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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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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关键途径是创新产教融合模式，实施校企共育人才。本文在分

析当前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存在的挑战与机遇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数字创新工厂”来创新产教融合模

式，改革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构建基于职业岗位能力的专业课程体系与数字教学资源库，破解专业办学中面

临的“两难”问题。该模式在我校软件技术专业应用以来，专业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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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teaching Integration innovation is vital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digital innovation factory" to innovate industry-teaching integration model 
after analyz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reform of current software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The proposed model aims to reform the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eaching model, and build a post-based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so as to solve the dilemma faced by vocational colleges. 
Professional teaching qual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ince the proposed model has been applied to software 
technology major of the author'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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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创新高等

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式，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

求，提升高职学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推动高职学校

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1]。因此，高职专业人才培养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2]，以服务产业需求为导向，以产教融合共

育人才为途径[3]，紧跟行业新业态，探索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实现技能型人才与产业发展无缝对接。

基于此，在此背景下各高职院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的教学模式改革，以及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资源的构

建。但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大多只重视课程体

系建设、教学方法改革、校企合作制度建设，而对校企融合

模式、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等方面的改革有所欠缺[4]。本文以我

校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例，探讨在高职软件技

术专业中以构建“数字创新工厂”为平台，深化产教融合模

式，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2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挑战与机遇(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reform)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和

社会信息化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核心，特别是在国家提出

基金项目：2017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计算智能方法的职业院校教师多元评价模型的研究与应用”(17C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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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方式，调结构”经济发展战略中[5]，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但是目前高职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与规则不能适

应产业发展的快速变化，造成了IT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与产

业需求之间的供给矛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面临的挑战

2.1.1   现有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新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新技术、新业态的催化下，信息技术行业对专业技术

人才的需求在量与质上的要求不断提高。但信息技术行业的

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信息类企业不仅需要大量能够掌握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行业应用等软件开发技术的一线专业

技术人才，而且急需有能够为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以及合

作开展应用技术研究的平台；另一方面，作为一线专业技术

人才培养主力军的高职软件技术专业，面对产业快速发展，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队伍的知识能力结构、实训体系

难以与产业需求保持同步，培养的毕业生对口就业率不高，

专业难以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陷入“两难”局

面——企业发展难，毕业生就业难[6]。

2.1.2   现有校企合作模式与专业、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同样职业

教育能为产业发展提供大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以及应用技术

研发创新的原动力[7]，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现实是：一是专

业的校企合作机制不畅，未搭建产教深度融合平台；校企合

作层次不高，多数停留在微观、中观层面；学校只是单方面

地追求学生就业，企业则是片面追求人才资源或经济利益，

没有真正构建利益共同体；这种方式的合作是短暂而不稳定

的，难以培养满足信息技术产业高速发展对高水平、高素质

的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同时也难以提升专业办学质量与水

平。二是学生创新创业缺乏生态环境，多数学校并未提供相

应的创业条件与有效指导。三是行业企业与人力资源规划不

同步，没有考虑一线技术人才的培养与继续教育。四是在适

应产业转型升级时，学校难以动态掌握行业发展。

2.2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机遇

产教融合是立足产业和教育两大行业进行相互融合、相

互促进发展[8]。职业院校与行业内企业开展深度产教融合，

“引企入校”和“引教入企”双向融合。一方面，让企业深

度参与专业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建设、实习实

训，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另一方面，通过校企

共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协同创新中心、企业工作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生产性实训基地等模式，使教师和学生深度

参与企业真实项目和应用技术研究，从而达到提升专业办学

质量与水平，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软件技术专业对接的信

息产业是我国的高端产业，所培养的是位于信息产业高端企

业中的专业技术人才，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业态，为

确保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构建创新型信息技术专业产教深度

融合模式与平台势在必行，这也是改革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提升专业办学质量和水平的必由之路。

3   基于“数字创新工厂”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reform based on 
"digital innovation factory")
针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特点，通过创新产教融合模式、改

革专业教学模式、构建基于职业岗位的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

资源等途径，改革工学结合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

养的全过程中实现 “理论与实践、课堂与技能培养、课程与

职业证书、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创新与创业”相融合。

3.1   搭建“数字创新工厂”产教融合平台，创新产教融

合模式

在现有专业校企合作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吸纳行业领军

企业加入，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搭建“数字创新工厂”

产教融合平台。如图1中的学校方利用数字创新工厂构建的行

业生态系统破解了办学中面临的教学资源不足、师资队伍培

养、学生实践与双创、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问题；企业可

以获得满足要求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解决新技术研究与应用方

面的问题，破解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这种“双赢”的局

面是建立校企共同体的基础。

 

图1 基于“数字创新工厂”的产教融合模式

Fig.1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model based on 

       “digital innovation factory”

我校软件技术专业在原有软件学院理事会制度的基础

上，先后吸纳华为、东臣科技、湖南数字地理信息产业园和

东软集团等企业加入，整合领军企业在服务外包、云计算、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健康医疗、IT解决方案等方面的资源，

围绕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构建“数字创新工厂”产教融合平

台，制订了相关的校企合作管理制度，厘清校企合作中的权

与责，营造校企协同育人生态系统。

3.2   改革专业教学模式

以“实用性、创造性”为原则，充分调动教师、学生的

积极性，推进“课堂革命”，校企合作创新推广如任务驱动

式、混合式教学模式[9]。以“实用性”为原则，按照“准员

工”的标准，推行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情境教学等教法，

实现在“做中学、训中学、研中学、创中学”，激发学习者

主动思考，在工作过程中把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起来，

在解决工作难题中把基础知识与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不断提

升学习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以“创造性”为原则，构

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打造创新创业课程，开发创新性训练

项目，建立创新创业案例库，系统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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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制订高职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对软件企业生产流程的调研分析，高职毕业生的

主要就业岗位是需求量大的云计算开发工程师、移动应用开

发工程师、企业应用软件开发程序员和软件测试员等技术岗

位。在与企业合作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并对职业岗位任职

要求分析的基础上，制订高职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4   构建基于职业能力的模块式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资源

针对专业的培养目标，兼顾考虑行业的新业态，以企业

需求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为根本，如图2中融入行业职业认证

标准(SCJP、软件设计师、华为HCNA-LTE)，遴选专业教学

内容，然后根据各专业所对应的职业岗位，将教学内容以模

块的形式组装形成模块式专业课程[10]，同时针对群内专业对专

业能力要求存在共通的问题，将共同的要求与教学内容进行

抽取，构建了专业平台、专业核心和综合应用三类模块式课

程群。

 

图2 软件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与数字教学资源库

Fig.2 Curriculum system of software technology specialty

      and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3.5   建设创新中心提升服务产业能力

以服务信息产业和地域经济发展为核心，整合各合作企

业产业生态资源，在信息产业园、学校、企业组建“数字创

新工厂”的分部，建成校企协同育人基地，同时校企共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应用技术研究，为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

案与新技术研究。

4  我校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成效(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ffect of 
software technology specialty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 our college)
我校软件技术专业自2016年开展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的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以来，主要取得如下成效。

4.1   搭建“数字创新工厂”构建了校企共同体

软件学院分别与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嘉兴智慧产业

园、东软集团合作构建了“数字创新工厂”，其中嘉兴基地

提供了2 400 m2实训场地，投入了700万元建设300个工位实训

设备，吸纳了园区20余家企业入驻，其中五家创新企业经过

五年的基地建设完成了1000余名学生的实习实训，并成功对

口就业，薪资高出兄弟院校同类专业毕业生近千元，同时培

育孵化了创新型企业20家，为园区累计创产值超2亿元，初步

构建了校企共同体。

4.2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通过实践，我校软件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有了较大

的提高。2019年在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获得全国一等奖1

个、二等奖1个，省级一等奖2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7个，

国家级二等奖1个、三等奖1个，全国蓝桥杯大赛二等奖2个。

根据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所作湖南科技职业学院2017届、

2018届连续两年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毕业生

的就业竞争力指数持续提升，比全校平均高3.1个百分点，就

业率比2017届高1.2个百分点，平均月收入比2017届高553元。

4.3   建成了模块式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资源

针对职业能力岗位要求，构建了平台、专业核心和综合

应用三类模块式课程群和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更新和完善

“软件建模技术”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省级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4门、校内精品课程20门的建设，以及群内平台课

程6门的建设。

5   结论(Conclusion)
综上所述，产教融合背景下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改革研究与实践，应以产教融合理念为主要指导思想和实

施路径，通过创新校企合作模式、改革专业教学模式、校企

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基于职业岗位能力的专业课程

体系，突出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才能确保专业教学质

量与办学水平的提升，也为对接的信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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