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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分层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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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教学是提高高校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是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教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从地方应用型高校食品科学与

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出发，结合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在校企合作基础上，构建分层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以产业需求为

导向的实践教学方法，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大别山地区乡村振兴和大健康产业发展输送优秀专业技术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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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a	rallying	point	of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reality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ation	colleges,	We	

propose	a	stratified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is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is	industry	requirements	-oriented,	

and	will	contribute	to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By	this	means,	more	excellent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rained	will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abie	Mountains	and	health	industry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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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分层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背景与意

义

2015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

让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发展，与陕甘宁、赣南等革命老区一样，上升

为国家战略 [1]。黄冈是实施这一国家战略的核心区域，2018 年推出

黄冈市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2]，在政策扶持上，市政府大力支持农

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等领域的市场经营主体，在品牌创建上给予

政策、资金扶持。

黄冈师范学院是黄冈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生物与农业资源

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自 2000 年本科招生以来，历经二十多年

的潜心发展，目前已成为鄂东地区独具特色的专业，面向全国相关

行业输送了大量食品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所在单位的

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要进一步提高地方院校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综合素质，实践教学是培养专业人才

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校企合作模式，推动企业健

康发展的同时，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工科人才培养与乡

村振兴需求的契合度，为黄冈市乃至大别山地区的振兴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

二、校企协同育人背景下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现状与

存在的问题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包括专业课程实验、专业实习

实践和生产实习。专业课程实验的开展主要指导学生掌握基础专业

操作技能，为提升其创新实践能力打下坚实基础。在专业课程实验

的基础上，还开设了专业实习实践和生产实习，通过企事业合作单

位现场实地参观见习及实习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本

专业的认识和兴趣，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理论知识和生产实践脱节的

问题，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

经过多年的办学发展，学院已经和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

良好合作关系，不断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实践教学模式，

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1、实践课程教学缺乏创新，不能与时俱进

实践教学虽然内容丰富，但是缺乏突破和创新。通常基础性、

验证性实验较多，综合性应用性实验较少。同时实验项目的选择循

规蹈矩，长期僵化，对行业发展和需求不闻不问，导致所教授内容

不能紧跟时代，与行业需求脱节，对学生实践和今后就业造成一定

影响 [3-4]。目前黄冈各县市的食品企业，普通存在产品品质控制和

研发能力弱、产品标准化管理水平不严格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大别

山地区食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因此食科专业人才缺乏已经成为普

遍现象。因此，调研企业及人才市场需求，及时更新实践课程内容

及项目，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及创新创业能力，才能培养出企业急需

的优秀技术人才。

2、协同育人深度不够，模式单一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仍处于初级阶段，机制尚不完善 [5-7]，实习

实践模式通常表现为企业提供平台接纳学生参观见习及实习活动。

实践过程主要由实习单位根据需求管理，教学管理和科学研究力度

不够，难以反映人才培养方案需求，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实习工

作内容较单一，实操机会少，大多数企业会考虑学生安全问题，实

习学生参与的都是技术不高的辅助性的工作，很难真正接触企业实

质性的工作。由于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很难参与到学生培养的过程

中，因此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很难建立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教学

组织形式。高校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同样面临着难以选择的局面，

符合校企合作的企业从质量和数量上都非常有限，与经济发达地区

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合作较少，协同育人模式很难实现。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分层实践教学模式

的探索

根据乡村振兴背景下食品相关企业的需求，根据专业特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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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地区特色的地标产品为研究对象，贯穿实践教学全过程，进

行分层实践教学，即将课程实验、实训实习、科研创新等，按照基

础、综合、创新等三个层次，探索出一体化实践教学模式。

1、经过充分调研，选择适合的企业进行实践合作

黄冈市地处大别山地区，物产丰富，目前湖北省内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数量最多的为黄冈市，共 47 个。其中农产品就有 43 个，

包括大别山黑山羊、麻城福白菊、蕲艾、罗田板栗等。黄冈市及其

周边有较多的食品相关企业，甄选以大别山特色资源特别是地标产

品为加工对象，质量标准建设发展空间比较大，缺乏基本的产品质

量指标检测能力的企业作为合作单位，可为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成长

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

2、指导教师的选择及其对实习生的培训

因为涉及到较多的检测指标，需要经验丰富尤其是具有企业

工作经验的老师作为实习指导教师，根据企业的生产需求，利用学

生实习前的课程实践（第一层次），很快将具有理论及初步实践基

础的实习生培训成企业所需的技术人员。

3、实习指导老师、实习生共同培训企业的技术人员

　　实习指导老师、实习生进驻实习单位后，开始根据企业

生产产品的国标检测要求，进行产品各项参数的理化、微生物等检

测的实习实训（第二层次），在此过程中，学生逐步具备了解决各

种突发问题的能力，此后学生即可作为企业检测检验人员的培训力

量，指导教师可负责解决过程中出现的难题。

4、实习生参与新技术、新产品开发

实习实训过程中，部分学生能力较强，在熟悉了企业检测方法，

培训企业技术人员后还有余力，则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

趣，参与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进行科研创新（第三层次），从

而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构建地方应用型的本科院校分层实践教学体系，有利于学生

获得系统的实践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综合知识应

用能力，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并在实践中对理论知识

进行修正、拓展和创新。

第一轮培养过程结束后，根据学生知识能力的评价（基础知

识型、综合能力型、创新发展型）和就业质量的综合评价，需要对

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新一轮的论证，形成闭环，从而达到持续改进的

目的。

四、校企合作分层实践教学模式建设特色与成效

校企合作分层实践教学模式既能让地方院校的学生能够根据

自己的特点及兴趣，以大别山地区的地标性产品为主要实践活动的

对象，积极主动的去完成各项实践活动，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帮助本地区用人单位建立企业自己的

科技力量，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

1、提高学生系统规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

自信

学生在实践中作为企业的技术人员参与到产品的品质控制，

采用国标方法对产品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能够系统规范掌握一种

产品各项指标的规范检测方法。学生的检测结果作为企业的内检结

果指导生产，同时要和第三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能力会得到实践

单位的认可，较好的提高专业自信。

2、提高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的契合度，提高学生就业率

该实践模式的探索不仅利于学生提升能力提升，也有助于企

业快速提升产品品质控制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高度契合，

真正实现校企互利共赢。实习过程拉近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距离，

学生也深入了解了企业，企业对学生能力也有了充分的了解，更加

乐于吸引和接收我校学生就业，增加了学生的就业机会，提高学生

就业率。

五、展望

在乡村振兴、校企合作背景下，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是落实推

动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重要举措。分层次一体化实

践教学体系，强化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对

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岗位适应性，满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对创

新型人才的需求，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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