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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教融合是现代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企业和社会输送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举措和保障。“课

程思政”作为中国应用型人才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思政教育对于促进人才知识素养提升具有重要价值。论文

通过对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发展现状分析，明确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教育体系实施不足，并提出产教融合背景下协

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措施，以期能够为推动高校协同育人机制建设，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促进教育与产业无

缝对接，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EVtU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ystem, 
an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and guarantee to transport skilled talents for enterprises and the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applied talent education system,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ff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promotion of talent knowledge and litera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lear education fus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background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urs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promote education and industry seamless docking, buil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play a positiv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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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发布以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策略引起

广泛重视，应用型本科作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加需要从教育实施角度来执行产教融合策略。在教学

实践中，也有很多高校都通过开展双元制、校企合作、企业

实践、产教融合等方式来纵深推进产业和教育的深度融合，

并全面促进应用型本科教育链与区域产业链及创新链的同

频共振。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更需要大力推广的“课

程思政”的目的就是将德育无缝融入各专业的课程教学，课

堂授课环节重视在知识传授中塑造主体意识，同时在价值传

播中凝聚知识底蕴。“课程思政”和“产教融合”在育人目

标上都强调价值观的引领和职业素养的提炼，重视人才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论文从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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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入手，分析产教融合实施存在问题，并提出产教融合背景

下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措施，以期从“课程思政”和“产

教融合”结合方式来推动校企合作的有效开展，为社会培养

出综合素质更强的应用型本科人才。

2 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发展现状
从实践层面来看，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施仍

然存在诸多问题。

2.1 对产教融合认知不到位
从教育实践角度来看，产教融合需要多个教育主体的参

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教师以外，还包括企业、社会

组织等多个主体，而不同教育主体对产教融合的主观认知存

在明显差异。比如对于教育主体来说，很多学校与教师都认

为企业作为一种逐利型组织，虽然能够辅助高校开展教育工

作，但是其盈利性使得参与公益性质的教育活动中必然存在

矛盾，因此深度产教融合在实践角度无法实现。而对于企业

来说，认为对学生的教育工作主要是依靠学校来完成的，因

此企业只需要配合学校的教育工作即可，缺乏参与教育以及

促进教育功能发挥的主动性。可以看出，无论是学校还是企

业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认识层面都存在不到位的问题，这

使得在实践中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虽然实施了产教融合模

式，但是却由于无法对产教融合理念的认知而导致实施存在

不足，对于产教融合的推动力度也不够，表面化、形式化的

进行产教融合成为很多本科院校的常态，这使得产教融合对

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功能弱化。

2.2 产教融合深度不够
深度产教融合是当代中国高校应用型本科人才教育体系

重要的改革措施，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存在产教融合深入不

够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学科教育与企业需求不匹配。高质量应用型本科人

才的培养是高校产教融合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产教融

合过程中不仅需要从教育层面来分析教学可行性，同时也需

要对行业、市场以及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分析，基于企业

需求来将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对接。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

中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过程中，却缺乏对

企业需求的分析，尤其是缺乏对当地经济产业发展趋势研

究，人才培养规格与行业企业的岗位需求没有紧密对接，这

使得产教融合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产教融合停留于浅层次。产教融合作为应用型本科

院校重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加需要深度融合来促进人才培

养效果提升，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大部分应用型

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仅仅停留于浅层次，产教融合模式主要

以共建学生实习基地、订单式人才培养等，虽然这也能够通

过协同育人过程来提高人才培养成效，但是现实层面却由于

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的参与度缺乏导致其功能没有有效

发挥。尤其是在协同育人过程中，企业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

的教学规划、教学方案以及课程开发过程中的作用没有有效

发挥，进而使得校企合作过程中对于产教融合仅仅停留于浅

层次，协作育人功能也没有充分发挥。

三是“双师型”教师资源缺乏。“双师型”教师资源是

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重要保障，但是从现

实角度来看，中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仍然普遍存在“双师型”

教师资源缺乏的问题。虽然产教融合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

脱产到企业中进行实践锻炼提供了机遇，但是由于许多本科

院校还没有制定完善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制度，使得很多

教师脱产锻炼必然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甚至一些

教师会因此错失评职称及教学资历提高的机遇，因此教师脱

产锻炼积极性不高。与此同时，目前中国本科院校对于“双

师型”教师的评价制度和考核机制也不健全，很多“双师型”

教师的评价标准过于片面，进而使得“双师型”教师的素质

水平不够高，这也使得在实践中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

存在融合不够深入的问题。

2.3 政策对产教融合推动作用有限
虽然从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就已经推出了促

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政策文件，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

国家政策对于产教融合的推动作用有限。

一是产教融合政策缺乏可行性。从政策角度来看，虽然

中国各级地方都根据自身实际教育体系以及经济产业发展

情况推出了产教融合政策，但是政策方案的可行性比较低，

缺乏对相关主体权责体系的界定，也缺乏从实践角度考量高

校以及企业的具体需求，进而使得产教融合政策的推动作用

有限，甚至由于校企合作制度的不明确以及资产归属问题的

纠纷现象导致产教融合无法有效实施。

二是产业发展与教育体系统筹发展格局没有形成。从各

级地方的产业发展与教育政策层面，发现极少有区域将产教

融合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当中，对于产业发展与教育体系

统筹发展规划也存在欠缺，对于校企合作平台搭建、产教融

合综合实施方案等也都建设不足，而且很多地区也缺乏对产

教融合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三是产教融合政策激励机制缺乏。产教融合的实施需要

国家的经济扶持，但是由于缺乏对产教融合的资金激励，

进而使得应用型本科对于产教融合工作不够重视。一方面，

缺乏专项经费扶持，尤其是缺乏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教融

合专项经费，进而使得资金缺乏。另一方面，对产教融合任

务完成以任务形式为主，没有通过激励或奖励的形式来鼓励

高校以及企业实施，进而使得形式化校企合作的现象广泛

存在。

3 产教融合背景下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措施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至关重要，

思政课程作为应用型高校教育体系重要内容，更加需要从产

教融合政策趋势下来强化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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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提升不同主体对产教融合思政教育认知
从教育实践角度来看，思政教育是高校教育体系中重要

的理论课程，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则是通过校企合作的方

式来将思政教育融入教育机制当中。推动产教融合背景下的

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首先要提升不同教育参与主体对产

教融合的思政教育认知。从高校及教师角度来看，要提升教

师对产教融合思政教育认知，尤其是对于应用型本科人才的

培养过程中，要重视企业等社会组织在产教融合中的功能，

分析企业与用人单位对本科人才的能力需求，通过思政教育

方式来促进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从企业角度来讲，也要认

识到协同育人过程中企业对于学习教育的引导价值，积极参

与学校的教学规划、教学方案制定以及教学实施过程中，尤

其是企业需要结合高校的思政理论教育来强化理论对工作

实践的引导价值，从而通过较高的思政教育认知来促进产教

融合背景下的协同育人效果提升。

3.2 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思政建设深化实施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思想，促进高校思政课程建设，可以从以

下几个层面展开：

一是要提高产教融合深度，构建校企合作教学体系。在

产教融合背景下，对于应用型本科人才的思政教育不仅仅停

留于学校内，更需要在企业的教学实践中融入思政教育过

程，因此校企合作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共建学生实习基地、

订单式人才培养的方式来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同时也需要基

于企业与行业生产实际来对学生的专业水平进行提升，比如

通过“企业引入”模式在学校内构建实训基地，企业通过在

学校进行设备共享、技术推广以及岗位承包等模式来参与学

校教学工作，学校与企业也可以通过共同参与研发项目的过

程来进行产教融合，同时学校也能够通过利用企业资源来健

全产教融合思政教育体系，促进产教融合深化实施。

二是要注重“双师型”教师培养，为高校产教融合思政

建设奠定师资基础。“双师型”教师资源是产教融合背景下

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实施的前提与基础，因此校企合作过

程中也要注重对“双师型”教师培养。一方面，学校可以为

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培训机会，尤其是为教师提供参与专业

社会实践机会，并且鼓励教师考取职业资格证，推动“双师

型”教师培养。另一方面，作为企业也要鼓励专业能力比较

强的人才参与到学校的教育工作当中，尤其是鼓励一些在科

研以及社会生产实践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到学校讲座、参

与教学规划、教材编写以及教学方案实施过程中，从而为产

教融合培养优秀的“双师型”教师人才队伍作出贡献。

3.3 强化政策对产教融合推动作用
行之有效的政策是推动产教融合实施的重要条件，中国

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有针对性地强化政策对产教融合的推动

作用。首先，地方政府应该提高产教融合政策的可行性，比

如根据校企合作模式来对学校与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职责

体系进行明确，从而日通过行之有效的政策来推动产教融合

实施。其次，各级省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将产教融合纳入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当中，基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与教育系统

来构建产交融合统筹发展格局，强化对产教融合实施监督。

最后，各级地方政府还要构建产教融合激励机制，对参与产

教融合的高校提供专项经费，并为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提供

税收优惠以及融资资源，通过激励政策措施来促进产教融合

实施。

4 结语
总而言之，“课程思政”和“产教融合”在育人目标上

都强调价值观的引领和职业素养的提炼，在产教融合政策背

景下，更加需要注重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建设，通过提升不同

主体对产教融合思政教育认知、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思政建设

深化实施体系以及强化政策对产教融合推动作用方式来为

“课程思政”和“产教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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