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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生态学理论，以“浙江树人学院环境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平台”建设为例，文章探讨了生态学理论下

的产教融合平台的能量循环、物质循环和信息循环机制。介绍了实训平台的取得一些成果，从而适应环

境工程专业的快速发展，满足环保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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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cological theory,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hejiang Shuren Colleg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Training Platfor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nergy cycle, material cycle, and information cycle mechanisms of the industry education in-
tegration platform under ecological theory. Introduced some achievements of the practical train-
ing platform,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ro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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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and meet the urgen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talents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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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浙江树人学院的环境工程专业是浙江省“十三五”特色专业，“十四五”一流学科。专业按照“仿

真型、虚拟型、实战型、合理配置、产教融合、资源共享”的建设思路，基于生态学理论建设环境工程

实训平台[1]。形成了服务地方环保，以培养卓越工程师、环境监测和生态人才为目标，具有地方特色，

开放性和共享性的环保特色专业。 
生态学理论运用到高校产教融合建设中，能有效克服产教融合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内外学

者通过多年的实施在不同的领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2] [3] [4] [5] [6]。李子瑶等[7]通过生态视角，进行了

物流人才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研究，分析了物流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生态概念模型的几大要素和建立了动

力学模型并仿真。陈庆等[8]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群建设中的“双体四元”产教融合生

态体系促进了职业教育“四链”联通发展。计龙龙等人[9]针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生态系统的

特点构建了生态系统模型，分成了三个子系统，提出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实现路径。苏兆斌等

人[10]对高职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的生态因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创新创业产教融合生态融合

保障机制。本文以生态学理论，以“浙江树人学院环境工程产教融合实训平台”建设为例，探讨了生态

学理论下的浙江树人学院环境工程专业产教融合平台的能量循环、物质循环和信息循环机制。 

2. 建设过程 

树人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实训平台建设将产教融合和环境生态学理论进行了有机融合。环境专业产教

融合要素包括政府部门、环保企业、高校、教师和学生，相对于环境生态学中的个体、群体。如何让各

个要素之间顺畅的进行生态群内的能量循环、物质循环和信息循环是环境专业产教融合生态群建设的重

中之重[11]。 

2.1. 产教融合生态群能量、物质循环 

树人学院环境专业经过近十年的建设，逐步形成了产教融合生态群。本校环境工程专业有卓越班、

监测班和生态班。浙江的环保企业有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以民营企业为主。环保民营企

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环保项目一般以团队形式进行，充分体现了老带新，师傅带徒弟的格局。完

成一个完整环保工程项目，在总工程师的指导下，形成工程项目梯队才能保障工程进展顺利。发挥产教

融合在环保企业中的作用，可以通过学生进环保企业项目组学习、帮工的形式，老带新，师傅带徒弟[12]。
但是以浙江省环保企业的现状，不可能一个公司能接纳数量很大的实习生，那环境专业的产教融合势必

不是规模化的进一个平台，要形成基础的，有一定数量的环保公司，形成产教融合生态群从而解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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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校的各自需求。产教融合生态群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系统要平衡，追求能量和物质循环的平衡，要想产教融合生态群的能量和物质循环达到平衡，

主要要有以下三个关键点：第一，企业需求的解决。学校教师长期以来都以高学历、研究领域比较高深

的形象，给企业的感觉是不接地气。企业解决的是实际问题，因此把握当下的，特别是本省的环保痛点

和解决痛点是关键。而不会出现高校研究的太高大上，企业用不上的现象。应用型的高校教师要多走出

校园，走进企业，了解企业的真实需求，可以从科研的角度解决企业的痛点难点，也可以了解企业的用

人计划，学生的实习岗位情况，切实对接企业需求。第二，学校如何配合企业需求。学校在政府政策支

持下，如教育部、教育厅支助下进行和企业联合申报的教改、教研项目和教材建设等来实行学校的教学

活动。引导企业资金投入，建立“虚拟班”等形式的人才培养途径，推动环保人才和企业市场的需求。

第三，企业和学校生态群如何持续循环。学校作为环保产教融合生态群的建设主体，承担着环保专业培

养方案的修订、课程体系建设和培养人才的重任，要实时地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努力

参与到企业的科研中，为环保企业提供人才输出，促成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职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的培训。 

2.2. 产教融合生态群信息循环 

环保产教融合生态群信息循环包含环保政策信息、产业的信息和教育信息共享等。促进政府、教育

部门和企业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是环保产教融合生态群信息循环顺畅的必要条件[13]。以杭州市西湖区为

例，《西湖区关于大力发展高校经济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对高校、科研院所利用闲置校区、场地建设

科创园区，按照贷款基准利率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补助。同时，对于企业的创新载体，与共建高校、科

研院所签订合作协议，具有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经认定给予一定的房租补助，给予一定条件下的运

营经费支持。政府部门不断地给产教融合生态群注入能量。政府政策引导，企业可和高校密切合作，签

订合作协议，并且制定合作机制，如制定企业的实习用人计划，企业的导师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学校方

面和企业进行科研合作，签订合同，承担开发任务等，并且制定学生实习计划、实习技能培训等保证合

作协议顺利完成，达到产学研合作。 

3. 建设成果 

将环境专业的生态学理论和产教融合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产教融合和“双师型”教师培养齐

头并进，建成了一批校企共建共享的优质虚实结合的实训资源，产教融合和学生竞赛相辅相成，高效、

经济的解决了企业实际需求。 

3.1. 产教融合和“双师型”教师培养齐头并进 

树人学院生环学院环境专业在建立的产教融合生态群的背景下积极进行“双师型”教师培养。首先

是学校政策引领。确定校内资格认定标准，完善引进机制，积极探索培养方式，分批进行“双师型”教

师的资格认定，并在评优评先评职称上优先考虑。其次专业建设上，环境专业“双师型”教师超过百分

之七十，领先众多研究型本科高校，为产教融合提供了充分保障。专业负责人具备十年以上环保企业工

作经验，确保产教融合生态群的领头羊的作用。其次，做好“老带新”、企业挂职、企业服务和技术服

务等教师培养工作。譬如，环境工程专业教师到省生态环境厅、市环保局、省生态监测中心等挂职工作。

再次，积极进行“千人业师”，引进环保企业人才作为外聘教师。以物理性污染与控制工程课程为例，

引进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资深高工对学生进行噪声污染控制工程的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和授课。对工程经

验丰富的外聘教师针对教育教学方式进行培训，同时提供线上教学视频，让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教师掌握

教育教学规律，有利于向学生传授工程知识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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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成一批校企共建共享的优质虚实结合的实训资源 

树人学院环境专业以学生为需求，聚焦工程应用为导向，建立了一批“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实

训资源。实训场地达到 1000 多平方米，实训设备总价值 1000 余万，为师生能力素养提升提供了强有力

保障。以水污染控制工程课程为例，树人学院环境专业教师组成团队，联合北京象新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菲尔特环保科技股份公司等公司，建立了“水污染控制工程虚拟仿真实践平台”，采用虚实结合的

“废水治理技术 + 工程运行 + 综合评价”，解决了真实工程中参与人数少、工程周期长、耗能大、难

以落实到位等问题。以《环境监测》课程为例，专业教师采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建立线上专业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模块，建立校企虚拟班，与浙江省生态监测中心、杭州市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等建立良

好循环互动，学生不仅线上线下学习专业知识，同时能进入专业的企事业单位学习监测规范、监测手段，

利用最新的监测知识，加深了解监测行业。 
专业老师依托项目开发，获得省级虚拟仿真项目 4 项，如《工业废水处理工艺的设计和运行虚拟仿

真实验系统》《城市河道治理和综合评价虚拟仿真实验系统》等，累计访问次数达到万次。 

3.3. 产教融合和学生竞赛相辅相成 

产教融合过程中是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从而推动应用型教育发展。产教融合过程中，以企业的

难点痛点作为出发点，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思维，继而应用到大学生竞赛中，多维度地提高学生竞赛竞

争力，从而反哺产业实习和理论学习。树人学院环境专业在几年不断建立产教融合生态集聚群的经验积

累的同时，积极动员专业教师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把实际产业问题带入到竞赛中，学生竞赛工作成绩斐

然，省级甲等以上科技竞赛获奖高达九十多项。如在浙江省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中，专业老师

从印染产业实际问题出发，把实际案例做成科技竞赛模式，打磨了一年时间，带学生跑企业，看工程，

提出可行性方案，进行小试中试，到仪器设备制作等一系列过程，最终《一种印染废水零排放及资源再

生方法》获得一等奖，产教融合和学生竞赛真正做到了相辅相成。 

4. 结束语 

基于生态理论的环境工程专业实训平台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产教融合和教师发展齐头并进，建

成一批校企共建共享的优质虚实结合的实训资源，学生竞赛成绩斐然。但是，不管是在建设理论研究还

是实践方面都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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