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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的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赵丽霞

（辽宁理工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摘要：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依据 OBE 的产出导向，针对信息类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树立课程建设新理念，深化课

程改革创新，在智慧信息产业学院范围内实现校企深度合作共建课程。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案例，注重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共建信息类相关专业的“Web 前端技术”一流本科课程，使用“五化”教学模式，把教学改革成果应用于课程建设，构建“5R”

实践教学体系，实现校企协同育人，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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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于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的校企

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

导向的教育模式，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达到的具体、可衡量

的成果。在这种模式下，校企合作成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途径。通过校企双方的深度合作和共同努力，可以培养出更多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研究意义

在我国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 +”行动、辽

宁省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的大背景下，新一代网络信息

技术快速发展，逐步深入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类人才紧缺。受

多种因素影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

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深化产教融合，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

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

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产教融合，全

面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意见中指出：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挥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促进人才培养供给

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

和技术技能人才，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汇聚发展

新动能提供有力支撑。深化产教融合，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

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教育和

产业统筹融合、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商务、网络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等信息类相关专业，致力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教学改革，

不断探索打造能够推动区域、地方经济发展的更多特色专业，进

而培养出更多社会亟需的智能数字信息类、网络商务类优秀人才。

在深化产教融合的大背景下，立足学校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定位及

人才培养目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革教

育教学方法，遵循 OBE 理念，反向设计、正向实施，尝试探索和

创新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打造符合学校实际的应用

型人才培养特色，是值得研究、探索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三、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目标

针对信息类新工科专业理论技术更新迭代快等特点，为适应

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加学生就业竞

争力，按照反向设计原则，依据新工科背景下的 OBE 理念，与企

业深度合作，针对培养企业急需的实用性信息技术类专业人才尝

试构建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并进行应用与实践，强化校

企在人才培养中的全程高度参与，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

新精神和就业竞争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实现校企协同

育人、更好地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

四、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内容

（一）构建基于 OBE 的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新工科背景下的 OBE 理念，围绕“讲实际、重应用”的

能力培养的主体，构建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如图一

所示）并应用。集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实践教学项目化、进行

方法多样化、考试方式灵活化、教训赛结合化、课内课外统一化、

企业参与全程化（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修改、实践教学的参与，

实习实训的参与、就业引导的参与）、实习实训岗位化的多维度

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使专业教学与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培养深度

融合，实践教学与企业合作深度融合。 

图一：基于 OBE 的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二）实践教学与企业合作深度融合（深度校企合作，实现

协同育人）

1.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①引产入教：以真实产业项目为依托，链接产业上下游，将

项目组从产业园区搬到校内教室和实验室，践行“做中学、学中做”

使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让学生提前感受企业工作氛围，提高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②引产入校：与信息产业公司合作，引入工作室形式承接企

业真实项目，在校内完成作品的制作等工作。在众包平台上（时

间财富原：威客中国、猪八戒）承接企业竞标项目。

③创客空间：与信息类、智能产业类公司合作，建立创客空间。

④卓越班、企业定制班：与企业合作设置定制班，开展校内

外实训周建设，企业教师在实训周期间入住学校对学生进行职业

培养。授课内容在结合行业、企业技术及能力需求的基础上，提

高学生职业规划、职业素养、职业技能的能力。企业负责推荐高

质量就业工作岗位。

⑤“1+X” 证书：在学校的支持下，各专业（具体见表一）

积极与企业合作，鼓励学生在校考取 X 认证证书，实现学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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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1+X 证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学生专业能力和就业本领。

2. 其他校企合作模式

①企业参与专业建设和教学资源共建（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共建实践教学体系）。

②共建项目制的实习、实训模式（企业真实训练项目的课程

设计、实践、实训、实习，企业开放真实项目案例课程资源共享，

聘请企业专家到校进行专业实训和课程设计的授课，由企业导师

和学校内指导教师共同指导社会实践、毕业设计，双导师制）。

③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

④与企业共同建设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室。

⑤邀请企业专家进校园讲座。

3. 专业教学与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培养深度融合

①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将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培养与专业教

学有机融合，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基

础训练、项目实训、参与竞赛、校企合作”的思路开展双创 、实

践与专业教学结合的教学新局面。构建体现高度融合创新创业和

实践内容的专业课程体系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②教学资源：优化现有教学资源，挖掘并使用企业真实项目

案例资源，有效利用网络上的开放性资源。

③实践教学体系：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构建分

层次、重实践的“教、训、赛三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除课程

内实验、社会调查与见习、实训、实习之外，重点开展创新创业

竞赛活动，学生除了能获得对应创新学分外， 将竞赛成绩与部分

专业课考试成绩挂钩，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

赛促创的目的。

④注重课外培养，创建多样化的学生工作室实践平台、创新

创业团队和指导教师团队。

五、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

实施

基于 OBE 的教育理念，按照反向设计原则，基于 OBE 的校

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辽宁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进行

实践和具体试行应用，以达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更新教育教学

理念，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目的。

实施步骤具体包括：

（1）满足社会需求，在对行业、企业、毕业生、实习生和兄

弟院校相关专业进行充分调研，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

（1）在前期调研基础上，从需求侧角度出发，与企业专家共

同制定基于 OBE 成果产出导向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

（1）构建基于 OBE 的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并进

行实践和试行应用。

（2）实践教学与企业合作深度融合，实现协同育人。强化校

企的全程高度融合，通过面向企业设立“卓越班”“定制班”、

对接企业项目的“工作室”以及与企业共建“实验室”和“实践

基地”等举措，形成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计划、课程设置、资源优化、

教学评价、课内外实践指导等人才培养工作的有效机制，多维度

立体化地进行人才培养。 

（3）专业教学与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培养深度融合，构建高

度融合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和考核评价方式。

（4）优化现有教学资源，挖掘并使用企业真实项目案例资源，

有效利用网上开放性资源。

（5）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构建教、训、赛三位一

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开展多种专业竞赛和创新创业竞赛，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

（6）注重课外培养，创建多样化的学生工作室实践平台、创

新创业团队和指导教师团队。

综上所述，基于 OBE 的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试行，既提升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就

业竞争力，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又实现了校企协同育人、更好

地培养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符

合教学发展趋势，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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