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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产教研融合的应用型本科焊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旨在应对传统焊接人才培养模式所遭遇的困境，通过与产

业界的深度密切合作，将企业当前阶段的实际需求有机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更有效地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焊接理论和技

术。此外，通过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技能，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很快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和市场

动态。该模式整合产业资源、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致力于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焊接人才，从而满足焊接行业的

发展需求，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推动焊接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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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welding talent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raditional welding talent training model. 

The current practical needs of the industr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by cooperating with enterprises, enabling 

students to better grasp and apply advanced welding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dditionally, throug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tudents' innovative skills and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can be cultivated, allowing them to quickly adapt to the need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demand after graduation. This model combines industrial resources,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al 

teaching to cultivate welding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so as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welding industry, enhance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we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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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持续迅猛发展，焊接领域逐渐向智能化、

自动化方向转型。然而，反观当前众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

焊接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诸如教学

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缺乏多样性，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与实践指导缺位等
[1]
。这些问题不仅使

得本科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遭遇瓶颈，难以满足当今

市场需求，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焊接行业的转型升级进

程。因此，从产教融合的角度出发，对应用型本科创新创

业型焊接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改革与实践探索，具有不

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旨在破解当前

焊接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困境，全面提升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创新能力及创业精神，以期更好地契合市场需求，助推焊

接行业的转型升级。 

1 产教融合的理论基础 

产教融合是指职业教育与专业产业之间的深度合作，

形成学校与企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旨在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满足市场需求，促进行业发展。产教融合的理论基

础主要包括系统论、社会系统理论和三螺旋理论。这些理

论为产教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有助于

促进产业和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系统论是 1937 年由生物学家贝塔朗菲（Bertalanffy 

L. V.）提出的，这一观点最早在他的著作《抗体系统论》

中进行了阐述
[2]
。贝塔朗菲认为，系统论是一种研究整体

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方法，其基本原理包括整体性、关

联性和动态性等。这一理论对现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了许多领域研究复杂系统的基本框架和方法。在产教

融合中，系统论提供了一种将产业和教育看作一个整体，

探究其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思路和方法。 

社会系统理论则侧重于社会系统的结构优化和各要

素协同机制，该理强调社会系统的有效运行和持续发展是

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3]
。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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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融合这一特定领域中，社会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套

系统的分析框架，用于探讨产业与教育在社会大系统中的

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进而深化

我们对产教融合内在逻辑和实际操作可能性的认识。 

此外，三螺旋理论作为产教融合的另一重要理论支柱
[4]
，

由美国学者亨瑞·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与勒

特·雷得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共同提出。该理论

认为政、产、学和研四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强调这四

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推动着一个

动态且持续的创新循环。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三螺旋理

论为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产业界的深度合作与创新协

同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型焊接人才培养模式的

设计与构建 

面向应用型本科焊接创新与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包括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加强

实践教学和实习基地的建设，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和师资队

伍建设等。重庆科技大学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自 2022 年

获批国家普通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以来
[5]
，专业综合

考虑，以产出为导向优化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校企

共哺”的焊接专业培养试点，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

焊接人，具体方案如图 1 所示。 

 

图 1  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型焊接人才培养模式 

2.1 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改革 

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型焊接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

与教学内容的改革需要以产出为导向，从更新课程内容、

加强实践教学、引入创新创业教育、优化课程结构、引入

企业资源、建立课程评价体系以及加强教材建设等方面入

手。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优化及持续改进，可以提高焊

接人才培养质量，如图 2。 

具体实施应根据焊接专业市场需求和行业特点，优化

焊接专业的课程体系，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

养。增加了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例如创造思维、创业

基础等，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加

大了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持续优化完善一个实践教学体

系。与企业深度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提供真实

的工程实践环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目前

专业已经与多家企业建立了校外实习基地，如国际焊接工

程师联合培养基地、重庆科技大学-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

限产学研合作基地、重庆群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基地

等。积极引入企业资源，包括企业导师、企业项目、创业

支持和孵化等，实现产教深度融合。与企业合作开展课程

设计、毕业设计等教学活动，让学生接触实际生产过程，

了解焊接专业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 

 
图 2  产出导向的焊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流程图 

重庆科技大学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在课程设置过程

中，对创新创业教育进行了布局，逐渐构建一个完备的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专业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包括《创新创业

基础》《（焊接技术与工程）创新实践环节》《就业指导》

《职业生涯规划》等，培养创新思维、提供创业基础课程

以及开展创业实践项目等方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

新创业竞赛和活动，以提升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专业老师每年带领大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创新大赛、“嘉

克杯”国际焊接大赛等。通过举办创新创业讲座、论坛等

活动，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鼓励学生自主开展创新

创业项目，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这样的教育体系能够

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机会去培养自身的创新精神，提升他们

在创新创业领域的能力和竞争力。 

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上，重庆科技大学注重多元化评价

方式的运用，包括学生自评互评、毕业生回馈、教师评价

以及企业评价等。每学期专业教师要求完成 4 次及以上听

课并进行同行评价，学生会在每学期对老师的教学进行评

价；同时学校实行导师制管理，导师对分管学生进行导学

评价，学生同时也对导师进行评价，此外校内导师和企业

导师每学年年底都会进行导师考核和评估。在整个评价体

系中，我们应注重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有机结合，全面

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这样的评价体系将有助于我

们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表现，并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有益的反馈。 

2.2 实践教学与实习基地的建设 

重庆科技大学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实践平台与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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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培养创新创业能力而

建立的。目前该专业有认识实习毕业实习基地、专业基础

实验教学平台、专业课程实验设计平台、产教研协同创新

竞赛平台等，如图 3 所示。通过以上平台的建设结合与合

作企业共同签署的实习基地的建设，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支持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达成，

有效提高焊接人才培养质量，进而满足市场需求和推动焊

接行业的转型升级。 

 
图 3  产出导向实践教学与基地建设 

基于人才培养的指导原则与市场需求的方向，专业正

逐步完善其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涵盖了实验研究、技能

实训、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多个实践环节，注重理论与

实践的深度融合，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实现这

一目标，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配备了先

进的实验设备和实训场所。例如，引入电子封装微链接设

备和电磁脉冲焊接设备等尖端实验设备，建立国际焊接工

程师联合培养基地等实训场所。此外，专业还与业界领先

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创建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学校与重庆得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群葳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动荡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焊接相关企业

签署了长期的实习基地实习协议，这为学生提供了更贴近

实际职业环境的实践机会。与企业深度合作，不仅为学生

提供了企业导师的指导和企业实际项目的参与机会，还为

学校引入了宝贵的外部资源。这种合作模式使学生能够直

接了解行业现状，洞察市场动态和行业需求。同时，企业

提供的实习岗位有助于学生顺利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过

渡。通过这些措施，专业旨在构建一个系统化、多元化的

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具备高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

才，满足市场需求并推动行业的发展。 

为确保实践教育的长效性与稳定性，专业与企业共建

的实习基地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支持，并接受学校

的严格监管与定期评估，以保障实习活动的高质高效进行。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应追求教师实践经验与教育能力的双

重提升。自 2022 年初，共派 5 人次专业教师到重庆德凯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普尔萨有限公司进行工程实践

锻炼，目前专职教师中具有一年以上现场经历占比近 90%，

具有 2年以上工程实践能力的专任教师比例达 80%。同时，

引进企业界的专业人士作为兼职导师，有助于加强学校与

产业界的联系与互动。 

2.3 师资队伍建设 

针对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型焊接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建设与培养尤为关键。专业主要从加强“双师双能型”师

资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师资来源渠道、完善教师培养和

激励机制、建立校企合作模式、实践教学与实习基地建设

以及建立教师评价与反馈机制等方面入手。逐步建立起一

支既具备扎实理论知识又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双能

型”师资队伍，为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本科创新创业型焊

接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激励教师参加各类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提升教师的

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

业人才，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和交流，建立一支具备实践经

验和教学能力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此外专业打破

传统单一的师资招聘模式，积极从行业企业引进技术骨干

和管理精英作为兼职教师，他们的实践经验可以为学生提

供更贴近实际的教学内容。同时，建立与国内外知名焊接

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与授课。目前专业柔性引入南昌航空大学——巴渝学者可

作教授 1 人，为学生提供更加广泛的学术视野和实践经验。 

制定系统的教师培养计划，包括定期的职业技能培训、

学术研讨会和行业考察等，确保教师能够持续更新知识和

技能。专业目前具有国际焊接工程师培训资格的教师占比

近 70%，专职教师中具有一年以上现场经历占比近 90%，

有利于将教师实践经验转化为教学内容的能力。建立科学、

客观、公正的教师评价体系，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实践能

力进行评价和反馈。根据评价结果，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

优点和不足，并制定改进计划，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师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深入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产教融合在应用型本

科焊接人才培养中的核心重要性。这种紧密的合作模式确

保了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高度契合，为学生提供了宝贵

的工作实践机会和真实环境体验。实践教学的强化显著提

升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为

他们的未来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行业的发展，对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的人才需求日益

凸显。因此，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和实践教学在培养

焊接领域应用型创新人才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展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企业的合作，探索多

元化的合作模式，如联合研发、技术转移等，以实现学校

与企业的共赢发展。同时，我们将紧跟焊接科技的创新步

伐，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技术，确保学生掌握最前沿的知

识和技能。此外，我们还将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力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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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实践机会和资源，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

潜能。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和效果，我们将持续完善评估和

反馈机制，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实践成果，

为教学改革提供有力支撑。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致

力于培养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焊接人才，为行

业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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