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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民办高校产教融合课程支持系统建立
迟云平　陈翔磊　宁佳英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广东 广州 510990）

摘要：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推动“2025”的主力军之一，

行业依靠先进技术的转换、创新与应用，逐年沉淀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要进一步推动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就需要优质的

教育。而产教融合是其必经之路，本文对民办高校产教融合课程

支持系统建立，在完善规章制度、资金与其他资源投入、组织保

障等进行了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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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产教融合运行的基本情况

2014 年国务院《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通

过推动和引领，促使一部分高校朝着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还相继

出台了一系列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复合型人才的通知。

各高校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途径对部分专业教学计划不

断修订，试图寻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实现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培养。但由于新兴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对先进技术的转换、创新与

应用速度极快，高等教育机构难以快速适应其变化速度，产教融

合课程支持系统的有效建立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纵观国外高等教育产教融合之路，德国 19 世纪的“双元制”，

是高等院校产学合作的开始。美国 20 世纪初在大学的工程技术学

科领域，部分高校开始进行职业教育。国外产学合作的机制，有

澳大利亚的 TAF 学院的以产业为重点。美国的社区学院以高校为

主。企业与学校共同重视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其“双元制”重视

机制的制定，传统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2009 年 6 月，奥巴马政府启动《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等措

施以来，美国依托数字制造技术等高新技术，发展先进制造业和

新兴产业。

面对制造业技能人才危机，IBM 利用自身强大的人力与技术

优势，开展校企深度合作，提出培养美国应用型人才全新的构想，

即，学生完成学业后，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和应用科学副学士学位

证书，并能胜任 IBM 初级工作岗位 3 项目标为引领，培养通专技

能兼备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纽约城市技术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合

作创办“4+2”模式的技术学院预科高中，主攻 STEM（科学、科技、

工程、数学）课程，学制为 6 年而非传统的 4 年。

二、产教融合的内涵、特点、要求

“产教融合”的内涵从行业角度看是指“产业”与“教育”融合，

从组织属性看是“企业”和“学校”融合，从实施性质看是“生产”

和“教学”相融合。

“产教融合”的特点是具“跨界性”，它们分别来自生产企

业与教育机构。同时具有“双主体”特点，他们是独立运行、独

立结算的主体。还具有“互利性与公益性”的特点。

“产教融合”要求双方互动性、合作性极高，以保障双方的

动态适应性，对校企双方制度、技术与产业价值、双方文化进行

适度融合。

三、民办高校产教融合课程支持系统

（一）完善规章制度

由于目前国内关于产教融合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

在高校与企业开展合作中，大部分只有简单的合作协议，而非正

式合同。任何一方发生违约问题，都不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进行

有效评判，致使问题的解决成为“牛皮糖”，使正常的教学秩序

受到严重干扰。

因此，双方通过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教学进度、

考核标准、教学质量评价细则、奖惩制度等一系列需要科学、严

谨对待的科学工作文件，并共同编写教材，制作课件及教辅用具等，

在一系列工作中，促进双方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拦截在课程开发的

起始端。

（二）资金与其他资源投入

对于双方合作的资金投入问题，应细化到具体时间节点。由

于民办高校资金问题永远都是弱项，因此，大部分合作项目采用

企业为主导的模式进行，企业的资金投入原则上应该以每一期为

单位到位后，项目开始运行，其他资源可以按时间顺序逐步到位，

以保障项目的顺利运行。

（三）组织保障

对于合作项目的开展，组建专项常设组织，对双方利益主体

进行审批、监督。避免靠老关系和信誉来支持运转。

（四）合作双方协调机制

协调机制的建立，其层次应该建立在具体实施的上层组织。

便于在产教融合活动中，法律法规、组织、经费、综合评价等机

制的运行，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五）服务部门

综合服务部门的协调服务，在产教融合的活动中，扮演了“救

火队”的角色。一项合作的推进，免不了出现突发状况，因此，

除了合作双方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支应对突发事件的服务队伍，

是项目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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