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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模式下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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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教融合是学校与企业高度合作，相互促进，建立教学与人才培养的统一体，集科研、教学、实践等为一体的人才培

养模式。产教融合教育模式利于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实现应用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目的达成。基于此

开展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就要立足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在教学中渗透科研、实践、应用等能力培养策略。

推动学生发散思维、知识应用能力、岗位契合度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文章针对产教融合模式下的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

人才培养措施重点讨论研究；同时分析了产教融合教育模式简介。让更多的学校了解产教融合的积极作用，体会到创新型人

才培养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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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is a highly cooperative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model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which establishes a unified system of teach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ing, practice, and other 

aspects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high-quality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novating talent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applied and practical talents. Based on thi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polymer composite material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abilities such as scientific research,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so as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divergent thinking,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job fi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f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measures in the field of polymer composite materials 

under the mode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as analyzed. Let more schools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role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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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将高分子材料与其他材料组合

成多相固体材料，提升材料本身的强度、耐温性、耐腐蚀

性、绝缘性、绝热性等，满足中国材料应用的多种需求。

该领域的人才需要知识底子过硬、创新思维灵活的人才，

才能在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中打开固有思维，获得新的材

料研究角度和领域，开辟出新的研究切入点。为此，开展

产教融合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契合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的

研究人才需求，满足市场竞争需要，贴合人才培养诉求。

因此，利用产教融合模式开展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

人才培养是国家和社会的要求，更是人才发展的必需过程。 

1 产教融合教学模式简介 

产教融合教育模式是将产业发展和教育过程进行融

合，创新技术性人才培养方式，让学生在产业发展和实践

操作中提升知识掌握程度，积累经验和专业能力；还能在

实践操作中根据具体情况创新问题解决方式，提高学生创

新能力。这样的人才培养过程能对学生实践操作力、创新

力、发散思维等进行培育，同时提升学生爱国情感、敬业

精神和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落实素质教育和创新

教育
[1]
。 

当代的产教融合教育模式经过长期发展更加成熟和

全面，让职业教育更加贴合实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该模式下的教学过程，更加重视学生的实践操作和项目完

成程度，关注学生知识灵活运用水平，重视学生问题解决

能力和方式多元性。进而针对学生创新素养进行引导，促

使学生获得发散思维的发展，强化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

同时在产教融合育人过程中重视跨学科教育过程，引导学

生利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内容和特点开展专业深度研究和

广度学习，获得综合能力的实践过程，对学生创新意识激

发有积极作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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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快速发展进程中，产教融合育人模式重视对科

技手段的运用，借助虚拟实验室、信息技术教学等载体强

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同时利用科技手段让学生见识到真

实的工作场景和过程，并在知识教学中强化学生创新力培

养。让学生基于课堂、科技了解专业发展趋势和问题，获

得创新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实战经验和创新力，

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 

产教融合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改变单纯进行实践操作

的教育模式，更加关注学生项目完成质量和速度，关注学

生内在品质及能力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员工共

同努力、团结奋进，因此产教融合模式重视培养学生内在品

质，强化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提升职业道德，帮助学生在

能力发展中实现素质提升，呈现人才的高质量培育过程。 

在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应用产教融合教育模式开展

创新型人才培养，能让学生基于理论研究深度体验高分子

复合材料研究过程，理解科技研究中不同材料的实践特性，

熟悉材料性能检测过程和方法，提高学生认知程度，强化

创新思维培育。同时，经过产教融合的育人模式，提升学

生科研精神和谨慎研究意识，端正技能、技术学习态度，

提高学生内在品质和思想
[3]
。因此，利用产教融合教育模

式开展创新型人才培养是重要的人才培养思路，能推动创

新型人才培养力度，助推中国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研究的

快速发展。 

2 产教融合模式下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

人才培养策略 

2.1 依据产业发展确定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产教融合视域下的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人才

培养要聚焦产业发展趋势和现状，依据产业发展目标明确

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进而在教育和产教融合中实践创新

型人才培养方案。 

2.1.1 依据产业发展明确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 

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的创新型人才需要与产业发展

相适应，根据产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培养创新型人才，才

能推动人才在知识、技术、技能、创新力方面对高分子复

合材料发展的推动作用。为此，学校要分析高分子复合材

料领域发展的人才需求，了解不同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过

程，分析本校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和弊端。从而根据

高分子复合材料发展过程和人才需求明确产教融合创新

人才培养方面，获得人才培养目标和重点
[4]
。进而在教学、

专业实践、产教融合过程中针对学生创新素养和发散思维

进行多角度、多方式培育，明确高分子复合材料专业的人

才培养需求。 

2.1.2 依据产业岗位明确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的研究需要具备创新力、严禁思

维力、缜密研究能力的人才，才能在高科技研究和实验过

程中细致观察材料反应现象和研究结果，根据数据和具体

材料试验过程明确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效果，获得技术和

技能的突破。因此，要根据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岗位需求

明确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建立以技术为先导、以产业链

发展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格局。将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细化

到产业发展和技术研究中，利于教师在专业教育中针对学

生创新力、分析研究力等进行培养。 

2.1.3 依据多部门合作明确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需要发挥多部门的协作作用，共同

推动产教融合教育的深度落实，培养具有实践力、可操作

力、创新力的优质人才。为此在产教融合模式中开展高分

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就要在多部门协作中总

结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法，获得思想引导和方法指引。

如综合行业院校、行业企业、行业组织、主管部门等，让

与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相关联的人员集思广益，精准定位创

新型人才培养目标，提高顶尖人才培养力度。 

2.2 构建多元教学模式推动创新人才培养力度 

产教融合模式下的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人才

培养需要借助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研究本专业的

兴趣，从而推动学生能力发挥和知识研究，为高分子复合

材料课题研究和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奠定知识与能力基础。 

2.2.1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先进工艺、技术的研究 

在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领域进行创新性人才培养就

要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实现技术的思想意识引导
[5]
。

如用多媒体、虚拟实验室进行高分子复合材料先进技术的

研究和实践，通过虚拟操作分析技术的优点和不足，根据

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创新技术和工艺实践方式，创新高分子

复合材料研究高度和方式。在产业融合模式中将虚拟实验

室的研究过程和技术进行实践检验，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

实践新技术的深度研究和实践，推动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

技术的创新发展。这样能对创新人才培养提供载体和空间，

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2.2.2 设置专题、课题研究利于学生创新力培育 

职业院校的技术研究和发展需要建立专题或课题，在

专业深度挖掘和思考中落实技术的创新突破，提高专业的

研究高度和科技融入程度。基于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在高

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培养创新型人才就要引导学生参与专

题、课题研究。让学生在谨慎思考、细致研究中获得思维

发展和创新，打破原有固定思维，落实创新力培养。如研

究高分子复合材料回收物的利用价值，通过建立专业或课

题，带领学生利用实验设备和技术开展回收材料的研究、

性能分析，获得回收利用价值的深度研究。同时教师鼓励

学生参与高分子复合材料创新大赛，将产教融合实践中、

课题研究的经验运用到大赛中，推动学生专业能力、创新

力的全面发展。 

2.2.3 应用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成果教学激发兴趣 

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领域的成果和技术是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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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研究兴趣的重要砝码，在产教融合教学模式下，教师

联合企业可以将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成果、技术等在课堂

展示，让学生在观察、分析和学习中获得专业研究动力和

兴趣，提高学生主动发展创新力的内驱力。为此，教师借

助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与企业达成共识，将高分子复合材料

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展示，将技术应用过程进行操作，让

学生基于理论学习获得实践操作过程研究，打开学生思想

认知和思维，利于学生受到启发深度理解理论知识和原理，

获得创新力发展的推动力。 

2.3 开展项目教学强化产教融合教育深度和广度 

项目教学法是将完整的项目交给学生，由学生自主设

计、收集信息、实施及评价，让学生在项目研究中落实素

养培育和创新力发展
[6]
。教师可以将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

领域中与学生能力及素养相匹配研究点融入项目教学；同

时在产教融合教育模式下联合企业为学生提供实验场地

和工具、材料等。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研究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实践项目的深度研究和广度探究。

这样的育人过程，重视关注学生思考分析及实践操作力，

关注学生对材料及设备的灵活运用方式，关注学生问题解

决思路和方法的创新性，进而依据项目针对学生综合素质

及能力开展全面引导和培育。 

在开展项目教学过程中，除了提供设备和材料外，还

要有专业的人员帮助学生完善项目实践方案，监督学生实

践操作过程和步骤，保障整体项目开展过程安全、科学、

系统，能对学生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进行强化训练，发展

创新力。另外，教师和其他人员记录学生实践操作过程，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在项目小组操作、讨论过程中记录项目

推进情况。这样能为教师细致分析学生专业能力和素养提

供载体，帮助教师总结学生研究优势和不足，从而在课堂

和实践教学中针对学生短板进行强化培养、锻炼，逐渐提

升整体技术能力。基于产教融合模式，开展高分子复合材

料领域项目教学法创新型人才培养策略，能引导学生在独

立操作和团队合作中创新思维，深化技术应用，获得巩固

知识与能力的实践过程。拓展专业教育和创新力培养深度

及广度，落实学生素质提升，专业发展。 

2.4 构建线上教学平台全面落实产教融合模式 

线上教育平台的开设要将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领域

的成果、技术等进行传递，让学生在课堂、在宿舍等地区

进行专业研究。打破地域和空间的限制，让学生在第一时

间能获得专业技术学习和讨论，针对学生创新思维进行培

育。为此，职业院校和企业要联手打造线上教育平台，根

据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领域特点确定平台模块，促使线上

平台与学生能力发展相适应，为学生知识学习、能力拓展

提供支撑
[7]
。教师要将学生学习进度、内容上传平台，企

业根据学生知识研究范围和内容上传相关的研究技术和

实践知识。让学生随时享受产教融合教育的积极效果和作

用，获得对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领域的追踪式学习。进而

对学生创新力开展线上模式的引导，获得能力拓展空间、

知识学习新方式。 

通过开设线上教学平台，将产教融合教育模式由线下

转为线上，获得随时随地的专业学习机会。同时，教师利

用线下实习和岗位体验机会，让学生将理论研究和线上平

台学习的技术进行实践，缩短教育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达成理论+实践+反思+理解吸收的高效能力培养模式。另

外，学生将线上教学平台资料学习的问题进行专家提问，

帮助学生从实践研究角度认识问题，从技术研究角度获得

客观理解，提高学生思想认知高度，为创新力培养提供空

间，为创新思维发展提供载体。为此，教师借助产教融合

教育模式，联合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企业共同搭建线上教

育平台，让学生在有限的资源学习中获得无限能力培养，

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 

3 结语 

产教融合模式下高分子复合材料领域创新型人才培

养能让学生在课堂和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最前沿、最先进的高

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技术及理论，弥补教材内容落后的弊端，

拓展学生创新力培养渠道。因此，教师要根据产教融合育人

思路、根据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领域特点针对学生创新力进

行强化培养，逐渐让学生成长为具备创新力、发展力、灵活

知识运用能力的适用型人才，达成国家人才需求标准，获得

高质量人才培育过程，提升应用型特色大学育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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