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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职能，但贵州的高职院校对教学以外
的科研工作，普遍存在没有制定具体的科研规划或者规划与学院
发展脱节的情况。此外，大部分老师认为这是学校的额外任
务，不在日常教学工作任务中。但科研工作是高职院校立校的
基础和发展的保障，是关系到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
一，也是产教科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突破在高职院校中
科研工作的瓶颈，以及有效地激励教师开展科研工作，是目前
贵州省以及全国高职院校科研面临的困境。高职院校科研平台是
高职院校专兼职教师以及校外相关人员进行科研交流的重要基地
和承担研究成果转化的重任。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院下设有贵阳
产业技术研究院，研究院于2014 年由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和贵阳
市科学技术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组建。以现有的贵阳职业技术
学院科研平台——贵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为蓝本，研究如何将其完
善成为一个定位精准、服务快捷、汇集全省高职院校教授、
硕、博等优秀人才的特色科研平台，进而探索在完善的科研平
台下如何构建适合贵州省产业实际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1  科研工作在高职院校中的问题分析
1.1 重视程度不足和教学任务繁重。目前，高职院校意识

到科研对教师能力整体提升的重要性，但不论是在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科研能力方面，还是在科研团队的建设、科研平台的搭建以
及相关科研设备的完善等都远不如本科院校。此外，大部分高职
院校要求教师双肩挑，因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繁琐的日常管理工作
就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大部分教师不愿再投入精力到科研工
作中或积极性不高，只求不参与或应付了事。

1.2缺乏完善的科研平台。高职院校普遍是由中职院校重新
组建升格或者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新成立的，科研工作开展比
较缓慢，缺乏系统和完善的管理体制。而高职院校现有的科研机
构，普遍只能是向广大教师转发一些科研申报信息或者收集材料，
并不能从实实在在地为教师提供科研支持。由于没有完善的科研
平台，对于一些具有科研积极性的教师而言只能放弃。

2  完善科研平台的相关措施
2.1 寻求大力支持，完善现有科研平台。产教科融合需要

科研平台的支持，科研平台也需要相应的组织保障。除了需要获
得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外，还需要吸引行业内的相关企业
参与科研平台的建设和完善，避免高职院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脱离企业需求以及浪费国家科研资源等情况。

2.2汇集全省高职院校的科研人才。得益于国家对高等职业
教育的大力发展，大批具有一定科研实力的高层次人才加入了高
职院校的教师队伍，但大多高职院校不具备完善的科研平台，造
成全省科研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将这些具有不同背景、专业、经
验的高职院校的人才资源聚集到一起，实现知识在平台资源的自
由流动，给他们可以搭建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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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平台。
3  在完善的科研平台下“产教科”人才培养的举措
3.1 设立科研导师指导体系。在贵阳产业研究院科研平台

下，针对教师科研方向不明、经验不足的情况，采用导师指导体
系，帮助有科研意向的教师确立教科研方向，指导其申报科研项
目。对于部分有意愿科研的教师资历、职称不够，前期独立申报
成功率不高的情况，可以尝试推荐或直吸纳进现有的科研团队，
指导其承担部分科研任务。在其具备了一定科研能力和经验后，
再指导其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申请书和科研论文等的撰写。

3.2 设立激励和管理制度体系。在贵阳产业研究院科研平
台下，完善的科研管理体系离不开科学的激励制度，通过有效的
科研激励机制可以极大地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避免
高职院校教师处在被动科研的状态。除了提升物质基础外，科研
平台内的组织管理和工作氛围也会直接影响教师的科研发展。改
变以往的科研激励制度，减少行政干预，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充
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在平台内的团队拥有更大的自
主权。

4  结语
如何在产教科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通过完善贵阳产业技术研

究院平台来探究高职人才培养要素，是提升高职院校整体发展水
平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要通过参加产教科
融合的相关项目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从而强化科学研究能力，
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产教科融合。

参考文献：
[1]徐振华.有效促进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建设研究[J].产业

创新研究,2020,(20):155-156.
[2]陈健,产教深度融合下的高职特色科研平台构建[J].教育

现代化,2020,7(21):74-76.
[3]梁光平,高职院校科研平台的建设设计———以贵州野生

药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协同创新中心为例[J].辽宁高职学报,
2020,22(08):100-101.

[4]谢鸣,高职院校科研软硬件环境建设研究*———以贵州
Z职院为例[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8(05):36-38.

[5]韩慧仙.高职院校科研育人实施路径的探索与研究[J].辽
宁高职学报,2020,22(11):97-100.

[6]魏红伟.高职院校学生“产、学、创”与教师“产、教、
研”对接研究———以软件技术专业为例[J].职业教育研究,
2020,(04):49-52.

作者简介：
黄毅（1989.05-），女，湖北武汉，研究生，中级，研究方

向：植物科学、高职科研教育。
姚建波（1971.02-），男，汉，贵州正安，研究生，副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