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教融合  助力智能科技发展新模式 

——智能科技学院构建产教融合发展新格局 

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区域知识积累、创造与传播的主体，

是原始性创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产

教融合更是高校自我发展及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智能

科技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应用型建设中，将产业和

教学密切结合，形成学校与企业深入合作的办学模式。 

一、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新格局 

1.专业共建，共同打造人才培养基地 

学院与达内教育共建了 AI 智慧创新工场，为学生提供

更好的学习环境及学习资源，不仅有助于推进“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增强学院为地方经济

建设服务的能力，同时也满足企业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

求，实现学院与企业的共赢。 

2.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 

学院在去年 10 月与深圳市赛亿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项目开发合作协议，针对智能手环开发项目进行深入合作，

为智能科技与应用专业做成果累积。校企合作提升了企业创

新能力和科技水平，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

生产力，同时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在实践中培养高科

技人才。 

3.打造特色专业，建立相互支撑的专业集群 



学院下设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四川省批准的特

色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紧密围绕产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

培养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通过专业集群，保持了专业的

核心竞争力，利于培养面向智能科技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更

为学生在毕业就业提供多元化选择。 

二、强化企业主体作用 

1.拓宽企业参与途径 

   学院针对产教融合、应用型建设、专业建设等内容与众

多企业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提高企业参与办学的程度，调

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整理企业对

人才的专业知识及能力需求，修改培养方案及专业核心课程

教学内容，使教学目标更贴近企业用人目标。学院还积极邀

请企业专家举办专业讲座，让学生了解专业发展现状，找准

自己专业学习的方向，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为未来就业打下

良好基础。 

2.企业专家进课堂，创新人才培养 

学院邀请多名企业专家担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工作，

为学生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从实践的角度去深化理论知识。

企业专家进课堂，既让学生充分了解本行业的现状和具体的

职业技能要求，又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及素养，更

好地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对于优秀学生，企业专家可以直

接推荐到行业对应企业进行实习，为学生进一步接触社会提



供条件，缩短学生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距离，大大提高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 

3.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 

   一年时间里，学院有八门课程由企业来进行实训教学，

教学过程中引入的企业真实案例充分吸引了学生的兴趣，能

够接触到实际项目的开发也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很大

的提升。通过实训，让学生真正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提

高学生对于实训课程的满意度。同时，学院还与企业共建共

享实训基地，共同编写实训教材，制定实训内容。 

三、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 

1．积极探索“2+1+1”人才培养模式 

“2+1+1”模式是指学生在大一至大二期间按学校要求

完成 2年专业基础课程学习, 在大三时用 1年时间采用企业

进校园的模式进行学习, 其学习课程由学校和企业一起商

定, 大四 1年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锻炼, 完成毕业设计。学

院与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赛亿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甲骨文 oracle教育产业部等企业构建了以双向参与、

双向服务为宗旨的“2+1+1”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以期

做到学校与企业信息、资源共享, 实现专业学习、企业实践

和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培养出符合社会和产业需求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2+1+1”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

企业可以招聘到符合自己需求的高校人才, 学院也提高了



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工程实践能力及就业竞争力,人才培养特

色更加明显, 两者形成良性循环, 实现共赢。 

2．“双导师”育人 

“双导师”指为每位学生配备一名校内学术导师和一名

企业导师。企业导师一般为具有丰富经营管理经验的企业高

层管理人员，他们在职业能力提升、理论知识运用、个人职

业规划、案例分析、企业实践、论文写作、人脉延展等方面

对学生予以指导，和校内学术导师一起共同完成学生的培养

工作。“双导师制”其实质在于帮助学生把课堂学到的管理

知识更好地运用于管理实践中并能够解决真实的管理难题，

强调提高学生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等软技能，

弥补校内学术导师理论教学与培养的不足。 

3.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根据目前专业建设和师资情况，采用内培外引，校

企合作培养的长效措施，不断壮大专业群师资队伍。如支持

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学校任教，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大

中型企业合作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完善学校

教师实践假期制度，支持在职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锻炼，以

建设一支学技并重、专兼结合、稳定发展的“双师型”创新

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徐鸿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