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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电子信息 +”背景下卓越 2.0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研究

牛四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从电子信息

到“电子信息 +”全面升级的挑战，针对传统专业内涵亟待升级

和校企联合培养融合增效不够的问题，本文探讨了通过全方位全

过程融入人才培养、构建横纵交叉的课程体系和以企业俱乐部驱

动校企深度融合的校企联合培养新模式，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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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当今世界正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为代表

的新技术正推动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面对从电子信息到“电

子信息 +”的全面升级，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如何进一步优化高校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推进深度产教融合和校

企协同育人，探索提升卓越计划 2.0 学生工程能力和综合素养的

新模式，已成为各高校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电子信息 +”背景下的时代机遇

2019 年 4 月，“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启动大会在天津召开，

计划是新时代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打造教育“质量中国”的战略

一招、关键一招、创新一招，是中国高等教育一次“质量革命”。

启动大会的召开也标志着卓越工程师计划 2.0 的正式启动，在“电

子信息 +”背景下，加强校企联合培养，提升学生工程创新能力

将成为卓越 2.0 学生培养的重要一环。

二、目前卓越工程师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电子信息 +”背景下，传统专业内涵亟待升级的

问题

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需求，传统专

业需要全面发展升级，应充分调研社会、产业界的需求，结合学

校定位和地方发展需求，梳理重构人才的培养目标；面向多学科

叠加、交叉和融合的趋势，培养学生跨学科协作和多学科交叉知

识学习的能力；面向未来产业发展和未来工程师的需求，要提高

学生工程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二）校企联合培养形式单一，融合增效不够

目前校企联合培养往往作为学生培养的补充环节，学校和师

生的重视程度不够，联合培养以企业课程和讲座为主，形式较为

单一；与此同时，企业通过校企联合培养获得人才储备、充实科

研力量的效果并不明显，部分企业因核心商业机密保护、人才培

养经验不足、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等因素，对校企联合培养的重

视程度和参与度不够。

三、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新探索

面对人才培养的规格升级的需求，本文以工科院校卓越计划

2.0 为突破口，拟采用“四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创新，探索未来工科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全方位全过程融入人才培养

学校应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协作，让企业全方位全过程融入人

才培养中。在培养目标调研时，应结合行业、企业的发展动向，

充分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在培养方案修订时，应邀请企业专家

参与，注重学生项目管理、工程管理能力的培养；邀请企业导师

参与到课程大纲修订和课程实施中，全面更新课程内容；打通企

业实习渠道，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工程实践中得到提升。

（二）构建横纵交叉的课程体系

纵向课程的特点是以授课引导学生纵向深入的学习和掌握专

业知识，学校目前现有的课程以传统的纵向深入为主；横向课程

旨在通过组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完成

项目开发或系统设计，训练学生综合运用各类知识的能力，学习

过程以开发解决方案为主。

通过加强校企合作，企业教师更多的参与到横向课程的构建

中，并辅以实际项目案例训练，构建横纵交叉的课程体系，能够

使学生的学习深度和广度的全方位拓展。

（三）以企业俱乐部驱动校企深度融合

逐步建立企业俱乐部，构建新型校企合作关系。企业不再以

点对点的形式与学校某个专业领域开展合作，而是在合作网络内

实现校企和企业之间交叉领域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校企互利

关系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以企业俱乐部为载体，向学生提供创

新性课题，培养学生工程创新能力。

四、结语

在“电子信息 +”时代背景下，以卓越计划 2.0 为抓手，积极

推进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创新和探索，将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还将充分发挥学校与企业的优势，

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实现企业和产业全面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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