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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鼓励企业参与高校育人,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适应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的人才已成为现

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随着新材料、新能源和新技术在工程管理行业的推广与应用,工程管理类

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产教融合。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方式,存在专业培养方案与课程

体系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求、校企师资流动差及“双师型”教师缺乏、校企协同中参与各方利益不协调及

动力不足、协同育人平台建设滞后及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急需构建整合行业发展和本科质量标准的

课程体系、校企间教师与专业人才流动的师资体系、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3+1”的培养体系、“全过程

+多元化”的监督评价体系与校企相长的协同育人平台,以形成“四体系一平台”的协同育人模式。 同

时,还需形成校企参与动力机制、协同育人项目实施保障机制、激发各方参与的激励机制和效果评价与

反馈机制,以形成“四位一体”产学研用协同平台可持续运营模式。 协同育人模式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

加大对产学研用支持力度,完善法律、夯实产学研用融合的法律基础,并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方

面支持;另一方面需要鼓励工程管理类企业加大高校育人的投入,实施工程管理类产业学院专项发展计

划并明确办学定位,以逐步形成协同育人良性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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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校人才培养不仅要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更应该高标准、高质量地服务社会和促进经济事业发展。 为了使产教融合真正在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过程中落到实处,鼓励更多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教育部在 2020 年 1 月制订的《教育部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中,再次强调和规范了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应共同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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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才培养。 目前,新材料、新能源和新技术在工程管理类行业中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也为工

程管理类专业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遵循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基础理论深化与应用,又
要把行业发展中新的知识体系及时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中,以更好地适应行业工作需求[1] 。 因此,如
何实现产学教研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对工程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挑战。

一、工程管理类专业协同育人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设置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求

作为应用型专业,工程管理类人才培养方案是行业发展新趋势、专业技能素质的基础和直观反

映。 目前,受多种因素影响,工程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主要由高校来制订和执行,缺乏政府、企
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协同参与,造成课程体系设置不能反映行业发展新需求、学校开设的课程也

很难与企业需求相适应、导致培养的学生知识结构与行业需求相脱节等问题。 另外,高校因教学实

训场地限制和实习时间短等问题,课程结构和知识体系多以理论为主,使许多实践性教学活动无法

实现,学生实操能力和全过程管理能力不能通过实验实训得到锻炼和提高,没有贯彻人才培养—科

学发展—校企业科研活动—技能提高的教学思路,背离了协同创新育人的教学理念。
(二)校企师资流动差及“双师型”教师缺乏

“双师型”教师是培养工程管理类专业学生具备扎实理论能力和实践操作技能的基础,而“双师

型”教师的不足与校企师资的优势难以互补,严重影响了协同育人教学效果。 高校教师大多是“学

校到学校”的科研教学经历,缺乏工程管理的实际工作经验,难以培养出具有厚基础和高技能的毕

业生,无法满足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相比高校教师理论知识夯实、实践操作能力欠缺,工程管

理项目经理或具备教师能力的管理者却拥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但由于业务事情多且理论基础

较弱,使得校企师资难以实现相互合作和优势互补。
(三)校企协同育人过程中各方利益不协调及动力不足

一是工程管理类企业参与高校专业人才培育的动力不足。 工程管理类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

体,重点考虑建筑成本效益、建筑质量和建筑工期,以及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成本投入等因素,因毕业

生就业区域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参与企业很难获得毕业生的青睐,导致参与高校人才实践能力培养

动力缺失。 二是利益诉求不同。 高校主要承担知识传承、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公益行为,工程管

理类企业以提供私人属性的产品并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两者参与协同育人的目的难以达到一

致[2] 。 三是协同关系松散。 整体而言,现存的各种产学研合作形式均存在关系松散、难长期持续的

问题,如学校和企业主要负责岗位人员的变动,造成协同育人中断甚至终止等现状。
(四)协同育人平台建设滞后及运行机制不健全

一是协同育人平台建设滞后。 持续高效的协同育人模式必须建立在恰当的平台和科学运行体

制之上,但参与各方共同认可的协同育人平台建设滞后影响了高校协同育人发展。 二是协同育人

模式单一,缺乏工程管理项目支撑。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校企合作育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
方面建立实习基地。 每年派一批学生到企业见习一段时间,然而有 85%基地仅仅挂个牌子,并没有

实质性的合作;另一方面,邀请工程项目经理来学校开展讲座。 由于学生对一些实操知识只停留在

认知导致,教学实践效果较差。 三是协同育人项目运行机制不健全。 由于协同育人主体之间契约

关系不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事权、财权、人权和决策权划分不明确,再加上各项规章制度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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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平台参与各方机制难以做到协调和顺畅[3] 。

二、工程管理类专业“四体系一平台”协同育人模式构建

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完善“政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形成“政产学研用”主体协同育人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单方面的

改进根本无法满足协同育人的科学运营。 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不仅要有完备的课程、
师资、培养和评价等内容,而且还需要各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一个相互配合运转良好系统体系[4-5] 。

(一)整合行业发展与本科质量标准的课程体系

依据行业发展需求和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要求,做好工程管理类课程体系,既是实现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也是能否培养出适合行业发展的基础,又是产学研用等实施主体能够有效地参

与人才培养的前提。 依据国家住建部专业认证标准和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需要形成以自

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哲学科学等为核心的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以高等数学、信息技术与工程管理类

为主的建筑工程技术类课程模块;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的管理科学类的课程模块;以房屋建筑

学、工程项目管理等为核心的专业知识课程模块;以行业企业参与的项目选修课程模块;以提高学

生理论知识应用的实践实训实操课程模块;以培养学生参与行业知识竞争、创新创业为主的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模块以参与行业各类专业技能比赛为主的竞赛训练模块。 八大模块形成了系统的、适
合产学研用协同育人的知识体系,为培养工程管理类专业学的综合应用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和行业

管理能力提供依据(图 1)。

图 1　 课程整合体系

课程总学分设置方面,在满足国家质量标准要求下,增加实践学分与自主选修课学分;在做实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基础上,打通企业课程学分与课程实践学分;在课程模块设置上,课程体系内

各个课程模块间相互联系。 整合课程体系打破了原有的分段式教学模式,使课程之间相互衔接与

整合,体现了在跨学科渗透、人文素养实现、专业知识学习、社会实践锻炼等各个环节的知识产教融

合与校企协同。
(二)校企间教师与专业人才流动的师资体系

师资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具体执行者,形成高质量、复合型和多元化的教学队伍是产学研用

协同育人顺利实施的保障。 要想形成专兼结合和“双师型”的师资队伍,首先需要形成拥有建筑工

程实践学习经历的专职教师队伍。 目前,高校专职教师,尤其高水平学术性型大学,大多具有较高

学术科研能力,但在建筑工程实践等方面与行业发展联系不紧密。 借鉴国外应用型大学经验,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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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一是把建筑工程实践学习经历作为教师晋升职称和聘期的主要条件之一。
二是外部引进和内部提升相结合,把符合高校教师资格条件的建筑工程企业员工聘请到学校讲课,
要求学校青年教师通过企业实践、挂职锻炼、顶岗工作、参加企业科研等形式,提高工程实践能

力[6] 。 学院至今已从河南交运集团等建筑单位引进教授级高工、高级工程师 3 名,建设了一批相对

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 与工程管理单位,特别是校企合作企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聘请企业高管

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先后聘请 16 名企业高管作为学院兼职教授,邀请具有教师潜质的 30 多名优

秀校友进驻课堂并聘为校外辅导员和校外班主任,充分利用其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弥补专业教师

实践能力的欠缺,发挥专兼师资队伍的优势。 三是组建“双师型”的教学团队,构建以工程项目研究

为核心的校企教学模式,鼓励青年教师向“双师型”转型[7] 。
(三)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3+1”培养体系

首先,设置符合复合型、实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3+1”培养方式。 “3”是指大学前 3 年在校内完

成人才培养目标所需的专业理论课程知识学习;“1”是指第 4 学年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顶岗实践锻

炼 1 年,完成理论知识向实践操作和具体应用的转换,完成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 根据工作岗位和

校外导师的情况,合理安排导师指导的学生人数,按照拟定培养计划,分期逐步落实到位。 学生经

过 3 年理论知识学习和 1 年单位具体岗位实践操作,实现了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克服了毕业后没

有工作经验的弊端,深受用人单位和社会的好评。 其次,构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活动深度融合的

教学体系。 依据工程管理行业需要,将理论知识学习、技术方法掌握与综合实验课程、工程管理模

拟训练相结合,提高学生关键节点的控制能力、关键问题的处理能力和整体把控能力。 再者,与企

业共建人才培养平台,强化校外实习实训,形成“基地+成果转化+学科建设”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
充分发挥企业在资金、技术和场地等方面的优势,利用高校高学历师资等方面智力优势,共建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学生利用双休日、节假日深入基地进行各环节实训实验,形成合作企业和学校共同

培养学生的培养模式[8] 。 学院与河南省楷林置业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 2
 

000
 

m2 的实训基地,为在

校学生课外时间参与实践锻炼提供基地保障。 学院专业教师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引导学生在个人

项目研发中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在弹性学分制和自主学习模式基础上,调整课

堂教学时间,方便企业人员周末或晚上到校为学生授课,以配合企业建筑施工过程中合理安排学生

实习实训活动。
(四)“全过程+多元化”的监督评价体系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无论是从育人参与主体,还是育人过程都是比较复杂的,为了保证产学研用

协同育人的有效性和实效性,需要构建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一般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课

程教学内容调整,原有的评价功能会被弱化,就需要重视信息化管理,改进教学质量评价方式,以体

现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和创新性,使教学评价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
首先,构建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课程评分体系。 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下,无论是在课堂教

学环节,还是实践教学环节,在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时,尽可能采用定量指标。 不仅可以得到更加

直观的评价结果,还可以直观看出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教师也可以非常容易知道哪些知识点学

生不易掌握、哪些容易理解应用,为优化教学方式提供有力的支撑。 其次,评价方式多元化。 现在

许多课程的评价方式比较单一,且重视终端评价,轻过程监督,导致学生平时学习积极性不够、主动

参与和主动思考不积极。 因此,要丰富平时成绩记分方式,改善传统的考勤、作业等作为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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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分依据,把平时活跃度、课程发言及观点新颖性等纳入平时记分构成,并给出相应的评分依据,
做到把课程教学过程系统化、条理化、标准统一化和考核方式多样化;改变课程总成绩中平时成绩

所占比重较低的现状,需把平时成绩所占比重提高到 50%以上,以达到对学生重视平时学习的导向

性。 再者,优化评价制度。 保证教师能够严格地按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要求开展教学工作

和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就必须优化相关教学制度,对教师和学生的平时教学行为起到监督管理的作

用,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形式化教学行为的出现,才能调动学生课堂和平时学习的主动性。 最后,
重视信息化管理,实现评价方式的持续改进。 为了保证高校工程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的持续有效性,参与评价的每个环节、每个主体都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意识。 做到这一点,就需要

重视工程管理及高等教育教学等相关方面的信息管理,重点关注评价体系中的分析功能、监督管理

功能和评价功能是否满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是否能反映出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技能

的需求。
(五)校企相长的协同育人平台

建立一个开放性、多功能、多方共同参与的平台,既是政府、科研机构和行业企业提升技术服务

和智力支持的需要,又是高校协同育人模式构建和开展的需要。 首先,聚资源,建设实践教学平

台[9] 。 河南省 BIM 技术与智慧建造工程中心是经河南省批准建立的省级实验室,也是省唯一的

BIM 技术工程管理类研发实验教学平台,学校以此为牵引,先后建起了材料实验室、结构实验室、工
程力学实验室、房地产开发沙盘实验室等 20 多个工程管理类实验室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形成了

完善的实践教学基地。 其次,依平台,引项目,建科研服务平台。 以省级实验室为依托,着力申请教

育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 截止到 2020 年初,平台先后与北京象新力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品茗安控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现代中欧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斯维

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柏慕进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和福建省晨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合作,获批 8 项教育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 在工程管理类师资培训、实践条件与实践基础建

设、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等方面,开展工程管理类人才培育。 育人项目由学院教师承担,以综

合能力培养为重心,强化教学、科研与企业协同,不仅满足了当地经济社会需求,促进学院产学研结

合,还为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再者,依平台,加强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为了增强工程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和提高学生实操能力,以工程管理类专业培养目标

为导向,先后与中建七局、中原铁建集团、中建建设工程检测和金途科技等建筑咨询公司等多家签

订校企业合作协议,共同建校外实践基地。 截至 2022 年 3 月,企业共捐赠设备、软件等累计资金达

300 多万元。 最后,依平台,引项目,实施协同创新服务。 以学校高端智力和先进技术力量为核心,
先后获得河南淮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委托服务项目资助,其中 100 多名学生参与项目实

践。 专业教学与科研服务相结合,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项目经营问题等开展校企合

作,实现以科研项目带动理论知识学习和应用,发挥科研反哺教学,促进教研相融、教学相长。

三、产学研用协同平台可持续运行机制分析

产学研用协同平台要想持续高效运营,必须形成一个参与方共同认可的“四位一体”运行机制(图 2)。
(1)动力机制。 明确参与双方的动力源是构建动力机制的基础。 高校参与的动力在于创新育人

观念和知识及时更新,以确保人才培养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企业参与育人项目运营的动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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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视角上加强人力资源建设,重视组织内部人力资本投资和关注行业人才发展趋势;重视社会人

才储备,把人力资源开发延伸到大学阶段,提前对大学生进行企业文化宣传教育。 高校既是人才培养

的高地,也是智力开发的主阵地,科研机构可以充分利用高校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加强科研研发。 当

高校培养出工程管理行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越多、行业发展的人力资本动力基础越强、科研机构受益

越高,整个社会各方面福利效应也就越高。

图 2　 协作平台及运行机制

(2)保障机制。 协调好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是产学研用协同育人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其中内部

资源是主要影响因素。 从学校角度来说,产学研用育人模式开展需要学校在制订和执行人才培养方案

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打破传统人才培养体系模式,坚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如在建筑工

程领域,引入模拟操作软件、VR 技术等应用,为学生在校内创造仿真实习实践条件。 学校专业教师和

学生经常走进企业、走入工程管理现场,参与现场管理和专业项目研发。 从外部来讲,平台需要政府完

善产学研合作育人政策体系和资金保障,确保参与方权利和义务能够顺利实现。
(3)激励机制。 政府和学校应发挥激励主体作用,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鼓励建筑相关单位、科研

单位参与到高校育人过程中。 政府在保障参与企业和科研单位享受权利前提下,加大税收减免和补偿

激励措施,加强对参与协同育人企业的荣誉奖励,从精神上给予认可和支持。 通过对参与企业认可等

激励机制,高校应主动邀请企业参与协同育人全过程,给予参与企业在协同育人方面的管理、监督、决
策权利,突显企业在育人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同时,高校还要和参与各方共同制定人才供应方案、优化

人力资源结构,以培养学生入职适应力等。
(4)成效评价与反馈机制。 政府通过制定科学的育人标准,构建育人效果评价机制,逐步形成育

人标准、育人过程和育人效果相统一的评价反馈体系,推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持续改进和完善。
政府主要从专项资金投入增长量、配套政策出台数量等方面来衡量;企业和高校主要从毕业生就业率、
就业稳定率、合同签订率、用人单位满意率、学生对学校和企业育人的满意度等指标测评考虑[10] 。 只

有建立协同统一的运营机制,让参与主体真正获益,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才能持久。

四、结语

(一)结论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符合工程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是国家大力提倡的人才培养模式。 目

86



张　 扬,等　 工程管理类专业“四体系一平台”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设计及实现
                                                                                                                                                                                    

前,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在课程、师资和协同平台等方面远不能满足需要,制约了协同育人的健康发展。
产学研用各方面参与协同育人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搭建了课程体系、师资体系、培养方式、评
价体系和构建协同平台的“四体系一平台”的育人体系,并形成了持续运行机制。

(二)建议

一是加强立法,奠定产学研合作的法制基础。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与

高等学校合作,确保参与方直接与建筑产业结合起来的合法性和参与各方专利许可所有权等,为产学

研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保证产学研用协同平台的进一步升级。
二是实施平台+项目,加快产学研用结合。 实施产业学院专项发展计划并形成良性发展机制,鼓

励建筑企业、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联合组建“工程管理类产业学院”,成为智能建筑、绿色建筑等新技

术开发创新的新载体和满足行业人才需求的新主体。
三是政府加大对产学研用的支持力度。 加大建筑企业参与产学研用的经费投入,确保协同平台运

行的经费保障;加强对工程管理类专业培养院校进行分层指导,鼓励应用型高校与企业进行产业融合,
鼓励开放办学,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工程管理类人才培养中,并在招生、收费及培养方式进

行政策支持;提高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的师资给予一定的待遇或政策支持,让他们有更高的积极性参

与到学校的行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进行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降低建筑企业参与风险,提高企业参与产

教融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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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needed
 

by
 

the
 

industry.
 

With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new
 

energy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dustry 
 

the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ntegrat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is
 

mechanism 
 

for
 

example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
 

and
 

curriculum
 

system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mobility
 

of
 

talents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s
 

low 
 

the
 

interests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can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is
 

lac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etc.
 

To
 

solve
 

these
 

deficienci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methods 
 

for
 

example 
 

establish
 

a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market
 

demand 
 

establish
 

a
 

teacher
 

system
 

for
 

the
 

flow
 

of
 

talents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establish
 

a
 

3+1
 

training
 

system
 

that
 

deeply
 

integrates
 

theory
 

and
 

practice 
 

establish
 

a
 

whole
 

process
 

and
 

diversification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as
 

well
 

as
 

an
 

educational
 

platform
 

for
 

the
 

common
 

progress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motivation
 

mechanism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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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an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stimula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parties 
 

and
 

an
 

effect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Finally 
 

an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unified
 

platform
 

sustainable
 

operation
 

mechanism
 

will
 

be
 

forme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its
 

support
 

for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nd
 

continue
 

to
 

encourag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by
 

improving
 

the
 

law
 

and
 

solidifying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the
 

platform.
 

At
 

the
 

same
 

time 
 

financial
 

subsides
 

and
 

tax
 

incentive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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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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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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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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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dustry
 

colleg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nd
 

the
 

university  s
 

positioning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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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radually
 

form
 

a
 

benign
 

develop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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