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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展现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造人才强省和创新强省，通过梳理国内外产教

融合的相关理论和相关经验，以浙江树人学院的环境工程专业为例，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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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环保行业实践基地集群，围绕环境工程的人才需

求及新技术发展的方向，形成了模拟综合工程训练为基础的产教融合综合工程训练平台。这个产教综合

工程训练平台的建立能有效地解决校企合作松散的问题、教学与生产相脱离的问题，实现产教融合、双
元联动，在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等方面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校企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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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ejiang Province is a demonstration area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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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sperity, a province with strong talents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environ-
mental engineering major of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simulation, virtual, practical, reasonable allocation, integration of pro-
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were put forward. Also, the practice base clust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was established. Around the talent demand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the direction of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 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training platform based on simulated 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training has been form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comprehensive engineering training platform for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oos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he prob-
lem of separa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production,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
cation and dual linkage, goo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i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service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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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工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型学科，它通过评价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具

体的工程、规划和管理措施，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与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1]。学

生仅靠理论学习就直接从事环境工程工作不切实际，在“动手做”和“真正练”中体会和掌握环境工程

的思想和要领，环境工程训练环节显得尤为重要[2] [3]。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成为现阶段高校工程训练环

节的重要抓手[4]。浙江省要打造“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造人才强省和创新强省，新时代新战略新定位都需要浙江教育提供强有力人才支

撑，这对教育的公平、优质、均衡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地方高校与产业行业的产教融合进行工程训

练就是为共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而开展的深度合作，是有效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5]。
地方本科院校在向一流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过程中，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

方面都进行了调整优化，向实现封闭式课堂教育向课堂外教育延伸的转变，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已成为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6]。2016 年浙江树人学院作为地方院校获“浙江省应用型试点示范建设

学校”称号，2017 年树人学院环境工程专业被评为浙江省“十三五”特色专业。在此新时代背景下，笔

者基于国内外产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浙江树人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多年来通过产教融合汇集赋能创

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提出“基于模拟工程训练为基础的产教融合新模式”的育人理念，构建面向产业发

展、面向国际发展的多元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2. 国内外产教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2.1. 国外产教融合经验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被国内外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定位的高等学校所广泛采用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63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梅瑜，姚佳超 
 

 

DOI: 10.12677/ae.2022.1210638 4178 教育进展 
 

相对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1906，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推出了“合作教育”计划，迄今己有超过 100 年

的历史[7]。国人较为熟悉的、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有着较大借鉴作用的有英国的三文治式、德国的双元

制和澳大利亚的 TAFE 模式等。英国三文治式是将课程与实际工作中某一职业，行业或专业等所需的技

能相关，并在校学习期间插入企业工作经验的学习，一般来说包括一个为期 12 个月实习的厚三文治式或

两个为期 6 个月实习的薄三文治式[8]；德国双元制即职业培训分别在职业学校和企业中进行的，以企业

培训为主，企业中获得工作经验，在职业学校中获得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9]；澳大利亚 TAFE 模式以行

业或产业作为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制定方，国家培训作为批准方，院校为具体项目实施方，教育理念是进

行学习–工作–学习–再工作–再学习的终身教育，主要教学形式是在实训车间、工作场所或教室进行

项目教学或个体辅导以体现个性化教学，工作经验融入整体教学中，将课堂设置成真实的工作环境或在

工作场所授课[10]。 

2.2. 国内产教融合经验 

我国高校校企结合实践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已开始尝试，但现代意义工学结合思想的提出，始于上世

纪 80 年代后期的工学合作教育引进[11]。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正式引进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合作教育项目

起，经过 15 年的探索，我国己经初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一整套办学、育人、就业模式[12]。这些成功

经验经过总结、提升、推广，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经验。国内的产学合作、

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和示范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借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采取的一年三学

期制的“薄三明治”式，每一学年中，有两个理论教育学期，另一个学期为到企事业单位定岗实践的工

作学期。学校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操作，每年为工学结合的学生提供劳务供需见面机会[13]。南京工程学

院借鉴德国“3 + 1”和“双元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利用最后一学年的假期和课余时间以准企业员

工的身份在实际的企业环境中进行工程实践训练[14]。江汉石油学院“工学交替 311”合作教育模式，即

“学 + 工 + 学”结构，重点依托厂校合作委员会，企业利用学校的资源培训职工，学校利用企业的生

产和管理资源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探索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途经[15]。武汉理工大学“工读交替，预就

业”的“611”模式运作方式。前六个学期以在校理论教学为主，第七学期为工作实践期进岗实践，第八

学期再回校进行一定理论教学、毕业设计及毕业答辩与考核等[16]。 

3. 模拟综合工程训练的产教融合对接平台的建立 

依托行业，以浙江省内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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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卓越计划”环保行业实践基地集群，围绕环境工程的人才需

求及新技术发展的方向，针对环境工程类专业特点和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以现有的《环境工程校企

对接实践平台》、《水污染控制工程创新实践平台》为基础，结合浙江省中小型企业的实际特征，校企

共同开发实习实训项目等教学资源，将实践工程项目转化为教学项目，有效实现教学与生产同步，实习

与就业联体，建立龙头企业嵌入式行业创新基地。推进“以面向就业为导向，以产教融合为切入点”校

企共同培养人才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并按照“问题–实验–设计–验证”

模式进行一体化综合实践创新教学；建立以工程创新为桥梁，衔接校内外学生实践环节的运作机制，实

现学生、学校和企业的多赢局面，切实促进大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提高。 

3.1. 培养方案的调整和优化 

在国家行业通用标准的指导下，按照浙江省行业现状和专业人才需求、就业市场信息和岗位技能要

求确定产教融合平台的模拟训练科目、内容、深度和标准，由专业确定专业的覆盖面和构架，合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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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代表参与制定实训科目、内容、标准要求等，科目课程的设置必须体现结合现有培养体系，体现综合

性、代表性、实用性和无标准答案的原则，不再是按环境工程专项或按方案设计、工程设计、运行调试

进行简单划分，而是体现团队协作的针对实际问题的“问题–实验–设计–验证”模式，实现实践教学

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的转变，实现由“学科、专业导向”向“行业导向”转变。 

3.2. 模拟综合工程训练平台 

利用学校环境工程专业已有分散的专项模拟实训实验室，根据平台工程训练的要求整合和调整，以

全面、先进、适用的单个处理单元或处理设备为基础，为综合实训提供硬件条件和模拟实战场所，专业

学生在校企导师的指导下，按设定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模拟软件系统可作为污染治理流程的初步训练，

而实验室单元的搭建和运行可作为设计方案的最终验证；学生也可利用已有设备和基本单元自行组合、

制作创新的处理设施/设备。为学生营造一个接近实际行业实践的锻炼、训练环境平台。整个训练流程符

合一般工程问题的解决和建造过程，从技术方案的寻优、验证，处理工艺的计算机模拟台证、验证，节

点实验验证，到工艺、构建筑物、设备、管线设计，直到最后的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学生基本经历

了一个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所需要参与的工作，这可为其以后从事工程行业领域建立良好的知识框架

体系结构，同时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已经做好了大量准备。 
产教融合平台定位为学校与企业的对接，是针对目前专业学生未经过综合的工程入门训练而直接进

入企业不适应的问题而设立的，这与许多“3 + 1”的模式有所区别，它不是把工程入门训练交给企业，

而是掌握在学校学习阶段，以此，学校可更方便、灵活、高效地结合课程体系进行设计、训练，不必考

虑中小企业的项目周期、项目多寡问题，也可使企业更放心地把专业的内容交给学生完成；产教融合平

台更不是简单的某个企业的入职培训，由于学校掌握了主动权，可从学科的高度来设计整个训练模式，

使学生在整体的框架下，融入区域企业的实际岗位能力需求。 

3.3. 教学团队的组建 

教学团队成员来自学校和企业，合作企业以学校实践基地群为基础，优先选择能为学生提供具吸引

力的就业机会、或为就业奠定良好职业基础的“三好”类单位，即成长性好、重视人才培养、行业中的

品牌企业，校内人员以“双师型”教师为主，团队动态管理，共同根据行业需求或企业需求设计以行业

能力为核心的、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体系和实训内容、共同完成实训教学指导，按行业标准制定作

品考核标准并进行共同考核，考核结果可在本地区行业内得到认可。 

3.4. 产教融合平台的组织和运行 

产教融合平台设计三个参与方：学校、学生和分散的企业，要想使平台避免流于形式而可发展，除

规范的管理和制度外，必须使参与各方实现多赢的局面，产教融合对接平台设计的出发点是学校和企业

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从人才的最终用户——企业来看，必须为参与企业提供一定的岗前培训和岗位定制

内容，这样企业就可在新员工招募后更早地产生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借助深厚的专业基础、齐全的模

拟设施和检测能力，平台应可为企业解决一些疑难及前瞻性的技术开发问题；从服务的中心——学生来

看，产教融合衔接平台为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过渡接口，使得学生可以在进入企业实习前提前接受一定

的工程能力训练，而且训练的平台基于学校，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联系，为以

后步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对有兴趣的优秀学生，衔接平台可以为其提供一个验证性的创新平

台，可为以后的创新创业提供一定的基础；对产教融合衔接平台的主要承担——学校来看，作为实践教

学的主要环节，平台不但可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和就业的竞争力，而且还为其社会服务打开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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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经过多年的建设，树人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树立学校人才培养主动无缝对接区域相关行业的教育思想，

科学构建以行业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以专业核心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的实践教学体

系建设。学院通过建立产教融合的对接平台，将实践重心从“课程实践”转移到“专业能力综合实训”

层次，以期培养学生能更好适应浙江及周边区域相关行业(产业)的需要。在目前国家推行高校“双一流建

设”及深化产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浙江树人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实施基于模拟综合

工程训练为基础的产教融合综合工程训练平台的探索与实践将给地方高校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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