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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产学研合作下地方农林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学校为纽带，搭建学校、企业和科研

单位“产–学”“研–学”“研–研”“研–产”多维度合作平台。构建“文化素质 + 职业道德 + 六
能力”递进式多学科交叉课程体系，“五环节五融合”实践教学体系，“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能力的提升，达到教学、创新、实践的融合，助力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

为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培养提供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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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ining mode of applied talents in local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
ties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With the school as a link, it builds a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schools, enterpri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production-learning, research-learning, research-research and research-production. Then it con-
structs the progressive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of cultural quality + professional ethics 
+ six abilities, and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five links and five integrations, and the Innova-
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of Three Creations Integration. Then it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ability, so as to achieve the integra-
tion of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and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Finally it fo-
cuses on providing reference idea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high-qualit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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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模式，地方本科院校逐渐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且应用型本科

成为主要的人才培养层次。产学研合作就是要突出产业、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将知识创造价值和人

才培养价值有机统一，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未来竞争中所需要的发现问题、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科学素养，这种模式成为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有效途径。 
从国家政策看，国家近年来已先后出台很多积极鼓励产教融合的政策，希望高校和企业、行业之间

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产教融合，走出产教融合的数字化人才培养之路。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就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

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1]  [2]。 
从培养方式看，随着各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企业转型的兴起，过往人才培养面临产教脱节等问题愈

发凸显 [3]  [4]  [5]。特别是很多院校的人才培养还处于传统阶段，日常学习内容几乎和社会需求脱钩，以

至于很多应届生往往需要一两年时间的企业内训，才可以胜任企业的岗位，这样的机制已然成为一种惯

例，但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企业的人力成本，延缓了人才培养的速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打造校企双

主体、共命运的模式，才能让中国的科技产业源源不断地获得高质量的人才。 
从人才需求看，目前我国的农林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缺口”也很庞大。随着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

领域，农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有技术的农业领域人才却满足不了农业企业发展的需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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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围绕服务“黄河战略”人才需求，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个核心点，

加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力促进人才供给侧和地方产业需求侧的全方位对接。学校党委高

度重视产业学院建设，加快推进产业学院专业、课程、教材、实践、队伍、资源、科研服务等建设，创

新产教融合机制，完善“产学研用”体系，努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成效突出、具有较强示范带动性的

现代产业学院，不断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 

2. 研究的意义 

本课题主要针对地方农林本科院校产学研融合不够紧密，而导致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要

求与社会、行业发展需求脱节，学校专业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不足，实践教学体系和模式单一，师资队

伍无法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等问题 [7]  [8]，在探索研究产学研融合体制和机制的基础上，将产学研深

度融合贯穿整个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产学研合作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重构理论和实践课程体系、打造实践教学体系及平台，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学团队，构建一种旨在提高应

用型本科教育质量，培养综合应用能力强，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创业能力、适应未来职业发展要求的应

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有效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3. 产学研融合应用型人才实现途径 

3.1. 创新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体制，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坚强支撑 

在与企业、科研单位合作中，以学校为纽带，搭建学校、相关学科领域企业和科研单位“产–学”

“研–学”“研–研”“研–产”多维度合作平台。 
在与企业、科研单位合作中，以学校为纽带，搭建学校、相关学科领域企业和科研单位多维度合作

平台，该平台具有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跨学科领域交叉融合、产学研多维度深度融合、线上线下互动

交流等特点。 
通过产科教多维度深度融合，形成合作长效机制，完成应用型人才培养功能，推动企业与科研单位、

科研单位与科研单位的广度合作，促进产科教融合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实现多方更好地发展，巩固产

科教融合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3.2. 构建“教学、实践、创新”于一体的产学研合作下的人才培养模式 

立足学校、企业、行业(科研院所)“三主体”合作模式的研究，探讨实现学校、学生、企业共赢的措

施；围绕着强化人文素质、强化知识技能、强化创新创业能力的“三强化”目标，培养学生的“工匠”

精神；围绕着培养自我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综合竞争能力及终身发展能力，探讨“五

融合”式的培养机制。 

3.3. 构筑课程体系特色、实践平台建设特色和创新创业教育特色 

1) 课程体系特色：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构建“文化素质 + 职业道德 + 六能力(行业通用能力、岗位

关键能力、岗位特定能力、综合职业能力、职业拓展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递进式多学科交叉课程体系。 
2) 实践平台建设特色：以提升学生职业能力为核心，研究构建独特的“五环节五融合递进式”实践

教学体系(见图 1)。“五环节五融合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是一种基于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教学模式。

该模式强调了知识的递进性和实践的重要性，学生通过不断地探究和发现来建构知识的意义和理解方式，

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以任务为突破口，让学生通过解决问题来掌握知识和技能，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让学生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紧扣“兴趣与基础、思维与能力、拓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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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成才规律，教师作为引导者，优化形成了农林类专业“五环节五融合递进式”递进式实践课程体

系，设计实践任务，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力，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掌握知识和技能满足了现代农林对专

业人才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需求。农林类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专业基础训练、课程群实践、课程群综合

实践、工学交替、毕业设计。专业基础训练注重传统技术与先进技术融合；课程群实践注重基本专业素

质与专业应用能力的融合；课程群综合实践注重综合应用能力与项目创新相融合；工学交替注重生产实

习与毕业设计选题相融合；毕业设计注重毕业设计与专业实践相融合。 
 

 
Figure 1. Five links and five integration progressiv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图 1. “五环节五融合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3) 打造“三创融合、开放共享”全过程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基于“开放共享”的协同育人理念，构

建创意、创新、创业“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通过基础创新创业课程以及创新创业拓展课程

使学生了解创新创业理念及方法，通过创新创业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能力。把创新创业的

理念融合进每一门课程，基础课以创新为主，创业为辅；专业课加强创新，引导创业，积极引导学生投

身创新创业大赛活动，将理论应用于实践，锻炼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使创新创业教育落实到

实处，引领青年学子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成果转化和产教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

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3.4. 基于产学研融合的师资队伍建设 

搭建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实施校企(校院)师资互聘机制。加强学校与企业、科研院所之间的产学研互

动活动，把地方企业、科研院所作为提高师资力量的平台及教师素质锻炼的基地。制定一系列师资培训

制度，选派教师到企业、科研院所进行实践锻炼，提高教师实践技能；引进有行业产业经验的高职称应

用型人才，聘请高水平产业教授，建立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打造一支专兼稳定、学历职称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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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基于产学研融合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满足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方案设计见图 2。 
 

 
Figure 2. Reform scheme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with inte-
gr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图 2. 产学研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体系改革方案 

4. 实践成效 

4.1. 构建了人才培养新模式，专业建设成效突出 

校企紧密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产教协同育人，共同企业行业培养“一懂两爱”的应用型

人才，打通了就读与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学校、学生、企业、行业多方共赢，为我省经济社会

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人才。 
基于产学研合作多方协同育人，构建了“三主体三强化五融合”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围绕着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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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了递进式的课程体系和“五环节五融合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对接课程教学

目标与教学内容构建了“一树、二库、三类课”的课程资源库，学生专业基础知识较扎实，专业能力、

实践技能与创新能力。 

4.2.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生综合实践及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毕业生的就业率以及考研率逐年提升，就业率稳定在 90%以上，就业满意度高，设施科学与工程专

业、园艺专业、森林保护专业考研率均高达 40%以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好，多家用人单位普遍认

为我校农林类专业毕业生 专业知识扎实、实践创新能力强。2023 年暑期，学校共青团组建社会实践团

队 180 余支，其中乡村振兴促进团队 51 支，乡村振兴“笃行计划”专项行动团队 63 支。实实在在地将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科技惠农，为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智慧农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新

农人助飞防团”利用遥感专业知识对植保无人机技术进行宣传，促进植保无人机的普及。“高青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调研团”聚焦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示范推广了“增效堆肥 + 配方施肥 + 生物有机肥 + 
水肥一体化”模式，带动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形成了长效稳定的创收机制。“强农有我科技战队”走进

育苗基地，学习了解现代育苗技术。“下乡小分队”结合实践地农业病虫草害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预

防措施，减少病虫草害损失。“农业外来入侵水生动物普查团”，科学设计踏查路线和踏查点，采集外

来入侵水生动物的数量、种类、区域分布、危害程度等大量数据，保护了本土水域生态平衡。 
学生在创新创业、学科竞赛上也有良好表现，90%以上的学生都具有依托教师的科研工作参加学科

竞赛的经历，第九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我校报名参赛项目数共 2165 项，参赛人数较去年翻一

番、参赛项目数较去年提高四倍。我校获省赛参赛指标 22 项，省赛决赛中获省赛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第八届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我校报名参赛 18,600 人次，参赛项目 4541 项。我

校获评高教主赛道优秀组织奖。第九届山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产业命题赛道比赛结果公

布，我校斩获 1 项金奖、3 项铜奖，同时与山东建筑大学合作项目获 2 项铜奖。本年度学校产业命题赛

事组织工作实现多项突破，产业命题赛道首次参赛并实现夺金，该项金奖也是同类院校中唯一项金奖，

获奖总数位列同类院校前茅。一直以来我校高度重视“互联网+”大赛，以大赛为抓手，瞄准教育、科技、

人才的结合点，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实践育人体系建设，坚持以专业为基础，努力赋能双创教育，培养双

创活力，积极推动我校师生科研成果转化。90%的学生有参与教师的科研团队或有企业顶岗实习经历，

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肯定。 

4.3. 产科教融合成效显著 

先后与济南兆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昇通农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兴润园林生态有限公司、济南祥

辰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伟丽种苗有限公司、济南正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思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企业建立了教学实习基地，在实习基地上广泛的开展专业实践活动，教师与企业联合申报产学研项目，

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满足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成为黄河流域经济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进行产学研合作，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已进行深度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5. 结语 

在地方农林应用型本科院校构建“产学研”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将“教学、实践、创新”融合

贯穿应用型人才培养全过程，“产学研”多方协同育人才能体现时代热点、专业特色。通过高校、科研

院所、企业、行业共同参与，构建以科研平台、“双创”平台、产教融合以及学科竞赛为核心，以校企

为主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产教融合机制，完善“产学研”体系，培养综合应用能力强，具有一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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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识、创业能力、适应未来职业发展要求的应用型人才，才能有效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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