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2023 年 2 月  第 5 卷  第 4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高教理论

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技术大学 SCT 专业组群

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冯东华

(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天津　300000）

【摘　要】软件与通信技术（SCT，Software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涵盖了软件工程、通信工程、

物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在内的应用软件、硬件设备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服

务和物联网技术。SCT 专业组群发展是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内在诉求，也是产业聚集效应的催生结果。本文

旨在探究产教融合模式下，围绕国家战略，契合先进产业，立足重点行业，推进学校 SCT 专业组群建设，实现

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高度契合、专业组群协同育人深度变革。通过研究与实践，探索专业组群建设体制机制创新、

产教融合运行机制创新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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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SCT Majors in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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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ftware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SCT)covers application software, hardware devices, as 
well as various related services and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ies, including software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nternet of Things engineering,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SCT professional groups is an inherent deman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n schools, and 
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model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ocusing on national strategies, aligning with advanced industries, focusing on key industrie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SCT professional groups, and achieving a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deep transformation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professional 
groups. Through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plore the innovation of professional group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Key words]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 group; Application type; Talent training mod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强调，为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

与变革，应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这为职业

教育乃至应用型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当前，从制造

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从世界范围

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呈现出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

智能化相互交织，需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

业深度融合，从而进一步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深刻

变革。

以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行

业的深度融合，成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

重要途径，也将成为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智能

化的必由之路。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中软件与通信技术

正是重要支撑，也是一项复杂系统科学，对推动数字化、

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2 专业组群建设目标

2.1 深化产教融合，推进了高水平专业组群建设

围绕国家战略，契合先进产业，立足重点行业，

推进学校 SCT 专业组群建设。目前，SCT 专业组群先

后与国内等知名企业进行了深度合作。建立了新一代

信息技术下的课程改革机制，教学内容中融入新技术、

新工艺、新规范，丰富课程、教材内容；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改进教学方法，推进“线上、线下、职场化”

融合教学模式构建。

2.2 深化 SCT 专业组群融合，实现了人才培养与

产业发展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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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军民融合、制造强国、乡

村振兴及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和“五个现代化天津”

建设，通过组建校企虚拟教研室、构建分层次多方向

实践教学体系，优化SCT专业方向，深化学科专业融合。

通过深入行业企业调研、邀请知名专家研讨、兄弟院

校交流、集中研讨等方式了解行业企业新业态、新技

术，立足区域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迫切需求，

推进 SCT 专业组群深度融合，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

发展高度契合。

2.3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了高素质产业

生力军

应用技术大学是以科技成果应用为导向，应充分

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

产业等相关专业，全面推广以现代学徒制为主的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提升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的建设

水平；深入实施导师制、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技能大赛

为核心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3 专业组群建设内容

3.1 优化专业结构与布局

运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从宏观层

面解决目前教学中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积极性低的问题，

逐步形成“政产学研资用”的办学新体制，借助于行

业调研分析和毕业生跟踪调查，把握社会所需，运用“请

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让企业的高工高管参与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使得人才培养能够紧跟产业发

展需求，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有效对接，进而

改善目前专业设置过程中目的不明、质量不高的现状。

3.2 推进高水平 SCT 专业组群建设

探索构建校企虚拟教研室和分层次多方向实践教

学体系，推进专业组群建设与改革，利用产教的内在

对接和校企政的外在协同，构建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

模式，解决目前教学中创新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

具体实施中，根据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实际，

组建两个人才培养质量高、服务发展能力强、契合军

工和产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 SCT 专业组群，通过典型

示范引领，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推进其他高水平专业

群建设。

3.3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实施“英才培育计划”推进教师教学模式改革，

以课程内容模块化建设为抓手，优化知识结构，重构

应用型课程体系。在教学实施中，广泛推进任务驱动

项目化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案例教学、理实一体化

的模式，有效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深入实施导师制、

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能大赛“三位一体”英才培育计划。

遴选教学严谨、经验丰富、企业经历的学业导师，通

过个人申报、择优选拔、集中培训、导师指导、多元

化培养，结合项目式研修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利

用技能大师工作室，让学生参与工作室技术攻关项目，

实现技能传承，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以各级职

业技能大赛为引领，以赛促学，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4 取得成效

4.1 SCT专业组群建设实现了办学体制机制的创新

通过 SCT专业结构调整促使产教融合的深度发展，

研究成果促进职业教育育人模式的理论创新，丰富职

业教育办学模式、办学特色、办学原则和办学体制机

制等内涵，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及创新

创业的稳健发展，为其他地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运行

机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4.2 高水平专业组群建设实现了产教融合运行机

制的创新

本研究以应用技术大学为例，立足区域经济社会

产业发展以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运行现状，对应用技

术大学 SCT 专业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运行模式、

运转现状进行探索。达到两方面成效：一是为职业院

校加强产教融合提供借鉴，在运行机制层面上，产教

融合服务应用技术大学层面上，给予双方合作提供可

供参考的原则、对策及较为具体的操作策略。二是从

组织方式、决策方式及运行方式对产教融合各方提供

保障和约束，提升双方合作的匹配度，探索职业院校

自组织机制、职业教育与市场间动态人才供求机制以

及校企之间、校校之间的资源调控机制等。

4.3 岗课赛证实现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出发，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方案，

深化现代学徒制试点与推广，实现人才与产业发展需

要的高度契合。英才培育计划使得人才培养主动适应

区域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

大批应用型人才、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深

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从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5 结论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深化校企合

作与产教融合，贯通产业链、专业链和岗位群，促进

校企双向互通、兼职互聘机制，打造高水平、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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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优化了专业结构与布局，完

善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双元协同、全方位育人”

专业组群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高

度契合，从而提高了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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