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学研创一体化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以江苏海院船舶与海工类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为例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晓琴   教授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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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海事类院校（1951年）

l 全国第一批履行国际海事公约的院校（1998年），质量管理体系国内国际认证(2008年）

l 国家海事局核准的航海类专业办学规模全国最大，年招生人数占全国本专科院校的1/10

l 全日制在校生1.2万人；社会培训2万人次/年，培训收入2000万元/年

l 全国高职院校“育人成效”“服务贡献”“国际影响力”3个50强

l 中国最受欢迎的航海教育培训机构、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双高”建设单位

学校简介

2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01 问题：船舶与海工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02 突破：构筑“产学研创”一体化融合发展平台

03 思考：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成效与模式深化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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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船舶与海洋装备产业转型发展
问题

l 船舶工业是国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的基础和重要支撑

l 船舶与海洋装备产业是国家“十三五”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l 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是《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劳动密集型

精细制造型 技术发展趋势
船舶与
海洋装
备产业

绿色环保

信息化
智能化

岗位发展趋势
转型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急需
应用型创新人才

中国是世界造船大国 ，非造船强国

专用特种
高端技术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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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江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新接订单量保持全国市场份额的43%，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占全国的30%，是全国第一造船大省

l 江苏“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海洋强省”“沿海开发” 战略实施

江苏造船：主流船型与高技术船舶“并驾齐驱”

江苏海工：打响总装集成与专业化分包“组合拳”

船舶配套：推动集成化、模块化发展“江苏品牌”

《江苏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问题
1.1  船舶与海洋装备产业转型发展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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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重塑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政治坚定、品行优良，具有海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健全人格与健康体魄，了解国际规范与标准，掌握智
能制造基本方法和技能，精通船舶智能制造过程中的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
产、智慧化管控方法，具备从事船舶设计建造、设备安装调试、机械加工制
造、电气设计生产等综合能力的应用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应用创新人才）

问题
1.2  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新要求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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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l 重构专业群：职业岗位相关、技术领域相近、专业基础相通+技术导向

1.2  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新要求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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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问题

01 专业培养目标定位模糊

Ø 内涵特征：高职应用型创新人才内涵特

征不清晰

Ø 供需契合：培养目标不能适应产业升级

对技术技能人才应用创新能力的新需求

Ø 培养体系：专业人才培养水平整体不高

02 人才培养模式传统单一

Ø 课程体系：基于学科知识体系

Ø 教学内容：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缺少基

于新技术应用的真实项目支撑

Ø 教学模式：方法、手段比较单一

Ø 理论实践：结合不紧密

03 产教融合集成平台缺乏

Ø 资源集聚：少、散、企业优质资源不足

Ø 功能集成：单一，产学研创融合不够，

不成体系

Ø 管理集约：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

化运作、一体化运行

04 协同育人机制未有效建立

Ø 机制不活：需打破学校、企业不同创新体

系；需打通产、学、研、创各个环节

Ø 协同不够：需加强学校与大院大所大企的

协同，校内专业间的协同、教学与科研之

间的协同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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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统规划基于专业群的一体化平台架构

职业认知实习

学做合一训练

单项技能训练

综合技能训练

岗位适任训练

认知
实习
模块

理实
一体
课程
模块

单项
技能
训练
模块

综合
技能
训练
模块

岗位
适任
训练
模块

应用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能力

职业素质

课
程
模
块 硬件平台

理实一体化教室

停泊实习船、机舱
船厂、航运企业

专项技能实训中心

综合实训基地

校外实习基地

l 遵循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构建“五层递进、四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

教学

生产

科研

创新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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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思路

紧扣产业转型升级，聚

焦先进船舶制造，突出

机制创新，强化校企协

同、校校协同、科教协

同、专业协同，打造

“产学研创”一体化集

成平台，实现融合发展

l 聚焦创新人才培养，对接船舶建造新技术，规划一体化平台架构

2.1  系统规划基于专业群的一体化平台架构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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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解决外部支持问题（校企协同、校校协同机制）
    以“政行企校”四方合作发展理事会为统领，构建基于专业群的合作命运共同体
    以项目为牵引，通过契约制，建立校企、校校深度合作载体

产学合作模式

Ø 行业协会发起组建的区域性职教集团
Ø 地方政府助推的“存量资产撬动型”

大学科技园
Ø 行业部门助推的“多点合作共赢型”

企业学院
Ø 联盟企业助推的“定制互惠型”厂中

校（船中校）
Ø 校企双方共推的“互补资源共享型”

校中厂（所）
Ø 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境外办学模式
Ø 卓越人才现代学徒制模式
Ø 股份制新型研发机构

2.2  探索建立四协同、两融合的平台运行机制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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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探索建立四协同、两融合的平台运行机制

与金陵船厂联建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与江苏科技大学合作设立
“研究生流动工作站”

引入江苏域海船舶设计所
设立“船舶生产设计中心”

与金陵船厂共建
“金陵船舶学院”

l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群校企、校校深度合作载体

深度合作企业20余家
合作本专科院校、科研院所8家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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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解决内部壁垒问题（科教协同、专业协同机制）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成果水平不高问题

Ø 科技创新积极性不高：深化二级管理，强化科研聘期目标考核；出台科技十条，鼓励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设立教授工作室、博士工作室，给予政策支持

Ø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普遍撒网与重点培育相结合，开展全员基本科研能力提升培训，设立企业博
士工作站，设立江苏科技大学研究生流动工作站，与本科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研究

Ø 科技创新方向不明：聚焦优势专业和核心服务产业开展应用技术创新；校企联合组建智慧航海、
智慧航运、智能船舶、船舶防污节能、海事大数据、国际公约法规、航海文化等协同创新中心或
产业研究院

Ø 成果水平不高：建立校级、省级、国家级科研平台；组建跨学科专业，跨学校企业团队；与校外
高水平团队联合申报高级别课题、项目

Ø 成果转化率低：建设江苏省大学科技园、股份制新型研发机构，提供成果孵化、转化平台

2.2  探索建立四协同、两融合的平台运行机制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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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解决内部壁垒问题（科教协同、专业协同机制）

教学与科研割裂问题

Ø 表现：无论在学校管理层面，还是在教师个体层面，都是普遍存在教学与科研相互割裂、
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掣肘、相互冲突、关系失衡现象

Ø 原因：认识问题。教学是基础，是大学生存的前提；科研是提升，是大学发展的动力；
社会服务是导向，是大学价值的归属。三者之间具有统一辩证的关系

Ø 机制：管理层正确认识“教学” 与“科研”相互支撑、同生共进的关系，在绩效考核、
职称评审等方面同等重视教学和科研；结合学校实际开展研究，将教育教学中的难点、
热点以重大项目委托形式开展校本研究；实行“工作室制”“导师制”，设立教授、博
士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大学生技能训练队、创新团队、科技社团等；实施学生培
养综合改革，改革学生发展评价体系，推行项目化教学改革、学分制改革

2.2  探索建立四协同、两融合的平台运行机制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17

l 解决内部壁垒问题（科教协同、专业协同机制）

2.2  探索建立四协同、两融合的平台运行机制

专业、专业群之间壁垒问题

Ø 专业群内部融合发展机制：调整专业布局，以专业群为单位组建二级学院；组建校
院两级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深化二级管理，专业建设与管理的重心下移，改教研
室为专业教育中心或课程教育中心，实行校企双专业（课程）负责人制

Ø 专业群之间共建共享机制：搭建校级层面的公共技术平台；跨学科专业组建科技创
新、教学创新团队；建立平台、团队绩效评价机制、资源共享机制、权益共享机制
和信息沟通机制

Ø 探索形成群内融合、群间协同、动态优化的多方协同机制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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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紧扣“生产实训—创新训练—创新实践—成果孵化”创新人才培养逻辑主线，

搭建服务学生、教师和企业发展的技术技能创新平台

2.3  聚力搭建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基于船舶生产流程的实训中心

全国领先的轮机智能化机舱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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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企业项目教学化

以岗位适任能力培养为核心，对接智能制造、精益生产等新技术，突出技能训练和技艺传承，

系统开发基于船舶设计、加工、成型、装配、舾装、涂装、检验等典型生产任务的实践型项目，

将企业生产过程引入课堂教学全过程，进行真实的职业能力训练

Ø 科技项目教学化

以创新发展能力培养和职业基本素养养成为核心，强化创新培育和多元成才，将教师承担的科

研、技术服务项目转化为教学项目，将研究方法与路径、创新思维与方法融入课堂

Ø 竞赛项目教学化

以行动为导向，将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的内容设计和方式融入教学设计中，将竞赛前

沿的技术技能开发为可操作、可实施的教学资源

Ø 科普、社会实践项目教学化

以行动为导向，将科技社团、社会实践学生自主开发的项目转化为可操作、可实施的教学项目

l 研以致用，赛教相融的难点 —— 真实项目教学化

2.4  联合开发基于真实应用的教学项目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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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船舶生产流程的实践型项目

Ø 生产设计：82个  Ø 船舶装配：74个 Ø 船舶检验：45个 Ø 工艺管理：57个  258个

专兼结合的混编教师团队带领学生自制的不同类型船舶

2.4  联合开发基于真实应用的教学项目

l 技术导向，开发对接船舶生产流程的教学项目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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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遥控监视无人巡逻艇模型 基于中心制造船模式的柔性胎架 太阳能三体游艇3D MAX渲染图

来自师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科研型项目

Ø 科技研发：9个  Ø 船舶科普：5个 Ø 创新创业：6个 Ø 技能大赛：10个  30个

2.4  联合开发基于真实应用的教学项目

l 研以致用，开发基于师生科技创新成果的教学项目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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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每位专业老师拥有教授
（博士）工作室师或学
生科技创新团队，实行
“导师制”，师研生随、
师导生创、师生共创

Ø 沈中祥老师指导的学生
科技创新团队，依托江
苏科技大学“研究生流
动工作站”，获得国家
级和省部级创新大赛、
学科竞赛等荣誉20余项，
国家授权专利31项

l 赛教相融，开发基于学生创新实践、创新大赛的教学项目

2.4  联合开发基于真实应用的教学项目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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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高效能船舶概念设计及研制 气动注水喷气推进式节能快艇

新型深海浮式风机

舰艇管路系统抗冲击与减振装置

2.4  联合开发基于真实应用的教学项目

l 赛教相融，开发基于学生创新实践、创新大赛的教学项目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24

l 研以致用，校企所联合开发实验实训设备

Ø 机舱监测报警故障检修仿真实训系统 

Ø 主机遥控故障检修仿真实训系统

Ø 船舶桥楼驾控台故障检修仿真实训系统

Ø 船舶自动电站故障检修仿真实训系统

Ø 船舶辅锅炉控制故障检修仿真实训系统

Ø 船舶液压舵机控制箱故障检修仿真实训系统

Ø 船舶分油机仿真实训装置

Ø 可燃气体监测报警仿真实训装置

Ø 阀门遥控仿真实训装置

Ø 电动差压变送器实验装置

船舶电气专业自主研发的教学设备

Ø 主机滑油温度监控仿真实训系统

Ø 火灾报警教学系统

Ø 船舶内部通信教学系统 

Ø 船舶舵机控制实训装置

Ø 空压机控制系统实训装置

Ø 高级电工考核实训柜

Ø 船舶辅锅炉控制仿真实训装置

Ø 三速锚机控制系统装配实训装置

Ø 变频调速电机仿真柴油发电机组

Ø 船舶主推进仿真装置

突破
2.4  联合开发基于真实应用的教学设备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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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监测报警故障检修仿真实训系统

l 研以致用，校企所联合开发实验实训设备

主机遥控故障检修仿真实训系统

船舶桥楼驾控台故障检修
仿真实训系统

船舶自动电站故障检修
仿真实训系统

船舶舵机控制实训装置

突破
2.4  联合开发基于真实应用的教学设备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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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研以致用，校企所联合开发实验实训设备

Ø 工业X射线探伤拟真教学平台：无辐射、废气、废水、废渣及化学品排放；可动态调整
工艺参数，呈现多透照模式训练，实现X射线探伤实景教学；模拟系统可动态呈现射线
暗室工艺，依照典型生产标准实施射线底片评定及自主校核，在线考评X射线检测技能

3005型仿真装备全图 软件系统主界面

突破
2.4  联合开发基于真实应用的教学设备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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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公开出版的项目化系列教材连续2次入选教育部中国
高校产学研合作优秀案例

l 以研促教，校企所联合开发课程、教材 课程、教材

Ø 6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Ø 35门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Ø 54门项目化课程

Ø 50本教材

“十二五”省级重点教材

2.4  联合开发项目化课程、教材
突破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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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l 招生分数线位居省内同类高职前列；毕业生供需比始终保持1:5以上，70%以上学
生在招商局重工等大中型企业就业

l 80%以上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200余人次在省级以上各类竞赛获奖，获得全国
大学生技能竞赛与“挑战杯”“发明杯”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2项、一等奖20余项

l 近三年学生主持或参与专利授权53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

思考

大学生船模协会组织的船舶模型制作与竞技大赛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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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专业体系日益完备，覆盖船舶建造全产业链
l 国家骨干专业、江苏省重点专业群、江苏省特色专业、“双高”申报专业群
l 全国首批定向培养士官的试点专业，“4+0”“3+2”试点专业
l 国家教学成果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3项
l 主持海洋工程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国家规划教材7部、省重点（精品）教材14部
l 江苏省科技创新团队、教学创新团队、技能大师工作室
l 江苏省科协现代造船技术科技传播专家服务团、船舶行业“首席专家”
l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南京“321”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333工程” 人才
l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l 年均横向课题到账经费达500多万元
l 近三年国家发明专利授权89件
l 省级以上各类教学竞赛获奖18项

3.2  专业综合办学实力明显增强
思考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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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全国教育科普基地，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创新发明教育基地

l 国家发改委产教融合工程项目长三角现代航运技术公共实训基地

l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认定项目海洋工程技术公共实训基地

l 江苏省先进船舶制造技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l 江苏省先进船舶制造产教融合集成平台

l 江苏省海洋装备智能化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l 南京市海事大数据教学研究中心

l 江苏省大学科技园

l 江苏省众创空间

l 江苏省科技服务站

思考
3.2  专业综合办学实力明显增强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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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改革成效得到社会关注
思考

l 应用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荣获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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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3.3  改革成效得到社会关注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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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3.4  思考与展望

高职院校科研反哺教学任重道远

Ø 科研平台层次低、科研资源不足

Ø 科研团队缺乏，高质量、高水平的

科研严重不足

Ø 科教融合、协同发展路径有待进一

步探索

Ø 运用科研成果的教学手段有待进一

步创新（案例教学、适合翻转和研

讨的教室等）

科研促进教学的现实路径优化

Ø 依托高水平科研凝练专业课程特色

Ø 依托高水平科研打造精彩激情课堂

Ø 依托高水平科研成果积蓄教学素材

Ø 依托高水平科研力促科创训练项目

Ø 依托高水平科研塑造学生健康人格

Ø 着力提高科研促进教学的保障能力

（合理选培师资、实施精准指导、

实施主题创新计划）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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