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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土建类专业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当前，高职土建类专业教学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校企合

作、师资队伍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升 [3]。 

在课程开设的安排上，部分高职院校的土建类专业课程开设

得过于传统，对目前行业需求不是很匹配，课程内容更新缓慢，

缺乏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介绍，使课程内容不能与时俱

进，跟上行业发展，使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不能达到良

好的学习效果。

实践教学的设置上，高等职业院校的土建类专业一定程度存在

理论与实践脱节，实践实训条件跟不上行业所需，实践教育的评估

和反馈机制不够完善，使学生动手实操能力得不到很好的提高 [4]。 

在校企合作的深度上，很多高等职业院校只是简单的与一些

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其深度没有达到真正双创互赢、相互

助力的效果。将合作停留在表面，没有从行业深度去剖析合作的

内涵，没有进行合理的教学资源的合作开发，校企合作没有真正

走深走实 [5]。

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高等职业院校土建类专业教师大部分

都没有经历过施工现场的历练，现场实操与管理经验较少，对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掌握不够及时和扎实，不能很好的将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其融入课堂教学也较为牵强，课堂效果不理

想 [6-8]。

在评价体系的设计上，高等职业院校土建类专业的评价标准和

方法的科学性还有待于加强，部分学校对评价结果没有进行认真详

细分析，很难为后续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支持 [9-10]。 

二、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构建 

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是一种将教学与科研

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旨在通过产教融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

需求的紧密结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11-13]。该模式

的构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明确人才培养目标。高

职土建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紧密结合行业需求，培养具有扎

实理论基础、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学校可以更好地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需

求，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目标 [14-15]。其次，优化课程体

系。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要求课程设置与产业

需求相适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校可以与企业共同开发

课程，将行业最新技术、工艺和标准融入课程内容，提高课程的

实用性和前瞻性。同时，课程设置应注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

供多样化的选修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 [16-18]。再次，强

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高职土建类专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基于

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要求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力 [19]。学校可以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

的实践环境，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专业技能和知识。同时，学校

还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展项目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实际工程项目，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此外，加强校企合

作。校企合作是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的重要保

障。学校应积极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共建实训基地，开展科研合作等 [21]。最

后，完善评价体系。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要求

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进行综合

评价。评价体系应包括理论知识考核、实践能力考核、综合素质

考核等多个方面，注重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结合。同时，评价

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学生和教师，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如图1教学

科研协同育人模式图所示。 

三、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实施路径 

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的实施需要从课程体

系改革、实践教学强化、校企合作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培养及评

价体系完善等方面入手，具体路径如下：首先，推进课程体系改

革。高职土建类专业应根据行业需求和发展趋势，优化课程设

置，增加实践性和创新性课程。例如，可以增设“BIM技术应

用”“AI+智能化建筑”等课程，结合工程实际案例开展教学，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操能力。同时，课程设置应注重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选修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

其次，加强实践教学。学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真

实的实践环境，如，可以建设“BIM+VR实训中心”“智能建造

实训中心”“建筑建造工艺实训中心”等，学校还可以与企业合

作开展项目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实际工程项目，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再次，建设校企合作平台。学校应积极

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

课程，共建实训基地，开展科研合作等。学校还可以与企业共建

“大师工作坊”“科学研发中心”等，以校企产教融合为主线，分

层分类对教师进行项目、科研、竞赛、技术服务等多元化培育。

此外，培养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职院校应创新“双师

型”教师培养机制，着力培育一支高水平“工程师 +讲师”教师

队伍。一方面，积极鼓励校内优秀教师到行业相关企业挂职学习

和锻炼，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另一方面，聘请企业实践经验丰

富的专门人才到校担任实训指导教师，参与承担实践课程、人才

培养方案制定等。最后，完善评价体系。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

研同步育人模式要求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对学生的学习

效果和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评价体系应包括理论知识考核、实践

能 力 考 核、 综

合 素 质 考 核 等

多 个 方 面， 注

重 过 程 评 价 和

结 果 评 价 的 结

合， 如 图2实

施 路 径 分 析 图

所示。

> 图1 教学科研协同育人模式图

> 图2实施路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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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

某高职院校土建类专业教学改革实践为验证基于产教融合的

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的有效性，本文以某高职院校土建类专业

教学改革实践为例，进行深入分析。该高职院校土建类专业主要

有建设工程管理、市政工程技术、智能建造技术、建筑室内设计

和园林工程技术等五个专业，在实施教学改革前，面临着课程设

置陈旧、实践教学不足、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师资队伍专业能力

不足、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该院校积

极探索基于产教融合的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首先，在课程体系改革方面，专业群建立了五门专业基础平

台课程，分别为《工程图识读与绘制》《现代成图技术（CAD）》

《BIM建模基础》《工程材料与检测》《工程法律法规》等五门

课程，其他专业核心课程学生可以互选共享，该院校根据行业需

求和发展趋势，优化课程设置，增加了“BIM技术应用”“绿色

建筑设计”“智能化建筑施工”等实践性和创新性课程。同时，

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选修课程，满足

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例如，开设了《建筑机器人》《经济与理

财》《口才与演讲》《都市小花园打造》《建筑前沿》等部分前

言和智能化课程，结合实践案例进行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实操能力。其次，在实践教学强化方面，该院校与企业共建了

多个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训实操场地。例如，建设了

“BIM+VR实训中心”“智能建造实训中心”“建筑建造工艺实训

中心”“市政管线数字化实训中心”“工程安全体验中心”等，在

实训中心里面通过模拟施工现场，真实的岗位技能来训练上课学

生的实操能力，再次，在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方面，积极与建筑领

域的龙头和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较为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发

数字教学资源，结合省部级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依托合作企业开

展技术服务和科学研究。该校还将与企业建立省部级科平台和大

师工作坊，分层分类对教师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在师资队伍培养

方面，同步开展内培外引，适时合理的进行教师队伍结构调整，

安排专业技师赴企业定岗锻炼，逐步提升建筑类专业教师综合素

养能力，最后，在评价体系完善方面，该院校建立了科学、合理

的评价体系制度，对土建类人才培养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通过

评价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一系列的提升与改革，该高职院

校土建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为行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建设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五、结论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土建类专业教学科研同步育人模式是一

种有效的教育改革路径，能够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满足行业

需求。通过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强化、校企合作平台建设、

师资队伍培养及评价体系完善等实施路径，该模式能够有效解决

当前高等职业院校土建类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下一步高等职业院校应进一步

深化产教融合，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不断优化教学科研同步育人

模式，以适应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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