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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多主体协同育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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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改

革，发挥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

在此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产学融合、协同育人工作势在必行，可以更好的促进人工智能学科专业建设、强化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培养、引领人工智能专业创新和推动人工智能服务社会发展。本文阐述了山东海事职业学院申报人工智能专业的必要性和已经具备

的条件，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介绍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核心课程，建立

完善的持续改进机制的方法和特点。 
 

1 申请人工智能专业的必要性 

当今，全世界科技界最炙手可热的技术莫过于人工智能，随着

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正引发可产生链式反

应的科学突破，引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与此同时，国

内外教育界也早早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在日本，从 2016 年就开始

探究并深入开展人工智能以及编程教育，近几年，以日本电报电话

公司（NTT）为代表的公益型“暑假编程入门活动”等不断出现，

给日本学生们提供了大量接触人工智能学习的机会；在美国，谷歌、

微软、Facebook 等巨头公司积极参与同各大高校的合作，从 2018

年开始，美国官方每年拨款 2 亿美元支持人工智能编程教育的普及。

面对发展的新形势，我国为了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2018 年 4 月，教育部又制定《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规划》，

指出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高等学校要完善人工智能领

域学科方向，推进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的建设等；2019 年 3 月，

教育部批准了 35 所高校增设人工智能专业。 

高职院校作为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阵地，肩负着该领域的

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职责，各大高职院校正在大力增

强人才培养力度，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推广实施人工智能领域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为了深入研究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协同育人的建设情况，将山东

海事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作为研究对象，从构建系统、打造平台、

完善评价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2 构建人工智能专业的特色 

作为地方性高等学校，山东海事职业学院作为全国第一所混合

所有制高校，致力于培养满足山东省，特别是潍坊市社会经济技术

发展所需要的应用性、创新性人才。在人工智能专业建设方面需要

突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2.1 特色专业的构建与完善 

通过校企合作，积极打造人工智能专业，以专业办学与潍坊市

行业发展的紧密对接，推动人工智能专业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

素质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深度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2.2 教学模式的改革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以人工智能在企业界的主流设计平台为

基础，通过以相关行业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项目式教学方法，完

成专业核心课优质、高效的教学，推进教学与实训模式的改革，最

终实现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 

2.3 引入企业管理模式促进就业 

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职业规划，设计科学合理的职业素质课程体

系，为学生创造类似在企业中学习与发展的氛围，并与校园文化相

结合，提高学校素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与职业素养，以人才培养的实际成效实现高质量就业。 

3.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建设的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的人工智能专业坚持“多元主体、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一体育人、

合作共赢”的创新发展理念，以合力培养人工智能行业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为目标，以供、需为两条主线，通过构建一系统、打造

一平台、完善一评价来建立企业、学校、行业等多主体协同育人新

模式。 

3.1 构建一系统（多主体协同育人联动系统），全面实现各主体

有效联动 

通过分析企业、学校、行业等相关主体的内在关联及合作动因，

明确协同育人的主体责任意识，完善各主体联动育人机制，建立起

协同联动、合作积极、运行通畅、效果显著的多主体协同育人联动

系统，保障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实施。 

3.2 打造一平台（人工智能专业协同育人平台），全力开展协同

育人实践 

打造“理实一体课堂、校内实训基地和企业生产现场”的“三

位一体”的人工智能专业协同育人平台，各主体为实现互利共赢，

坚持“同向同行”，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优化

师资团队，建设公共实训基地等，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全方面提

升育人质量。 

3.3 完善一评价（多主体协同育人的人才评价），全程提升协同

育人质量 

明确各育人主体的育人权责，构建企业、学校、行业协会、学

生等多方参与的动态评价机制，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吸纳社会各界

力量积极参与人才培养评价的全过程，在生产实践、教育教学、科

技研发、应用服务四方面上实现“四维推进”，形成人才培养质量

诊断与持续改进的动态机制，不断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4 结论 

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社会，对人工智能人才有着巨大需

求。人工智能和专业领域知识的结合，将使得该专业毕业生就业去

向更加宽广。所以各高校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能力为重点，通过构建高职院校人工智能专业多元主体协同

育人新模式，强化多元育人主体的责任意识，系统提升多元主体育

人质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助力，增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能力，构建“工学一体、专创融合”的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开发“学训合一”人工智能专业的“课岗融通”的课程体系，

建设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人工智能专业的开放性服务型公共实训基

地，实施“课堂、实训基地、企业”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及行业企

业、学校、学生等多元参与的人才培养评价模式，为人工智能专业

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支撑与条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