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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新商科育人模式研究 
李光燕  江翠元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7） 

摘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我国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政府和各级教育机构都在号召高校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开

展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使学校和企业能够互相取长补短、互惠互利，一起培养出更多的符合国家发展和企业进步的实践型人才。

但是在实施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本文针对现在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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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是指应用型高校根据所设专业，积极开办专业产业，

把产业与教学密切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把学校办成集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为一体的产业性经营实体，形成学校与

企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1][2] 

商科人才作为我国人才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各行各业中都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

中首先提出了劳动分工，商科这一专业也就出现了。[3]在过去两百

多年的时间里，都是处于以职能为导向，各个商科专业相对独立和

自成体系的传统商科阶段，强调对于知识体系的分解，忽略了商科

体系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学生们对于商科知识的理解比较片面，且

容易出现断层。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推动了新工科、新医科、

新农科、新文科的快速发展，新商科人才的培养也迅速应运而生。
[4]新商科其实就是要根据实体经济供给侧的需求，走市场化、企业

化的合作之路，必须要引入“产教融合”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专门

培养满足新时代要求的商业人才。[5] 

一、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新商科育人模式的现实

机遇与挑战 

1.应用型高校对“校企合作”的关注不足，“校企合作”机制

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 

部分商科专业在开启校企合作过程中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只是

机械式的重复操作，并不能锻炼核心的专业能力，实践技能达不到

提高，这和校企合作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初衷背道而驰。 

2.新商科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不全面，人才培养方向需要进一步

理清。 

就业型人才培养目标忽略了创业型培养方向、专业课程设置缺

乏连贯性和融合性、实践教学缺乏资源和渠道、业务素质与文化素

养培养不均衡。 

3.许多商科高校校企合作缺乏系统成熟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

案。 

许多商科教育中所谓的“校企合作”并没有改革传统的教学体

系。虽然修改了人才培养目标，更加注重对于实践能力的培养，但

是在培养方案、培养体系、课程设置、培训教材方面并没有相应的

改革，还是运用原先的教学材料。教师在给学生讲授大量实践课程

时，因为缺乏相应的教学配套体系，使得授课效果并不理想，并且

这部分课程并不能与专业其它的理论课程很好地融合。 

二、面向“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1.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校企合作模式，构建满足地方经济和产

业发展的新商科人才培养体系 

要顺应未来新经济、新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发展趋势，结合自

身办学特点和优势，以及地方产业人才的需求，按照“以学生为主

体、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构建新商科人才培养体

系。 

2.倡导多专业交叉融合建设，构建新商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着力推进产教融合背景下新商科类专业集群化 

注重以特色优势专业引领多专业交叉融合建设，制定新商科人

才培养课程体系、知识体系和能力目标以国家级和省级特色专业作

为新商科专业的核心专业、发挥其引领辐射作用，通过教学资源整

合、多专业交叉融合建设，创新了培养内容与培养载体，扩展专业

内涵与外延，进而构建新商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知识体系和能力

目标。 

3.优化多维度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体系，注重培养学生专业能

力与职业能力的对接 

开展多元多维协同模式下的课程体系、教师团队、实习实训、

创新创业建设等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的综合实践改革，形成对

接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知识能力体系为基础的模块化、特色化新商

科人才培养方案。 

三、小结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新商科人才教育是个系统工程，

要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改革、坚定不移地抓专业调整升级

工作、系统构建课程改革体系、持续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等。

要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改革，要创新课程体系，要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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