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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universities to applica-
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but also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vil engi-
neering majors. This article accurately grasps the localiz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civil engineer-
ing specialty in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rough the sharing of training bases, innovative 
teaching system, perfect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team,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training bases will be explored. The purpose is to better 
cultivate applied innovative talent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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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是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土建类专业可持续发

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准确把握宁波工程学院土建专业的定位与特色，通过校企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创新

教学体系、完善运行管理制度、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来探索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以更好地培育应

用创新型人才，促进高校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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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应用型本科教育转型的背景下，高等工程院校本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培养大批高级技能型、应用型人才。面对新时代的要求，各高校正积极启动新一轮的产教融合改革和校

企合作，研究和制订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具有发展优势的发展战略及专业定位。胡锦涛总书记曾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4 个必须”，即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

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

创新。 
宁波工程学院作为全国首批“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坚持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但如何把握市场脉搏、紧跟社会需求，如何及时对校企合作方案进行改革调整，是实现产教融合的关键，

同时也是“十三五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的重要内容。 

2. 把握专业定位与特色 

首先，土建类各专业密切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是助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当前中国建筑业正

努力向信息化、绿色化方向发展，绿色建筑理念已经深入建设工程的每一个过程，建筑行业转型升级是

必然趋势，但该行业中的技术人才却十分匮乏，因此，培养具有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与创新能力的人才

是紧要任务。 
其次，土建类专业与各行业联系紧密，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校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走应用型本

科的发展道路，近期也被浙江省教育厅确定为省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示范学校，同时也是长三角应用型

本科联盟理事长单位。土建类专业一直是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领头羊，学院坚持应用型发展道路，培

养的学生在浙江省和宁波市的建筑交通行业非常受欢迎，很多校友成为行业中的翘楚。 
宁波工程学院明确提出了“建设特色鲜明、服务地方、国内知名的工程技术大学”的发展定位，积

极探索“知行合一，双核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1]。本专业紧密结合时代背景，依托学校建筑设计院、

建工试验中心以及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通过专业方向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执业标准对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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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与生产过程对接，强化产教的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产教融合、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

的工程应用能力。 

3. 探索实训基地建设对策 

校内实训基地作为高等院校实践教学的主要载体，不仅是师生进行实验教学、科学研究的场所，更

是提高学生探索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平台。产教融合背景下的实训基地建设不仅要打破传统教

学模式，更要注重实验场地设施的建设、实验教学体系的优化升级、实训基地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改

革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等所有环节。 
(一) 校企合作，共建共享实训基地 
校企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利，实现共赢。依托先进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搭建实验实训平台，学校为企

业提供智力与场地支持，企业为学校提供技术与设备支持，双方共同参与实验室的建设，提高实践教学

质量，突出工程应用能力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2]。共建实训基地一方面可用于厂家设备产品

的展示、新员工的入职培训以及产品研发等，另一方面用于开展学生的认识实习、实践教学以及科技创

新等实践活动，是解决实验教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建交学院与国内多家企业建立了技术合作和共建实验室的关系，如与美的集团共建 VRV 实验

室为双方培养空调系统人才；与山东星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建中央空调仿真模拟实验室，推动虚

拟仿真教学模式发展；与我国 BIM 龙头企业——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等。通

过共建共享实验室对内为师生提供工程实践机会，对外为社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在培养优秀的应用型

人才同时服务社会。 
(二) 密切关注行业前景，创新教学体系 
宁波工程学院土建类专业是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突出“高(素质)、精(施工)、强(设计)”育人特

色。在全国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基于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理论教学建立学生基本

知识体系，以实践教学构筑学生工程实际应用知识体系，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增强

人才培养的专业适用性和行业针对性，及时编制和更新教学大纲。教学大纲首先要将课程体系设置与行

业需求相结合，重点考虑就业方向与岗位需求；其次是将基础性理论教学与拓展性实践教学相结合，重

点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最后是将产学研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和科研创新精神。以“三结合、

三重点”为核心，创新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质量[3]。在课程体系大框架下，课程设计、实习实践环节学

分提高到总学分的 1/4，学时占总学时的 40%左右，开设基础实验课程并单独考核，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

培养；同时，增设建筑节能理论、建筑环境 CFD 模拟、建筑设备 BIM 设计等课程，将节能有机融合于

课程之中，激发学生参与节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教学活动的有机结合，

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创新创业意识，提升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 
(三) 完善运行管理制度，保障实训基地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

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的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4]。近几年，在应用型本科院校

转型发展的助推下，各高校掀起了产教融合的热潮，但相关规章制度尚未完善，缺乏有力措施统一规划

管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成立产教融合运行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并健全运行管理制度，保障产

教融合背景下的实训基地建设。 
政府主导的协调机制是实训基地建设的引导与支持。推出相关激励政策，统筹利用现有财政专项资

金支持校内实训基地建设，逐步改善实践教学条件；搭建具体的、实质性的管理框架，制定相应的法律

法规，保障校企双方利益；构建公共网络信息平台，实现校内外的信息共享，更好地建设与服务地方经

https://doi.org/10.12677/ae.2017.76045


王海波，王立娟 
 

 

DOI: 10.12677/ae.2017.76045 298 教育进展 
 

济。学校层面成立实训基地指导委员会和领导小组，制定建设与管理方案，构建质量全过程动态评价体

系与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实训基地的建设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为了使产教融合达到更好的效果，企

业应设立专门的产教融合组织管理机构，明确责任与义务，将自己的需求融入到实训基地建设的过程中，

通过制定目标，联手培养优秀人才。在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共同努力下，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培养

社会所需应用型人才。 
(四) 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提高师资质量 
在转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时间中，仍然普遍存在“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

实践”和“重学术、轻技术”的人才评价导向[5]。教师的实践能力、教学和科研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

学生的培养质量，因此，“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打造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力保障，是推进校内实

训基地建设的长效机制。 
建立“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评价与激励机制，鼓励校本专任教师进入企业顶岗实践，同时将挂

职锻炼纳入考评与薪酬分配；调整教师聘任门槛，大力引进业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才，将兼

职教师纳入教学团队与考评中；构建校内实训基地平台，校企联合培养应用型专业带头人。在深化产教

融合的过程中，打造一支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 

4. 结语 

以产教融合为契机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径，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是产教融合

发展的有效机制。宁波工程学院是德国援建高校之一，有坚实的应用型办学基础，土建类专业的校企合

作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经过持续建设发展，校内实训基地将会成为机制健全、管理规范、资源共享、常

态化运行的实践教学和培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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