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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群为例 
朱明娟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因此通过校企合作，整合资源，协同育人，才能够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
式。本文通过对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培养现状的研究，发现了学校在人才培养上仍然存在专业课程体系与岗位联结弱、专业教学存在
不足以及专业实训存在困难等问题。从化工行业需求、专业需求、学生就业需求、现代教学需等方面分析了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
重要性。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师资力量、实训基地、建立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提出了对策，来完善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 

关键词：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 

-- A case study of applied Chemical Technolog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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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pplied chemical technology major is a very strong practical major，so through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integration of resources，collaborative education，ca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status of applied chemical technology major，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of talents，such as the weak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post，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profess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hemical industry demand，
professional demand，student employment demand and modern teaching dema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curriculum system，faculty strength，training base and establish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uarantee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 of applied chemical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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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

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
型定位。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说明了专业建设与产学研的深
度融合，是接下来我国教育事业的的工作重点。国务院颁发的《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一 2020 年）》明确提出：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工学结
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1]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课
程的质量、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质量的提高、实训基地的建
设等问题都与校企合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是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核心点，是推进专业建设不断深入的“助推器”。 

一、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一）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与岗位联结弱 
当前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普遍参照普通本科专业课

程体系改造而成，甚至是普通本科课程体系的复刻版，没有根据院
校所在地区、学校特点、合作企业的岗位需求进行课程设置，课程
体系缺乏本校的特色。专业课程设置了技能类课程，但在教学的过
程中，课堂教学是主要的方式，强调化工专业的理论知识，这就导
致枯燥的理论知识会导致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减弱。另外，学校课程
体系中实践课程所占比重较少，同时，实践教学跟不上化工行业的
变化，缺乏新颖性，无法与整个行业进行有效的衔接，导致应用化
工技术专业学生难以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工作后无法快速适应岗
位。 

（二）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学存在不足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专业教材

缺乏、课程思政育人形式单一等问题。在应用化学技术专业中，学
校缺乏“双师型”的教师、缺乏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缺乏有高级职
称的教师，多数老师只有理论教学能力，但实践教学能力有待加强，
缺少行业领军人物，部分教师缺乏教授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无法
给学生带来坚实的专业保障。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材方面，能够选
择的教材种类较少，教材比较单一。课程思政育人方面，未创新教

学理念，教学模式也不够完善。这些问题都影响着应用化工技术专
业的教学改革进程。 

（三）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实训存在困难 
学校对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资金投入不足，没有设置相应的专

项资金，学校实训基地的设备没有及时更新，对实训耗材的投入不
够，实训有关的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实训基地与合作企业的融合度
不高，企业真正参与实训基地建设和教学的广度、深度不足，同时
实训基地功能单一，没有深入进行开放共享，效益不高。[2]这些都导
致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学生的实训工作存在苦难，人才供给与企业的
岗位需求有所偏离。 

二、校企协同育人的必要性 
（一）化工行业的需求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化工行业也在不断地转型升级，提

高主创新能力，加快掌握行业的核心技术，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和
效益，优化化工产业的布局，培育化工产业的新集群，相应国家“两
山论”的号召，推进化工行业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向高端延伸产
业链，使得化工行业变得越来越规范化、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这就对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既需要掌握化工工
艺、安全、环保、设备、人工智能等多项技术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又需要能不断学习化工新技术的发展型人才，以及对于化工产业生
产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能够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创新型人
才。因此，构建高校与企业间的协同教育体制，提升高职院校应用
型人才的素质，已成为当前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迫切任务。 

（二）化工专业的需求 
工程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有明显不同。工程型人才的工

作范围包括工程设计、工程规划、运行决策、新技术研发等，对知
识的需求要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在能力上要能把基础知识转换成
为工程原理，有一定的工程设计、规划能力；而技术型人才主要从
事技术应用、现场组织管理和服务以及一定的技术改造与创新，因
此其知识要求有一定的广度，深度要求没有工程型人才要求高，更
强调的是知识的应用性，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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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主要是培养技术型人才，化工实践应用的占比为
50%，要求学生既掌握化学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又具
有工艺实践能力，故而实际应用能力十分重要，这就需要加深校企
合作，协同培育专业人才 

（三）现代教学的需求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实训设备

也在不断地更新迭代。然而，由于学校所使用的教学器材与现实的
发展不相适应，教学内容也仅仅停留在课本上，导致了教学与实践
的脱节，以及学生对工作的适应能力。而部分检测单位、企业的实
验室设备，更是采用了世界上 先进的设备。因此，与某些检测机
构合作，可以解决目前的教学困境，不断地优化教学资源。[3] 

三、校企协同育人的措施 
（一）校企协同育人，形成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 
开展“双元主体”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与实践，与各大化工企业

和工业园区合作，构建基于校企互融的“六对接，三递进”人才培
养模式。（见图 1） 

 

图 1  “六对接，三递进”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分层分类培养，创设适合化工人才成长的培养体系。对接产业

发展需求，开发不同生源适切的教育模式，实施因材施教与分类培
养。针对普招和扩招（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不同学生
生源，实施分类教育与分层培养。积极申报国家开放大学石化学院，
面向石油与化工行业从业人员，以提升职业能力为核心，满足各层
次学历继续教育需求。建成覆盖石油和化工全产业链、现代化工生
产技术引领的人才培养体系。 

（二）整合优质资源，完善课程体系 
利用地区产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与多家企业和工业园区开展合

作，建立“专业群-平台-企业”三位一体的产教融合一体化平台， 
1.培养标准方面 
学校与企业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协同育人，以应用型人才培

养为目标，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共同制订培养计划，不断提高化工
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将培养方向转变为化工专业
学生能力的培养，产学研的开放融合。 

2.专业课程方面 
对接岗位群标准，校企“双元”共建“能力递进”课程体系。

服务地区化工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通过应用化工
技术专业群面向岗位群职业能力分析、结合国家职业资格标准、1+X
试点工作推进，学生职业发展规划需要，着力打造“通识课程平台”
“专业群基础课程平台”“专业课程平台”和“专业拓展课程平台”
四大课程平台。其中通识课程平台按“公共基础课程模块”“思想课
程模块”“职业素养模块”等模块，融入信息技术、劳动教育、创新
教育等内容，不断丰富完善选修课程体系。专业课程平台根据共通
的职业岗位能力和技术设立专业群平台课程，并根据各专业核心能
力与技术分别设立专业群课程模块。不断深化专业课程内涵，打造
服务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发展的“平台+模块+拓展”能力递进的专
业群课程体系。 

（三）加强师资力量 
强大的师资力量是学校开展教育的基石，优秀的教师团队能够

为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注入强大的力量。全面实施教师党
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将师德作为教师考核、评聘和奖
惩的首要内容，严格执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度。建立专任教
师五年企业实践全员轮训制度，通过教师企业实践、技能大赛、科
研服务、教育教学改革、国内外交流等措施，提升教师职业素养、
创新精神，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社会服务能力。根据教学要求，结
合教师专业特长、科研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吸纳企业技术专家、技

能大师，组建结构优化、专兼结合的团队。开发动态教学资源、开
启创新教学实践、开展教师综合素养建设，进行教学研究、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等。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聘请企业劳模、
大师工匠，组建技术技能高超，职业素养过硬的技能训练创新团队。
开展化工生产技术、化工安全技术等竞赛训练，实施 1+X 证书培训，
实习实训指导，对外培训等工作。依托“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深化校企合作，开展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教
师培养等任务，集专业群团队优势实施技术攻关，提高团队技术服
务创新能力。 

（四）完善实训基地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较多，

实践教学投入十分巨大，人才培养成本很高，如果仅仅依靠学校的
力量，人才培养会十分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进行校企合作是一
种有效途径。结合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特点，利用与学校合作的企
业的生产环境，与企业共享人才培养资源。 

扩大校外实践基地，在完成已有实践平台构建任务的同时，积
极开辟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的实践性课程平台，与合作企业共建
了化工实习平台，搭建企业实践舞台，由此来填补了应用材料专业
实践的空缺，增强了老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意识。[6] 

（五）建立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1.建立持续更新的课程内涵动态调整工作机制。能够依据产业

发展和市场需求，与产业需求和职业标准对接，持续更新课程内容，
对接生产过程，使专业群课程与岗位群典型工作任务相对接，与学
生职业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应。密切跟踪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对接未来产业变革和技术进步趋势，调整人才培养定位，更新教学
内容，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产业先进元素纳入教学标准和
教学内容，例如将膜分离、超临界萃取、反应与分离偶合技术等融
入化工分离操作技术课程中。确保培养目标适应岗位要求、教学内
容体现主流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与时俱进。 

3.以教学诊断与改进为基本制度，建立由学校分管教学院长负
责、教务处、教学督导、系部负责人、教研室主任、骨干教师、学
生、企业专家和第三方评价体系组成的教学质量评价小组。以学生
发展需要和企业用人需要为目标，设计评价标准，以学院大数据中
心（“互联网+教育”大数据平台）为技术依托，健全常态化、可持
续的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持续改进的静态螺旋系统；贯穿诊改理
念，强化质量意识，树立全面质量管理理念，把自我诊改理念引入
项目管理，形成自我改进的动态螺旋系统。通过五年的实施，不断
完善改进评价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推广的评价模式。 

四、总结 
校企协同育人，是当前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改革进入深

水区的重要措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校企合作也是满足
化工行业的需求、化工专业的需求、学生就业的需求以及现代教学
等需求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培养仍然存在这许
多问题。专业课程体系与岗位的匹配程度不高，导致化工专业学生
没有办法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快速适应合作企业岗位；专业教学
上师资力量不足、缺乏化工专业教材、课程思政育人形式单一；化
工专业实训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功能单一等问题。要优化应用化工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就需要从课程体系、师资力量、实训基地、
评价体系等方面不断完善。与合作企业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实用型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复合型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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