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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实践教学新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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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在校企合作中根据实践教学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以先进的职业

教育理念为指导，以产教融合为导向，深入行业调研，围绕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构建“分层、多

维、递进”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新模式，建设了职业领域和学习领域相融合、实操和仿真系统相结合，专

业技能实训、综合实训为支撑的实训基地。通过几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提高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

量。在分析职业院校实践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建筑工程系为例，对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学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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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new mode of practice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teaching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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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i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practice teaching in a series of reforms, including guided by the advance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cept, 
education integration oriented, in-depth industry research, aroun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skills, to build "hierarchical, multi-dimensional, progressive" three-dimensional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new pattern, The training base is support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field and learning field, the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simulation system, and 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training. Through several years of reform, i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nd improved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applied talent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ractical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Chengde Petroleum Colleg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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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及述评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

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为中国

教育现代化的强国之路指明了方向。产教融合是地

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的重要途径，也是培

养能够适应企业所需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2019 年

1 月 24 日，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到“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健全多元化办

学格局，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扶持鼓励企

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各类职业教育”。2020 年 9 月

16 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指出“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强化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健全德技并

修育人机制，完善多元共治的质量保证机制，推进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综上所述，这一系列政策文

件的颁布不断地深化产教融合要求，我国的高等职

业教育以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为主要目标，而产教融合是衔接高等职业教育和企

业的桥梁，所以说我国近十几年来的职业教育发展

更多的也是产教融合的实践探索，因此，深化产教

融合对我国职业教育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

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目前我国的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还存在一些问题： 
（1）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使得“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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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流于形式难以实现。实践教学目标是要遵循教

育的目的和要求，以培养人为宗旨，在教师的指导

下，伴随教学规律和原则的开展，使学生获得感性

知识和基本技能，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实践教

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操作能力，而且要

注重学生“思维”的训练、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1]。按照教学目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通过实验、

实训、实习等教学环节巩固和深化相关专业的理论

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所需的基本技能，培养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近年来，一方面高校在不断扩招，在校学生人

数大量增加使实践教学环节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毕

业生动手能力差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不能满足企

业的人才需求，造成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此类问题更加突出。学校

是为社会服务的，学校只有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

它才会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职业教育在强调“强基

础”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健全合作机制、管理机制、

反馈评价机制，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毕

业生的就业率。 
（2）教师分类评价体系不健全，实践教学体系

不完整。教师是教育组织中的主体，尤其是从事实

践教学的实验教师尤为重要。教师分类评价体系不

健全，造成一些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实践教学，始

终存在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问题，甚至还强

调“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一些陈旧观

念[2]。实践教学不能简单地作为一种加深对有关理

论课程理解和掌握的工具。它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和分析问题能力的关键。 
实践教学体系不完整，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不到

位。很多学校修订了教学计划，增加一些实践教学

课程和课时，扩招造成学生人数增长过快，办学经

费不足使得经费要求高的实践课程不能正常开展，

缺乏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的一整套规

划。实践教学难以正常开展，很多实践教学课程和

环节无法到位。 
（3）实践教学考核体系还不完善。实践教学考

核评价体系是实践教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

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和考核标准是实践教

学质量的重要保证。考核评价方式要针对岗位标准，

实现多元化，改变只重视理论成绩的现象，形成科

学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3]。从评价体系来看，

还要重视实践创新，对实践教学中形成的创新成果

作出科学评价，以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增强

学生的实践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

参加学科竞赛、科研、小发明创造的学生给予相应

的学分，鼓励实践环节中的创新创业。 
为了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学生一毕业

就能适应企业岗位要求，在平时的教学与学习过程

中不仅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化，而且其评

价方式也要对接岗位标准，考核方式要实现多元化。 
2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分层、多元、递进”

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新模式的建设 
2.1 “分层、多元、递进”立体化实践教学体

系模式的建设思路 
将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三个年级学生实践教学进

行基于学习阶段和学习能力进行分层，并以校企合

作、产学结合的形式构建多元实践教学平台，从而

实现递进式人才培养新模式。 
2.2 “分层、多元、递进”立体化实践教学体

系模式的建设方法 
（1）构筑联合培养机制，搭建“多元化”实践

教学平台。让学生深度参与建筑工程真实设计或营

建环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我校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与各类设计院、施工企业、咨询公司、

材料检测公司、监理公司等开展合作共建，搭建“多

元化”实践教学平台，让学生深度参与建筑工程真

实设计或营建环节，结合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践课

程的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广实施现

场“多元化”实践课程教学新模式。 
我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已初步搭建虚拟漫游实

验、实习平台。课程实践时，学生可通过线上虚拟

漫游的形式体验建筑材料检测的实景感受，可以通

过线上 VR 漫游的形式，来丰富实习场地类型，解

决因天气、疫情、经费、交通等原因而造成的户外

实习不便的困难。 
（2）加强专业实践课程教学环节创新，竞赛导

向与科创培养并重。竞赛引导实践教学环节创新，建

筑工程识图、建筑工程装饰装修竞赛需要学生要有多

学科交叉知识的储备、设计表达能力的不断提高与创

新，激发竞赛设计灵感，课题组准备在专业实践课程

的教学环节不断进行创新，如创立“小班课堂”师生

迸发研讨式头脑风暴、学科交叉讲座引导式、案例解

读装饰设计、动画虚拟等新型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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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鼓励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课题组拟利用系

部相关学科的科研优势，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术创

新活动。结合河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申报及挑战杯、互联网＋等大赛活动，鼓励学生对

有价值有潜力的创新课题和项目进行孵化培育，提

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同步培养学生的基

础科研素养，促进学校与社会无缝对接。 
（3）开展“多层次”教学新模式的研究。教师

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革新传统实践教学

的方法，通过 VR、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网络教

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创新教学形式与手段，根

据学生的学习阶段和学习能力，来建立全方位的多

层次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专业实践课程教学环节

给学生更多的启发与创意。我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以初步建成 VR 虚拟实习平台，得到学生们的广泛

好评，尤其在疫情期间，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4）“递进式”创新模式在实践教学中为师生

双向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教师与学生在教

与学的双向选择中彼此的侧重点、擅长点、兴趣点

不匹配的问题，使得教与学的双方都有主观积极性，

以此来实现实践教学的高效化。从大二起，学生初

步进行专业课学习，由竞赛为导向成立了建筑识图

兴趣小组、装饰装修竞赛小组、科研实践小组、创

新创业小组，小组由专业老师和学生负责人对接，

为学生的多元化学习兴趣创造机会。 
3 实践意义 
3.1 促进校际间学科交流，培养教师学生的竞

争意识 
以竞赛为抓手，能够调动师生积极参与各类设

计竞赛，并在此过程中促进与兄弟院校或高水平院

校在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学生

实践技能培养等方面的交流。 
3.2 建立“分层、多元、递进”立体化实践教

学新模式，能够进一步提高课程设计质量 
通过专业实践认知、科创指导、专业实践组、

毕业设计等搭建多元的实践教学平台，复合培养学

生的专业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课题组根据近年来

的实践表明这一举措成效明显，如我校该专业近 3
年学生参加河北省识图竞赛获得了二、三等奖等多

个奖项；参加河北省装饰装修竞赛获二等奖等。 
3.3 优化教学实践，促使教师自我进步与提高 
立体化实践教学新模式的建设促使教学进一步

优化组合。老师们积极参加微课比赛，通过微课的

制作，反思如何生动有趣地讲解学习的知识点，本

专业老师近 3 年获得省级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项，

校级教学能力比赛一、二、三等奖项。专业课老师

通过网络培训、交流讲座、互动观摩、技术研习等

多种形式实现自我进步，不断提升自身业务与技术

水平，保障教学模式创新的顺利进行。 
3.4 教师与学生互动能够带来教研结合成果 
从大一的专业认知课程即开展师生互动，学生

了解教师的科研方向及技能专长，教师了解学生的

兴趣爱好、专业特长，促进师生优化组合、实践选

题优化组合。老师指导学生参加科研课题研究，近

3 年已指导学生发表专业论文 20 多篇。 
4 结语 
以科学研究、竞赛为抓手，产教融合为导向，

在整个专科学习阶段建立“分层、多元、递进”的立

体化实践教学新模式。通过专业实践认知、科创指

导、专业实践组、毕业设计等搭建实践教学凭条，

在学科、行业、设计项目等多种形式的竞赛、科研

项目参与导向下最终能够将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

需要、具有扎实专业实践技能、具备较强创新创业

能力的建筑工程技术复合型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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