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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典型分享项目成果简介
（不超过 5000字）

项目名称：校企（所）协同,产教融合的育人机制及模式探索

单位名称：湖南农业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项目主持人： 王华

团队成员：颜智勇、李有志、袁红、梁运姗

一、项目研究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中提到，要加强学校与科研机构、企业单位之间的合作，促

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

组织模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

创立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选择多样、开放、灵活

的人才培养体制，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合作教育是培养高

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有效模式，同时也符合世界教育模

式发展潮流和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有助于推动我国人才培养

的国际化进程”。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 号）、《深化 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

〔2019〕6 号）强调指出：“推进校所、校企合作，进一步加

强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的战略合作，支持校所、

校企联合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完善校所、校企协同

创新和联合培养机制。紧密结合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通过跨

学科、跨院校、产学做合一等多种途径，培养和造就科技创

新和工程技术人才。”2021 年，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大学百年

校庆讲话中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最核

心最紧迫的任务。他指出，高等学校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和

协调育人，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政策项目的引导，促进

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的深度合作，创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实现资源的共享，重大科研项目的联合攻关，并在关键领域

获取实质性成果。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深化产学协同育

人机制是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

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1、研究目标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操作的角度，探索以提高学生培养

质量和就业能力为目标，研究高等院校与企业、科研院所联

合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构建高等院校与企业、高

水平科研院所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的模式与运行机制，探索在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教学、就业创业等环节



的具体做法。通过实证研究检验该模式能否实现学生、高等

院校与企业、科研院所三方共赢，特别是学生的实践能力或

创新能力能否得到显著提高。

2、研究任务

（1）管理协调机制研究。建立起包含宏观管理协调和

微观管理协调两方面核心内容的管理协调机制；

（2）联合培养驱动机制研究。探索高校和企业、科研

机构以专业、课程共建为驱动，实施协同人才培养，促进共

建双方专业和课程建设的共同发展。探索联合培养双方通过

以项目、定岗实习等合作方式为驱动，通过共同申报科研项

目、合作建设教学科研平台、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多种形式，

明晰共建双方职责，建立起稳定的实质性培养平台，充分调

动教师、学生、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多方积极性，为联

合培养的外延拓展和内涵深化注入了有效的内在需求动力。

（3）联合培养运行模式研究。包括创新校外实践指导

老师遴选机制及指导方式，积极探索毕业论文双导师指导方

式，在指导内容上如何结合企业工作内容，选取与专业紧密

相关的，具有实操性和前沿性的选题，开展技能训练，保障

其协同培养质量；优化招生机制。应加强联合培养工作的招

生宣传，形成有效的招生宣传机制，同时创新招生选拔方式，

进一步丰富招生形式；完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建设。发挥

高校和企业、科研机构双方的优势，模块化地设置特色课程



体系，增加具有前沿性、国际化、研究方法类课程内容；创

新课程讲授形式，将研讨式授课作为联合培养的主要的授课

方式，在这过程中不断强化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和实践能力

的紧密结合。

（4）联合培养保障机制研究。积极搭建教学实践平台

建设和资源共享，深入开展业务及学术交流，同时以联合科

研项目、社会服务等为引导，逐步开展深度业务合作，进而

带动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完善联合培养的质量评估机制建

设。针对目前高等教育的评估更关注对培养结果评估的情

况，本研究提出要加快建立起严格的质量过程控制机制和反

馈评估机制，充分全面反映校企（所）协同育人过程以及用

人单位对培养质量反馈，以实现全过程的质量保障。

3、研究思路

本研究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

将研究工作分成两步，第一步阐释为何要开展高等学校与企

业、科研院所协同人才培养；第二步论述如何开展高等学校

与企业、科研院所协同人才培养。研究的核心内容为构建地

方高等学校和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的机制框架。

本研究采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研法、案例分析法等研

究方法。项目立项以后，项目组通过文献研究对校企（所）

协同育人教育发展理论、模式等进行梳理与归纳，对现有理



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建立本研究想要构建的

联合培养机制框架。同时，选取合作的院所、企业进行问卷

调查，重点调查培养模式、联合培养运行机制、现状及成效、

存在问题和建议等方面内容，旨在重点了解研究校企（所）

协同育人的状况，为研究提供实证依据。研究中后期，通过

对湖南农业大学资环学院、环境与生态学院签约企业协同育

人共建双方在专业、课程建设、学科团队、学生培养质量等

方面纵向和横向比较该模式的有效性，并总结成效。

三、主要工作举措

1、坚持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农

科院环发所、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等科研院所全面合作，共建

共享长期定位研究基地、共享资源、共享师资协同实施研究

生培养，科研人员参与课程教学，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

科研项目引导学生实践。

2、拓展与农业企业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探究培养方

案制定，设置乡村振兴相关实践课程，让“学生走进一线”，

在农业企业真实市场环境中锻炼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增强综合素质。

3、加强与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的合作，组织学生深入

乡村开展调研、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在田间地头悟农事、习

技能，强能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实现理论教学、生

产实践和科学研究有机融合。培养对接乡村振兴、生态文明



和双碳战略的，具有“知农爱农兴农”深厚情怀的优大学生。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操作的角度，探索了以提高学生创

新能力与培养质量为目标，研究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和企业

等联合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构建了高等院校与高

水平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培养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运行

机制，形成了基地共建共享、实践指导导师团队组建、指导

方式、培养方案、课程建设等环节的具体做法。项目组围绕

研究内容，组织了调查问卷，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和建议。建

立联合培养单位 47 个，开展校外会议交流 5次，组织校内

分主题会议研讨 10 次，拟定了文件 1个，发表专著 1 部，

媒体报道 14 次，获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 4 个，获省级及以

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7项。

五、特色和创新点

本研究的选题契合当前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需服务产

业发展的时代需求。研究的过程中，新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校

所、校企、校地联合培养单位，通过推动校企（所）协同育

人实践，提高了学生实践能力和知农爱农情怀，近两年学院

学生在创新创业竞赛、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成绩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