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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驱动新时代教育变革研究
李　莹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新质生产力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校要立足新质生产力理念，优化专业设置、课程群建设，以学科体系建设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聚焦国内外前沿科研成果，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

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培养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深化智慧教育改革，提高学生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能力，为新质生

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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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提倡大力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科技创新促

进产业转型、产业创新，进一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中

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国家综合国力。高校作为培养高

素质人才的摇篮，要积极贯彻新质生产力理念，围绕这一新理念

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调整专

业设置、专业群建设，积极开展跨学科、新工科教学，构建符合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课程体系，从教育评价、课程结构、教学

方式改革三大维度入手，做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贡献新时代高等教育力量。

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深化教育改革必要性

（一）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跃迁，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一轮科技革命要素，加快了产业变革速度，

逐步衍生出新的生产力业态，无形中转变了企业人才需求，对高

等教育变革带来了巨大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要积极开展数字化教学，构建虚拟仿真

实训系统、智能机器人实训基地等，促进学科交叉，让学生提前

掌握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智能制造等新技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二）有利于培养拔尖创新、科研人才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灵魂”，科技创新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高校要以培养拔尖创新、科研人才为目标，

把高校打造为创新高地，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科研能力、

大数据应用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为国家更多拔尖创新、

科研人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高校要全面深

化与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合作，联合构建产学研教学模式，加快

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提供科研技术支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化

视野、创新能力突出、科研能力突出的优秀人才，提高高校人才

培养质量，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

（三）有利于推进“双一流”建设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

必然要求，高校要积极应对新挑战，把新质生产力融入课程建设、

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中，有利于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双一流”

高校，从而打响我国高校国际知名度，提高高校国际竞争力。第一，

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加快高校学科建设、学科交叉、智慧教育等改革，

立足无人机开发与驾驶、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打造一流专业。第二，新质生产力转

变了高校教学模式，逐步把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工业机器人等

融入课堂教学中，促进学科交叉，打破专业教学、产业发展的“信

息孤岛”，进一步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打造一流高校。

（四）有利于提高创新创业教育质量

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加快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促进创业教

育和各个专业的融合，逐步完善“专创融合”体系，提高大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让他们打造新兴产业用人需求，帮助他们顺利就

业。此外，新质生产力增强了高校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

加深他们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新兴产业

的了解，端正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督促他们积极参与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业孵化项目，让他们积极投身科研事业，

提高他们创新创业能力。

二、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对新时代高校教育的要求

（一）要求高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为了进一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高校要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精准把握产业发展趋势，优化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促

进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和学科设置的衔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

高大学生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

供人才支持。同时，高校要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聚焦科技前沿、

新经济业态，进一步推进新文科、新工科建设，深化产教融合与校

企合作，提高学生专业能力、职业技能和创新精神，让他们达到企

业用人标准，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队伍保障。

（二）要求高校推进科技创新教育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倡导颠覆性科技创新，

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进一步提高我国科研创新与竞争力，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从而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高校要全

面推进科技创新教育，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

在科研项目上的投入，鼓励学科带头人参与科研研究，加快核心

技术攻关，积极申报发明专利，加快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另一方

面高校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聚焦低空经济、“互

联网 +”经济等新形态，进一步优化经管类专业教学模式，增加

数字经济、普惠经济等内容，增强科技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绿色

发展的能力，提高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三）要求高校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高校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尽快把科研成

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既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经济效益，

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又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一，高校要立足新质生

产力对产业发展的需求，围绕产业人才需求，聚焦教师科研能力

发展、学生科研创新精神培养，积极设立科研项目，鼓励教师参

与科研项目，促进高校科研团队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缩短科研成

果转化周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二，高校要完善科研体系，

围绕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培育科研项目，促进不同学科交叉，帮

助高新技术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助推人工智能、“互联网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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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产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新时代高校教育改革路径

（一）立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化专业设置

高校要深入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特点，明确新一轮科技革命、

产业变革方向，灵活调整学科设置、专业课程群，完善学科体系，

打造特色专业，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首先，高校要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围绕人工智能、无人机研

发、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和“互联网 +”经济等新兴产业，调

整经管类、计算机类和机械类专业课程群，增加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新媒体等相关课程，优化学科总体布局，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打造特色专业群，加快高校“双一流”建设。例如高校可以在

经管类专业增加大数据应用、人工智能等相关课程，深入讲解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电子商务、企业管理等领域的运用，

进一步完善专业课程群，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大数据应用能力。其

次，高校要积极调研新兴产业发展，增加新兴学科，以培养科技创

新人才为目标，开设一批符合国家战略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需求的新学科，助力低空经济、生物制造、人工智能和商业航天等

新兴产业发展。同时，高校要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学科和各个专业的融合，开展跨学科教学，搭建多学科交叉教学平

台，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增添助力。

（二）聚焦前沿科研成果，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促进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高校要 积极对接世界科技前沿、国家战

略需求，加大在科研项目上的投入，鼓励学科带头人开展科研研究，

为生物制药、低空经济、“互联网 +”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进一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市场竞

争力，打响中国企业知名度，从而提高中国品牌国际竞争力。例

如高校要立足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积极设立无人驾驶、锂

电池等科研项目，与汽车企业合作，联合开发智能化无人驾驶系统，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新能源汽车驾驶安全性，从而提

高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力，帮助中国企业抢占海外市场。此外，

高校要把创新创业和科研项目相结合，建立完善的科研项目管理

体系，选拔优秀学生参与科研项目，让他们跟随导师参与科研项

目，例如无人机研发、汽车无人驾驶技术和航空材料研发等项目，

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进一步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科研能力，

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科研事业，从而提高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率，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构建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高校全面深化与科技类、制造业、互联网类企业之间的合作，

促进产业、教学和科研的衔接，构建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优化

教育资源、科研资源配置，进一步促进专业课教学与新兴产业、前

沿科研成果的对接，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第一，高校要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

让他们参与校内教学、课程开发和教学评价等工作，一方面可以促

进本校教师和企业专家之间的交流，提高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双

师型”教师。另一方面学校教师可以联合企业专家开发活页教材、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把企业科研成果、营销案例等融入教学中，让

学生提前掌握岗位技能。第二，校企联合设立科研项目，争取企业

资金投入，解决高校科研资金难题，联合研发人工智能技术在跨境

电商、直播带货等经济领域的运用，研发虚拟机器人，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为跨境电商、新媒体营销行业提供技术支持。产学研一体

化模式有利于深化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校企在课程开发、

专业课教学、科研项目上的合作，让学生跟随企业师傅学习，提高

他们岗位胜任能力，同时加快科研成果在企业上的应用，帮助企业

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学校与企业的双赢。

（四）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企业用人新需求，高

校要积极转变人才培养理念，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把新质

生产力融入专业课教学、创新创业教育中，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高校要紧跟科技发展新趋势，围绕经济热点、产业需求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人工智能、“互联网 + 经济”、生物制药

等产业紧缺的拔尖创新需求。例如高校可以结合跨境电商、直播

带货等新经济业态调整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开展直播带货、

电商平台运营与新媒体营销等实训教学，提高学生大数据应用能

力和营销能力。同时，高校要创新教学评价体系，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开展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社会实践和

线上学习过程，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发展，

从而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出能够服务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五）推动智慧教育改革，提高学生信息化素养

高校要积极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和云计算等新技

术，构建智慧教学体系，搭建线上教学平台、虚拟仿真实训平台，

把互联网优质教育资源融入教学中，让学生体验智慧教学带来的便

利，进一步提高他们信息化素养和创新能力。首先，高校要积极构

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满足经管类、机械制造类、计算机类专业实

训教学需求，运用虚拟机器人、VR 技术创设虚拟情境，加深学生

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VR 技术的了解，渗透新质生产力，提高学

生大数据应用能力。其次，学校可以引进工业机器人、无人机等专

业设备，改善实训教学环境，促进新兴产业和专业课教学的衔接，

让学生了解无人机操作与编程、无人机维护等技能，让他们了解低

空经济发展理念，激发他们创新创业积极性。此外，教师可以带领

学生学习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技能，提高他们实践操作能力，加

深他们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促进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结语

总之，新质生产力为高校教育改革、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改

革指明了新方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校教育教学的衔接，

督促学校完善学科设置、课程体系，完善专业教学体系，进一步

把国内外前沿科研成果融入高校教育教学中，提高学生创新和科

研能力，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同时，高校要践行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使命，深化产教融合，构建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增加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通识课程，提高学生大数据应用能力，加快高校教育改革，助

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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