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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产教融合为背景，探讨高校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问题，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相结合，分析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针对土木水利人才培养中存在的

问题，从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当前时代背景与高校教学等多角度探讨土木水利人才培养策略，提出了

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从“科研能力”、“应用能力”和“协调能力”多方位进行培养，探索了土

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改革方向，从而培养出更加适合社会发展的高层次专业

型人才，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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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aken as the backgroun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form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mode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applied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ivil and 
water conservancy talents. The training strategy of civil and water conservancy talents is dis-
cussed from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social needs,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col-
lege teaching, etc., and the training mo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coordination ability” of civil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talents is pro-
posed. Through exploring the teaching concept and teaching mode reform direction of civil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fessional master students, we can cultivate high-level professional talents 
who are more suitabl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better serve nation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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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战略的出台，各种先进制造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产品品质和效率不

断提高。这些高端制造业对于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趋势，国家去产能、调结构、

提质量的一系列产业项目不仅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且需要高水平人才支撑。土木水利专业在传统意

义上是工程学科中的一门重要学科，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渐渐提出了新要求。学

生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并将掌握的专业学术技能应用到产业中，以适应未来发展的

新趋势。 
产教融合的含义是学校与企业的一体化，通过将教学与产业密切结合，使两者深度融合，互相支持，

互相促进[1]。地区高校作为当地的科研输出大户，是解决地区科研问题的“急先锋”，是辅助当地市政

府和帮助地区企业的“技术顾问”，是实现科研成果应用转化的“孵化器”，其不仅能实现自身的质量

提升，还能为地区发展提供人才与技术服务，因此对高校的教研转化为成果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目

前许多高校在执行产教融合理念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存在界定不清、责权不明、力度不够等问题。因

此，进一步探究以应用型培养为主体的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模式，对普通高校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科学研发、共享共建、项目牵引、人才培养与交流等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人

才的主要培养模式[3]。影响高校产教融合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学校、企业和政府等多方面因素，目前

产教融合要求高校与企业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实行校企“双主体”的培育方式[4]。当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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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家与学者对产教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作模式及其选择方面，例如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

协同创新模式通过探索企业在该模式下所发挥的作用，找到企业自身技术发展的不足，从而有针对性的

找到解决办法[5]；还有以推进产业技术研发、培养科研创新人才、促进成果转化三者一体化为目的，从

而提出了产业技术研究院中的组织培育模式，该模式汇集了各类创新要素，综合各类创新优势，从而推

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发展[6]；还有专家通过探讨制约产教融合的因素，从而有针对性的构建较

为全面的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新方法[7]。 
国外学者对产教融合模式的研究重点与国内学者有一定的差异，其主要着重实证分析方面，如产教

融合模式中的联合培养、科研向专利转化、联合培训等几种形式研究较多[8]，通过探讨产教融合不同阶

段校企合作模式中学校与企业所需扮演的角色，认为校企合作模式中学校在技术开发阶段应发挥主要作

用，而在市场化和扩散这两个阶段企业应发挥主要作用[9]。 
综上所述，目前产教融合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相较于国外较为丰富的实证研究，国内的产

教融合研究偏向于以定性分析为主，而缺乏丰富的实证验证，这与我国产教融合起步较晚有关。因此本

文将针对土木水利专业的特点，从多角度分析应用型普通高校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的影响因素，探索应用

型普通高校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产教融合教学改革新模式。 

3. 高校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的问题 

3.1. 人才培养目标偏差 

目前我国部分高校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与理念较为一致，这主要是我

国部分高校的发展模式过于追求规模和层次，从而导致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界

定不清，使得人才培养定位出现偏差[10]。目前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体系主要是以科研和教育

为主，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弱化与产业的联系，这种模式下培养的专业型高层次人才缺乏实践能力，

没达到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随着智能制造和科技创新的飞速发展，现在高校必须意识到高层

次专业型人才的培养是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需要重新界定，加强与产业的

联系，实现产学研深度合作，把教育资源与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使得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

生步入社会后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3.2. 培养模式与时代发展错位 

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使得现有的课堂教学方式给学生所带来的知识量

获取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单一的科研学术培养也不能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教育行业在

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下，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多元化培养方式将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带来重大

升级[11]。随着智慧城市、绿色发展、碳中和等新理念的提出，土木水利行业发展也将面临重大变革，因

此土木水利专业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产教融合培养程度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和

完善。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 3D 打印技术、数字制图和智能建造等相关技术，它们在指导产业绿色

升级和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建筑结构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为此，结合

当前新形势，进行相应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增补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12]。 

3.3. 产教融合培养单位责权界定不明 

目前的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主要以校企合作为主要培养模式，其中高校在该模式下起主导作用，而未

重视企业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作用。这主要源于高校在执行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时，忽视实践能力

对学生的作用，过度重视学历对就业的重要性，且企业为避免培养过程中的相关责任，不主动要求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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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的权利，因此导致产教融合培养单位责权界定不明，使得高校在产教融合培养模型下的主导作用

越发明显，导致人才培养与企业要求脱节的问题也日益突出[10]。 

4.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探讨 

4.1.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根据国家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应以面向实际应

用为主，以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为目的，围绕“两大基础三大能力”构建培养模式。专业

基础是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根本，而学术基础是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归宿，学术基础

基于专业基础发展而来，是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最基本标志。基础能力是硕士研究生的基本能力，可通

过日常课程培养得到提升；创新能力是硕士研究生区别于本科生的根本技能能力，可通过科研培养得到

提升；应用能力是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必须培养的目标能力，可通过科研创新在实习中的实践得到提升。

通过产教融合的培养理念，深化课程体系与实践培养体系改革，重视基础能力，培养学术能力，以基础

技能为根本，向上发展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最终完成创新转化为实际应用的目标，达到“基础

牢固、应用突出、特色鲜明、素质出彩”的培养要求，构建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4.2. 深化教学改革 

土木水利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应以专业类教学作为质量控制标

准，应面向行业需求，对标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学做贯通，强化与新理念、新技术、新战略对接，体现

办学特色。 
1) 课程体系建设要以能力培养主线，构建“以主带辅促发展”的核心课程体系。以工程应用能力为

培养主线，专业基础能力和创新能力为辅助，改革并联系所有土木水利的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为土木

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发展提供支撑；2) 面向国家需要求，课程内容对接行业五新。现有土木水利专

业型硕士研究生课程内容需全面对接行业的新任务、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战略，如《钢结构设

计》等课程需要对接地区城市建设新任务，《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等课程需要对接城市建设新思想，

《结构抗震设计》等课程需要对接地区城市建设新理念，《结构试验》等课程需要对接新技术，《高层

建筑结构设计》等课程需要对接城市建设新战略；3) 体现课堂教学特色，推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

针对土木水利专业特色，在课堂理论教学的同时结合科研理念，同时通过工程案例研讨融合相关创新思

维培养，使得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与工程实践及科研创新一体化；4) 对接工程实践，强化专业应用能力。

实践教学应当作为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主线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至

关重要。因此高校应将相关政策纳入教学大纲，以便学生在课堂上就开始认识行业问题和相关技术问题。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才能有针对性地学习与训练相关学术知识与科研技能。 

4.3. 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产教融合不是简单的将学校所学理论知识向企业实践转化，而是要让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

整个硕士研究生阶段养成创新与实践应用的转化思维，在以后的工作中时刻保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惯

性。因此要推动产教深度融合，除了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和去企业实习实践，还应该协调校企双方合作

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课程，共同有针对性地建立实训工作室、实训基地，并成立校企专业指导委员会，

校企共同合作工程与试验项目等多个方面。强化校企合作，提高企业在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

的地位，为学生提供创新与实践平台，依托校企合作项目，加强校内教师硬件设施建设，将教学与工程

实践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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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企双向互动，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依托校企合作项目与校企双向平台，严格制定土木水利专业

型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学校通过与政府、企业合作，搭建学校、政府和企业三方合作平台，通过

整合三方资源，为研究生的产教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政策与技术保障，构建“教学与科研”、“服务与

保障”、“培训与研发”三位一体的产教融新模式。2) 专业导师与行业导师双向互动，构建“工作室 + 
办公室”新型教学模式。建立专业导师与行业导师的共同工作室与办公室，打破理论与实践壁垒，使科

研创新与实践应用高度融合。采用“工作室 + 办公室”的新型教学模式，专业导师与行业导师共同带领

学生组团参加创新研发与工程实践，使得科研创新形成从实际工程中来又到实际工程中去的正向循环。 

5.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从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改革和产教思维培养等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办法。根据国家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人才的培养

要求以及社会的需求，针对研究生的基础能力、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培养，提出了基础与能力并重的培

养模式，从而解决产教融合中的人才培养目标难以达成的问题。根据土木水利硕士研究生的专业特点，

以能力培养为主，面向国家战略对研究生课程进行改革，从而使得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能更科学的强化其

创新应用能力。最后根据学校与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所发挥作用的不足，通过建立校企合作项目以及实践

平台，进一步强化校企产教融合的深度，为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提供更好的培养条件。 
在一系列教学改革、实践改革和政策改革下，改善了高校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产教融合的条件，

提高了产教融合的效果，培养了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和应用思维，锻炼了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打

破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为高校土木水利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后，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通过不断地发展、改革和完善教学任务与教学目标，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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