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4), 1073-1078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76  

文章引用: 沈建强, 司呈勇, 周颖, 李筠. 以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助力电气创新人才培养[J].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4): 
1073-1078. DOI: 10.12677/ces.2021.94176 

 
 

以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助力电气创新人才培养 

沈建强，司呈勇，周  颖，李  筠 

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国际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1年7月23日；录用日期：2021年8月16日；发布日期：2021年8月23日 

 
 

 
摘  要 

现代产业学院作为一种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新组织形式是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育人的重

要途径。本文以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国际学院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为例，从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对工科专业

人才培养的意义、基于利益共同体的现代产业学院组织与协同创新育人机制创建、基于产业发展和创新

需求的实践教学改革和实习环境创立，以及适应产业实际需求创新学校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与方法等几

方面，介绍了现代产业学院助力国际化电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系列举措与成果。为如何借助现

代产业学院培养工科专业创新人才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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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organizational form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Modern Indus-
trial Colleg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or talent cul-
ti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of Sino-Germa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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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presents a series of meas-
ur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internationalized electrical innovative 
talent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talents, how to establish the organiz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 education mechanism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based on interest community, how to realize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ho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indust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experience 
for how to help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Industri-
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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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1]。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出鼓

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设立产业学院和实验室、企业工作室、创新与实践基地[2]。2020
年，教育部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发布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中明确提出要提升专业建设质

量、开发校企合作课程、加速课程教学内容迭代、关注行业创新链条的动态发展、推动行业标准与课程

内容、项目开发、生产流程等产业需求科学对接[3]。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已被上升到了国家发

展战略的位置，而现代产业学院作为一种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新组织形式，是深化产教融合

与校企协同育人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不少高校已从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完全自发探索阶段过渡到

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作为推动高校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 

2.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对工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2.1. 现代产业学院的特征与特点 

现代产业学院是一种新型的混合型办学组织或机构，与普通的学科专业二级学院相比，在办学与治

理主体、运作机制、资源配置及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本质上的差异[4]。现代产业学院不仅是新型的

办学机构且蕴含着“新型建构”的重要组织属性，在办学和治理主体上是高校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

必然要求与现实选择。它由产业企业、高校、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办学及内部治理，并且企业是其中重

要的牵头和负责方，起着更大的主体性作用[5]。 
现代产业学院应具有鲜明的特征与特点。它具有产业现代性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与理念的先进性，管

理方式及治理结构的创新性和灵活性等特征与特点。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多方协同育人的利益共享、协同

与长效运行机制，形成各方深度参与专业培养目标制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质量评价

等教学活动，以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不断优化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持续提升协同育人的

成效，并通过校企联合共建实践教学平台、共同开发项目化课程、工程实践案例等以丰富与优化教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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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致力于解决传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协同育人质量不高以及难以持续等问题。 

2.2. 以现代产业学院助力电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国际学院与多所德国应用型大学合作开设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和国际贸易等可授予双学士学位的国际合作专业。学院通过创建现代产业学院，

搭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有效载体，实现了学院内部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学院下属中德合作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始办于 1998 年，专业于 2004 年初次通过德国 ASIIN 工科专业权威认证机构的认

证，毕业生可不出国门授予德国合作大学的学位证书，并自动获得欧洲工程师任职资格。2010 年及 2018
年，该专业又二次无条件通过现场复评估。此外，专业于 2012 年被首批授予“上海市示范性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 
近年来，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合作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以培养新兴国际化工程人才为目标，对接

智能制造技术，积极探索传统工科专业全面创新、改造及升级的路径。特别是通过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助

力国际化电气创新人才培养。以培养适应现代产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构建了多方协同育

人新模式，并通过建立多方协同育人的利益共享与长效运行机制，不断探索与优化多方协同育人培养体系

与模式，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为现代产业学院助力工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经验。 

3. 基于利益共同体的现代产业学院实施方案与教学改革探索 

3.1. 基于利益共同体的现代产业学院组织与协同创新育人机制创建 

基于现代产业学院建立持久的、全方位、深层次校企协同创新育人机制，关键是要创建校企利益共

同体。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创新育人绝不是企业向学校单方面的利益输送，学校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受益

方。校企双方要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必须让企业与学校通过现代产业学院这一组织与协同创新机构成

为利益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不是建筑在利益共享基础上的校企合作关系一定走不了长远和深入。

要让企业受益于校企合作，一方面要为企业培养适应企业需要及发展的工程型创新人才，不断地为企业

提供高素质的员工；另一方面是要创新学生培养机制，把人才培养与对行业、企业的科研合作结合起来。

这就要让企业真正成为现代产业学院的主角参与课程体系设置、课程理论与实验教学、项目综合设计、

实习与毕业设计，以及教学方法与管理制度的改革等各个教学环节。为此，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国际学院

在现代产业学院中建立理事会及联席会议制度，从合作企业中聘任一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或技术经理(总
监)作为企业代表参与教学运行、管理与改革工作。目前，加入现代产业学院的合作企业有施耐德电气、

柯马公司等世界五百强在上海开设的公司，也有采埃孚、爱达克、陆科思德等德资企业，还包括延锋、

领目、简仪科技等中资智能制造企业。现代产业学院还与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等行业技术协会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现代产业学院理事会及联席会议制度的框架内，学校与合作企业分别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并从合

作企业中聘任一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与工程师作为企业导师，通过定期召开现代产业学院联席会议与企

业受聘导师能进一步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对教学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不断提出改进或改革建议，同时稳定

校外学生实习基地。合作企业优先选择跨国企业、行业龙头或智能制造高新技术企业，校企合作内容包

括与企业建立校企合作联合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企业参与专业与课程建设、企业导师进课堂指导学

生相关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制订、企业导师参与指导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和竞赛活动等教学各个环节。 

3.2. 构建基于产业发展和创新需求的实践教学和实训实习环境 

在教育部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发布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中提出要基于行业企业产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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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生产流程，创新多主体间的合作模式，构建基于产业发展和创新需求的实践教学和实训实习环境。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还指出要使用真实生产线等环境开展浸润式实景、实操、实地教学，着力提

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有效提高学生对产业的认知程度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企业实习显然是培养与

提升学生这类能力的必要环节与途径。 
1) 加深学生与合作企业相互了解，实现学生与实习企业的双向选择 
基于现代产业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利用合作企业短期假期实习、企业技术讲座、工程师技能训

练课程、基于企业产品的校企联合课程与实验开发，达到学生与合作企业相互了解目的。在学生与合作

企业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实现“多对多”双向选择(即每个学生可以从多个企业中选择一个感兴趣的企业实

习，同样合作企业也可以选择合适的实习生)。 
现代产业学院负责向学生推荐实习企业。在学生的整个 18 周的实习期间，经学生申请、新实习企业

同意，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转到其它不同类别企业继续实习，但企业实习内容必须与专业有一定的

相关度。 
2) 根据企业实习岗位类别与学生专业特点，安排学生在企业内部生产链各部门轮岗 
学生选择实习企业后，由企业导师与学校实习指导老师根据企业实习岗位类别与学生专业特点，为

学生量身定制实习计划，并在企业内部生产链各部门轮岗，以帮助学生了解企业文化、熟悉企业从采购

供应部、设计技术部、生产车间、行政管理、市场销售、售后技术服务等整个生产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如

企业提供的为产品设计与研发类岗位。对于工科类学生以项目研发为主要实习任务，同时适当安排学生与

项目相关的其他生产链环节的实习任务；如企业提供的为产品生产技术类岗位(如产品测试等岗位)。对于

工科类学生以师徒制顶岗为主要实习任务，同时适当安排学生与项目相关的其他生产链环节的实习任务。 
3) 学校指导教师走访实习企业与学生实习成绩评定 
学生去企业实习后，学校需要持续跟踪、了解学生的实习状况。学校的实习指导教师在学生实习期

间需走访实习企业，向企业指导教师了解学生的实习状况与表现，了解企业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要求与建

议。学生须向指导老师定期递交实习报告，实习结束时递交实习总结报告，并参加实习口头报告及答辩。

最后，指导教师综合企业对学生的实习反馈、学生的实习报告、实习口头报告及答辩评定学生实习成绩。 
学生在企业完成 18 周的实习和 14 周的毕业设计后，对企业已相当熟悉，因此毕业后企业也会优先

招聘这些学生就业。 

3.3. 结合产业实际创新学校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与方法 

教育部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发布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还明确提出要推动课程内容与行业

标准、生产流程、项目开发等产业需求科学对接，建设一批高质量校企合作课程、教材和工程案例集。

紧密结合产业实际创新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增加综合型、设计性实践教学比重，把行业企业的真实

项目、产品设计等作为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的选题来源。 

3.3.1. 基于企业提供的项目综合设计课程与毕业设计项目，探索产教融合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 
把人才培养与对企业的科研合作产品研发结合起来。基于企业提供的毕业设计与项目综合设计课程

项目，不同专业学生组成国际化项目研发团队，由德国交流生、国际国内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及中德毕业

设计指导教师参与。在项目研发中，培养、提升学生跨学科、跨文化交流、团队协调工作的能力及工程

师职业素养，同时也加强了学校与企业的科研合作。 

3.3.2. 结合产业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要与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产业需求包括产业对人才能力素质的需求和产业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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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或产品升级迭代的需求。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合作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积极改革升级课程设置

和教学内容的具体措施，对接产业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进一步优化教学培养计划与教学内容。 
对专业已开设的“先进控制技术”、“机器人技术”、“可编程控制总线技术”及“数字系统”等

现有课程，加入产业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的教学内容或实验。例如为了适应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合作企

业对自动辅助驾驶相关设备及软件研发的需求。在企业的支持下，专业把“数字系统”课程原来在传统

实验设备上开设的实验改为基于 FPGA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实验，并新开设“智能优化算法及其应用”

选修课程。这样学生在企业实习阶段就可直接使用 FPGA 器件研发自动驾驶智能算法；再如为满足汽车

设计类合作企业需求，把“机械工程基础”课程从 64 学时增加到 80 学时，加强了 CATIA、AutoCAD 等

设计软件学习内容。通过对教学培养计划与教学内容的优化，拉近了产业实际需求与学校教学的距离。

由此相关企业对专业实习生和毕业生评价很高，并给出了较高的实习津贴或工资福利。 

3.3.3. 基于探究式学习模式实现项目制课程全程式–过程化考核 
项目制课程及考核时应该客观看待学生的学习基础与能力方面的差异，引导与建议不同层次的学生

客观地按自己能力选择合适难度及感兴趣的项目。以项目综合设计为例，教师把项目分成 3 类： 
1) “难度较高”项目(通常是企业实际项目，由企业导师参与)：自动驾驶系统研制(上海领目科技公

司支持的实际课题)、预测性维护与云监控平台(与施耐德公司校企合作项目)等课题； 
2) “难度一般”项目：温度实时监控系统、倒车雷达系统、机器人及视觉识别等课题，如过程化考

核中发现学生能较好地完成所选课题，可及时调整课题难度； 
3) 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立课题：基于互联网的云台监控系统等。 
基于项目的探究式学习模式注意培养学生寻求合作的团队精神与自主学习能力。学生要把实验、项

目研发过程及查阅的技术资料进行总结梳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和问题解决方案。教师在此教学过程中不

断跟踪考核学生的学习状况。 
此外，借助现代产业学院这一组织机构专业还实施了与企业共建课程，如聘请德国 Beckhoff 自动化

公司技术经理参与“可编程工业控制系统”课程教学，并指导学生在公司捐赠的 PLC 设备上完成实验等；

分别与施耐德电气、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公司联合申请、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与德国陆科

思德等公司校企共建“智能制造工业 4.0 实验室”、“机器人技术实验室”等举措。 

3.4. 以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助力电气创新人才培养成效 

本专业以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助力电气创新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毕业生总体表现优异，高质量就业率

一直保持在高位。毕业生约有一半以上毕业后选择去德国继续深造，并大多被德国名牌大学录取为研究

生。也有不少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实习企业工作，爱达克、领目科技等企业已连续多年招聘本专业毕业

生，著名德企 ZF 公司研发部至少三分之一的员工为本专业历届毕业生，米技电器、简仪科技公司开始注

意从专业低年级学生中招收假期实习生，专业毕业生质量与素质还获得了大陆集团、西门子、科世达华

阳以及海拉电子等许多企业的好评。此外，现代产业学院也加深了校企双方的科研合作。如为表彰中德

学生组成的科研团队在校企合作创新实践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及为企业产品开发做出的贡献，已有十多位

本科生、3 个大学生创新实践团队的学生和 2 位德国留学生获德国陆科思德公司奖学金。此外，本专业

学生在全国及上海市的各类创新竞赛中也屡次获奖。 

4. 总结 

本文以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国际学院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为例，介绍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如何助力电

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现代产业学院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组织架构，创建了现代产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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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企联席会议制度，并通过受聘的企业导师让企业及行业协会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通过校企

共建基于产业发展和创新需求的实习基地与实习模式，使学生对企业的运作、企业的技术岗位更加熟悉，

对企业文化更加认同，学生毕业后更愿意留在实习企业，企业也更欢迎这样的学生将来成为企业的正式

员工；通过结合产业实际、创新学校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与方法，对接产业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更新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拉近了产业实际需求与学校教学的距离；把行业企业的真实项目、产品设计等作

为毕业设计和项目综合设计等实践环节的选题来源，有效地提升了学生对产业的认知程度和解决复杂系

统性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基于互利基础上的校企科研合作的开展；学生参与基于企业提供的项目，

并由不同专业与留学生组成国际化项目研发团队，培养学生跨学科合作、跨文化交流的国际化创新应用

能力与素养。通过一系列的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改革举措与实践，现代产业学院已成为名副

其实的校企合作利益共同体，并为如何借助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培养工科专业创新人才提供了有价值的

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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