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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设背景下独立学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以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为例

廖双红
（湖南科技大学 潇湘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独立学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不仅是学科与专业建设的核心内容，更是转设背景下地方独立学院发展面临的
挑战与机遇。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应抓住转设历史契机，深入探讨与学习国内外产教融合经验，把原有的实践教育环

节深化为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与政府加强联动、与企业加强合作，践行更多元、更灵活的产教融合模式，培养实践能力更

强、自主学习能力更优的高质量应用型学生，以此成功完成转设要求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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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学院是中国教育发展的过渡型产品，以
浙江大学与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创办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为标志，被认为是公办院校应对教育市场

化的一种方式，弥补了中国高等教育扩招所带来

的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之不足。与民办大学相比，

受到国家政策扶植的独立学院依靠母体院校优质

师资资源进行招生并发放母体院校文凭，“半公

半民”属性令其具有超越民办大学的优势，并在

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本、三

本学生通过独立学院这种教育模式获得更优质教

育资源并成才，但同时存在巨大争议，认为“这对

一本学校学生不公平，也严重挤压了其他民办高

校生存空间”［１］。因此，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教育部
就极力推动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普通高校

（简称“转设”）。随着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

政策法规越来越多，尤其是２０２０年５月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

案》，要求将独立学院转设作为高校设置工作的

重中之重，并计划到２０２０年末各独立学院全部制
定转设工作方案［２］，“成熟一所，转设一所”。截

至２０２２年，全国１２３９所本科大学中独立学院数
量从顶峰时期的３２９所下降至１６４所（搜狐教育
２０２３－１１－１６１０：２６），表明有一批独立学院已完
成转设工作。然而，转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

目前大多数独立学院办学主要依托母体高校，在

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均与母体高校基

本一致，这在以往独立学院发展时代是办学优势，

但在转设要求下，原有人才培养模式将难以适应

转设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因此，转设过渡期独立

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成为现实需要。一

般而言，独立学院脱离母体高校，不管是转为民办

还是转为公办，其办学层次势必低于母体高校，从

研究应用型人才培养转为职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使

转设工作面临重大转变，而避免人才培养同质化

才是转设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如何根据市场

变化和职业变化设置差异化竞争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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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立学院转设成功的关键。因此，在转设过程

中应以职业教育为目标，打造与原有母体高校的

差异化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实践探索重点方向。

２０１４年，国家发布《关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提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随后，国务院

（２０１７）发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提出将产教融合纳入我国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指

导方针［３］。可见，如何科学设置产教融合人才培

养方案对独立学院转设具有重大意义。

１　潇湘学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现状与
定位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作为一所地方高校的

独立学院，其办学属于典型的依附于母体高校模

式，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师授课、人才培养等大

多与湖南科技大学一致。湖南科技大学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于“地方综合性大学创新型应用人才培

养”，以“创新”为特征，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强调

教学科研互动［４］，以此为基础，潇湘学院持续打

造“铸魂工程”“平安工程”“培优工程”和“暖心

工程”，独特的“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获湖

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近年来学生在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大赛、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全国大

学生广告设计大赛、全国机器人大赛、“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结构设计

大赛、数学建模竞赛、湖南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中获得国家级奖励１００余项、省部级奖励１０００余
人次，涌现了第七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刘

成、首届“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杨波

和“２０２２中国餐饮十大创新人物”袁亮宏等一大

批优秀学生，学院毕业生因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

质高、实践能力强等受到用人单位普遍欢迎。学

院获得“湖南省民办教育优质资源奖”，在教育部

对独立学院办学条件专项检查评估和湖南省教育

厅的年度办学检查中均获好评。目前，潇湘学院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虽然有职业教育环节，但偏向

于学术型产教融合，如“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校企共建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等，相

对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经验丰富的高职高专院

校而言，尚处于浅层次合作阶段，涉及专业、课程、

教学方面的内容较少。在转设成为必然趋势的背

景下，原有人才培养方案亟须改革，以适应以职业

教育为目标的转设后普通高校人才培养需要。因

此，需要构建、完善产教融合教育体系、相关评价

机制、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践平台等，以快速适应潇

湘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型。

２　潇湘学院实践教育环节设置与实施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现有招生专业１９个，

分属于机电学部（包括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

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５个专业）、土建艺术学
部（包括土木工程、建筑学、视觉传达设计、产品

设计、环境设计和美术学 ６个专业）、经济学部
（包括会计学、财务管理 ２个专业）、人文社科体
育学部（包括英语、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

新闻学、法学和体育教育 ６个专业）。现有专业
设置宗旨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视实践教育环

节，因此，１９个专业均设置了集中实践环节，各专
业集中实践环节培养方案详见表１。

表１　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各专业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周安排

专业 公共基础课（周） 专业基础课（周） 专业课（周） 周数合计（周） 学分合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８ ６ ２８ ４２ ３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８ ４ ３１ ４３ ３５

电子信息工程 ８ ３ ３２ ４３ ３５

通信工程 ８ ３ ３２ ４３ ３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８ ３ ３４ ４５ ３８

土木工程 ８ １ ４７ ５６ ３６

建筑学 ８ ５ ２８ ４１ ３３

视觉传达设计 ８ ３ ２２ ３３ ２５

环境设计 ８ ５ ２８ ４１ ３３

产品设计 ８ ３ ２５ ３６ ２９

汉语国际教育 ８ ４ ３８ ５０ ３４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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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专业 公共基础课（周） 专业基础课（周） 专业课（周） 周数合计（周） 学分合计

英语 ８ ４ ３５ ４７ ３３

汉语言文学 ８ １１ ２２ ４１ ３１

新闻学 ８ ０ ４６ ５４ ４０

法学 ８ ９ ４６ ６３ ３７．５

美术学 ８ １ ３７ ４６ ２９

会计学 ８ １ ３２ ４１ ３３

财务管理 ８ ４ ２９ ４１ ３３

体育教育 ８ ０ ４０ ４８ ３８

　　据表１可知，各个专业在集中实践周数安排
上最少的有３３周（视觉传达设计），最高周数安
排达到 ６３周（法学）。如果从学期分配来看，一
学期１８周，基本都有１个学年的集中实践课时。
显然，在专业培养方案中，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安排了充足时间进行实践教育。从各专业实践教

育具体实施方案来看，根据不同专业学科属性，实

践教育设置有所不同。

第一，机电学部的创新中心、校企合作基地和

实验中心等实践教育平台，主要集中在机电学部

５个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拥有
“海洋矿产资源探采装备与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实验室”“机械设备健康维护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和“难加工材料高效精密加工湖南省重

点实验室”等 ６个研究平台。利用这些平台，学
科逐渐形成“一体系两模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１）“三位一体”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集学科、
科研、教学协同发展的“三位一体”创新人才培养

体系，加强科研融入教学工作，积极开展科研反哺

教学活动；（２）基于“教—学—研—赛—用”的多
方位培养模式———从课程体系、实践平台、管理制

度和育人环境建设构建“教—学—研—赛—用”

多方位培养模式；（３）２＋４＋４工程实践培养模
式———以实验教学中心、工程训练中心为平台，以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和三个重点实验室为依

托，构建基于基础实验教学、课程设计、生产实习、

机械创新等实践项目的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在

此基础上，依托“教—学—研—赛—用”创新实践

教学体系，开展以学科为平台、以导师为核心、以

创新为基础、以创业为导向的联动培养的创新创

业育人环境建设。同时，深度开展校企合作，开放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持续推进吉利讲堂、智创

空间、社团宣传等活动，营造创新创业校园文化，

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培育创新创业氛围。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

拥有电子与电气技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信息与电气技术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湖南省电气信息类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

心、湖南省电气信息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

育基地、矿山安全预警技术与装备湖南省工程实

验室、风电机组运行数据挖掘与利用技术湖南省

工程研究中心、湖南省工矿车辆电传动工程技术

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建设有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电力系统动态模拟、电力电子技术、运动控制

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室、ＰＬＣ原理与技术等
专业实验室。与湘电集团、富士康科技集团、威胜

电气、捷顺科技、深圳博时特科技有限公司、湘潭

平安电气、华凌钢铁集团、江麓机电集团、巴陵石

化等３０多家企业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设有专业实验中心，秉持以“计

算机＋网络＋专业实验设备”的方式建立通用实验
平台，面向市场需求，按照面向大型数据库应用、

互联网Ｗｅｂ应用、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嵌入式系
统应用和软件测试这“五个面向”并结合教学大

纲要求构建实验体系，保证实验开出率。重视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创新及个性化发展平台，在

实验教学中注意软硬结合，强调硬件，面向应用，

虚实结合。

第二，土建艺术学部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实践

平台。建筑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和产品设

计等建筑设计类专业强化“大设计”学科专业平

台和“工—艺交融，展—赛—用结合”专业学习平

台，培养学生的综合性创新设计能力，设置设计实

践中心，包括建筑热工与节能实验室、建筑物理实

验室、模型制作及展示平台、建筑材料与构造示教

４９



第１６卷 廖双红：转设背景下独立学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中心、设计创作及实践中心和园林综合实验室等

６个实验室，共有２４个实验分室（工作室）。实践
教育环节致力于产学研项目建设，帮助企业与学

院相关学科开展双企型校企合作模式、产教融合

服务、联合办学、共建专业、订单培养、设立大学生

创业基地和定向培训高端专业人才等一系列精准

服务，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先后与广东工业设计协会、
湖南永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浏阳市规划院、宁波

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湘潭市湘电重装有限公司和

湘潭市迅达集团等一系列政府、企事业单位开展

共计６４项技术服务项目。并以项目、比赛等实践
活动带动学生进行产学研培养，设有暴风设计团

队、并购工作室、Ａ＋工作室、养工坊、ＵＡ—在地工
作室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基地自成立以

来，获得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ＤｉＤＡｗａｒｄ（东
莞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芙蓉杯国际工业设计

创新大赛、太湖奖工业设计大赛、湖南省普通高校

师生美术与设计艺术作品评选活动、大学生艺术

展演、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

大赛、米兰设计周等国家级及省级奖项。土木工

程专业则主要以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等实施实践

教育，截至２０２２年，共有包括南京库仑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中铁五

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巨铸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广东恒同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同豪土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威鹏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北京迈达斯技术有限公司、中铁十六

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和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等５５个实践基地，其中湖南省湘潭市公路桥梁
建设责任有限公司为“土木工程专业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湖南省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为“湖南高校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产学研合作示

范基地”。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实践教育，土建艺术学部所

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第三，经济学部的创新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实践平台。会计学、财务管理等专业着力培

养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具有创新、创业

精神的多层次应用型会计人才，以“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沙盘模拟经营大赛等赛事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励，拥有中央

与地方共建的经济管理综合实验与模拟训练中

心、省级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湖南省创新

发展研究院、大数据与产业发展中心等教学实践

平台。截至２０２０年，建设有四川达竹煤电集团实
习基地、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实习基地、江西安

源煤业实习基地、湖南中联重工实习基地、广东环

球生物实习基地、青岛元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基

地、北京新华会计师事务所基地和北京天职国际

事务所实习基地等校外实习基地５５个，培养出一
批具备财务管理、财务会计、投资理财等方面综合

素质和运用能力较强的毕业生，能在工商企业、金

融企业、中介机构、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财

务、金融管理方面工作的创新应用型人才。

第四，人文社科体育学部的知识培养与素质

教育有机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人文

社科体育学部设有文科师范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

基地（湖南省普通高校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

地）、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创新创业教育中心、融媒

体建设与发展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基于

行业协会平台的翻译专业校企合作创新创业教育

基地等实践教育基地，拥有新浪、红网、湖南广电

集团、《湖南日报》社、《潇湘晨报》社、湖南经济电

视台、湘潭电视台、《湘潭日报》社、湘潭市第三中

学、北京迪生数字娱乐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市第十

八中、上海唯众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张家界全域精

品美术写生基地、德化职业技术学校、长沙市一

中、九华中学和湘潭益智中学等１００余家校外实
习实践基地，相对稳定的专业实习基地的建立，对

于直接对接用人单位实际需求、扩宽学生视野、扩

大学生实践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

３　国际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经验介绍
目前产教融合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主要趋势，世界各国正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产教

融合发展，并已在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上形成较

成熟模式［５］，积累了许多可供借鉴的典型经验，

其主要模式有四种［６］：一是德国的“双元制”，被

誉为产教融合开端，是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学校和

企业共同参与办学的一种模式，主要有三个特征：

一是学校讲授知识，企业对学生进行培训，重点放

在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上；二是由专业教师

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成立专业建设委员会，共同

参与课程标准的制定、教学计划与教学过程的督

导和调整；三是国家为校企合作提供政策上的扶

持，同时成立“行业职业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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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方进行检查和督导［７］。二是美国的“合作教

育”模式，即由学校和企业合作，共同对学生实施

教育，但以学校为主，学校负责招生并进行学籍管

理，企业与学院共同制定教育计划、实习安排以及

学生成绩的评定，学生可在工作之余完成学业，并

获得相应学分，同时，企业可优先从合作教育的优

秀毕业生中选拔自己所需人才。“合作教育”有

四种执行方式：工读轮换制、半工半读制、劳动实

习制、全日劳动和工余上课制［８］。三是英国的

“三明治”模式，具体又可分为“厚三明治”和“薄

三明治”，前者指在学校学习两年理论知识后，学

生进入企业开展为期一年实践，最后一年再次回

到学校学习，大多数学校采取此模式培养人才，后

者指一年的企业实践分两次进行，每次进入企业

实习时间为６个月。但不论是哪种模式，都要求
学生进入企业学习，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联系

起来［９］。四 是 澳 大 利 亚 的 “ＴＡＦＥ”学 院。
“ＴＡＦＥ”学院办学机制灵活，学习时间从３个月到
２年不等。采取学分制，并根据取得的学分发放
相关证书，学校在教育模式开发以及课程规划方

面均以行业为主导。一般情况下，“ＴＡＦＥ”学院
不授予学位，要取得学位，须得进入综合性大学或

高等教育学院深造［１０］，优势在于职业技术教育不

再被限制在学历教育的框架中，真正从以传授知

识为中心转到了以培养实际工作能力为中心。上

述几国的产教融合模式虽各有利弊，但不可否认

的是，都给各自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重要动力，推

动了经济发展，而成功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

一，政府的推动、指导和监督作用，表现为各国政

府在实施过程中陆续制定并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法

规；第二，大学的重视和注重能力培养；第三，企业

的大力合作与支持；第四，产教融合过程中各方良

好的沟通与交流［１１］。

４　转设背景下潇湘学院产教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探讨

根据潇湘学院实践教育环节设置与国际产教

融合模式的对比，不难发现，虽然潇湘学院各学科

和专业设置了较多的实践教育环节，但对照“培

养实践能力更强、自主学习能力更优的高质量应

用型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还存在较多可以深

入探索的问题。首先，政府的推动和指导尤显不

够。比如德国政府设有“行业职业校企合作指导

委员会”，专门在学校与企业之间搭建沟通桥梁，

而目前潇湘学院的实践环节大多基于政府组织的

竞赛类平台，这些竞赛要求选拔，难以覆盖到全体

学生，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有限。其次，比较缺乏

企业的教学参与与稳定支持。各个学部的实践基

地每年都在增加，但在增加的同时也有一些企业

和公司不再与学院合作。学生每年实践的企业都

在变化，而且有些专业的实践教学需要学生自己

去联系企业，这样势必使实践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也难以确保企业参与实践教学的制定与长期指

导。再次，学生实践时间较短，难以形成真正的工

作能力。虽然大多专业实践教学周数安排均在

３３周以上，但这些实践环节贯穿整个大学四到五
年学制中，集中去企业实习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比

如英语、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教育实习是２个月
左右，会计学、财务管理等专业的企业实习是４个
月左右，很少有长达１年的实习期，而有些国际成
功的产教融合教学模式实习期长达２年，在时间
设置上相对灵活。

根据潇湘学院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国际产

教融合发展的特点，未来潇湘学院在产教融合模

式上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构建：一是加强

与政府的联动，寻求政府的指导。独立学院转设

是政府推动下的学校改制政策，潇湘学院专业门

类多，大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即热门专

业，就业前景相对好。但学校培养与企业需求存

在信息不对称，这就需要政府来协调与搭桥。湖

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应加强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全

面对接，保持与企业需求的信息畅通，敏锐感知社

会需求和当地产业需求，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二是产教融合教学模式应更多元、更灵

活。目前，潇湘学院各专业实践教学是以学分形式

设置的，每个学生基本按照固定的流程学习，在培

养环节和培养时间上相对固化。因此，应打造更多

元的实践环节模式，比如“企业订单模式”“地方经

济全面合作模式”和“校企双向介入模式”等，在时

间安排上给予更灵活的实践模式，比如“半工半读

模式”“工学交替模式”“２＋２”模式和“３＋１”模式
等。三是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寻求企业的深度合

作。根据校企合作中企业参与程度的不同，由浅

到深可以构建“企业配合模式”“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校企实体合作型模式”和“校企产教共同体

模式”，引导企业深度参与潇湘学院的教学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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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设计与实践教学的指导，建设高质量现代产

业学院，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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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ａｌ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责任校对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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