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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科技创新与服务模式研究——
以新能源专业群为例

袁进峰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天津 300350

摘 要：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新能源相关专业在职业院校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产教融合

作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新能源相关专业的科技创新和服务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文将以我校“双高”建设重点专业群——以新能源专业群为例，探讨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与服务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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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 global attention to clea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osition of new energy related 
majo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and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odels in new energy related majors. The paper will explor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odel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using the key professional group of 
“double high” construction in our school — the new energy professional group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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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日益严重，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机等新能源作为清洁、可再生的能源类型，已成为

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领域。在中国，光伏、风电等产业

作为绿色低碳产业，其发展对于优化能源体系、助推经济转

型升级具有非常重大意义 [1]。然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快速

发展对人才和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为职业院校的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该研究以天津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专业群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职业院

校科技创新与服务模式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分析产

教融合下科技创新与服务模式的基本内涵，构建以需求为出

发点，深入调查当前企业需求，打造专业化的科技创新与社

会服务团队，拓展服务方式，健全服务机制，全面提升服务

专业化水平，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发展专业特色，积极适应

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助

力区域经济发展，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积极创新改革，加大

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力度，真正培养区域经济需要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为国家“双碳”战略做出积极的贡献。

2 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中科技创新与服务模式
存在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

基地，其在新能源领域的教育培训、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显

得尤为重要。然而，当前职业院校在新能源专业教育中存在

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业院校科技创新

能力的提升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为：部分院校过于

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部分教师

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和行业知识，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上

缺乏探索和提升，难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及创新能力；部

分学生对行业中存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缺乏兴趣，

缺乏主动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学

内容与行业需求脱节、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等，

这些问题限制了职业院校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教师队伍素

质是影响职业院校科技创新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部分院校

存在教师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具体表现为：部分教师缺乏科

研经验和创新能力，难以承担高水平的科研项目；部分教师

这些问题都制约了职业院校科技创新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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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职业院校中，虽然都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但是仍然存

在一定的问题 [2]。具体表现为：部分院校缺乏对学生创新能

力的具体培养计划和相关措施；专业课程设置和专业内容缺

乏创新性和实用性；学校组织的部分实践活动缺乏创新性和

挑战性，目前大部分集中于参观，而并非真正的参与其中。

这些问题存在，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发展都起到了极大

的限制作用。同样，在某职业院校中，学校整体对科技创新

的重视程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问题都阻碍了职业院校

在相关领域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

近年来，随着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与合作的深入，

企业和高校“双主体”地位越发明显，双方同时意识到企业

与高校之间的紧密合作越来越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关键点。

以往，企业主要依靠自身的研发能力来推动创新，但随着科

技的快速发展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的提升，科技企业逐渐

意识到与高校合作可以带来更多的创新机会。论文将以产教

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科技创新与服务模式展开研究，探讨其

特点和影响。

综上所述，面对职业院校在科技创新与服务模式方面

存在的问题，包括科研管理模式滞后、平台建设不受重视、

科技创新认识不足、教师队伍素质待提高以及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不足等方面。各个地方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加大制度

保障和政策支持，不断促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不断深入校

企合作，科技创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与活力。例

如，天津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关于科技

创新的重要论述，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充分发挥高

校创新优势和策源功能，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促进校

企联合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进一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3 解决的途径与思路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专业群聚焦光伏、风电、

电力装备等产业发展，以国家“双高计划”光伏专业群建

设带动新能源专业群的全方位发展，在五年的建设期内成果

丰硕，同时指导全院“三教”改革，在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课程思政建设和技术服务研发等方面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同

时，专业群对接新能源协会、龙头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形成

“职业、产业、行业、企业、专业”五业联动机制，打造职

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发展的育人新模式，并在

协作共同体内推广应用 [3]。依据我校“双高”建设基础，综

合考虑多个方面，具体解决思路如下。

3.1 深化产教融合合作
建立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职业院校应与企业建立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探索产学研合作模式，促进产业需

求与教育供给的对接。

共建实训基地和科研平台：职业院校与企业可以共同

建设实训基地和科研平台，引入企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

学生提供真实的生产环境和科研条件。通过实训基地和科

研平台的建设，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创新能

力，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持。

3.2 优化教育体系
更新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职业院校应根据行业产业

发展的现状与需求，调整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培养适应行

业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可以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了解企业

的人才需求和技术发展方向，然后有针对性地调整课程设置

和教学内容。

加强教师培训：职业院校应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训，

以此促进教师的实践能力和行业经验。例如，不仅可以通过

邀请行业专家来校授课或开展讲座，也可以定期派遣教师到

企业实习或参与企业的科研项目，以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

实践能力。目前，我校要求专业课教师每学年要下企业挂职

锻炼，同时采用科技特派员的方式入驻企业，参与企业生产

实践，以此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和科创能力。

3.3 推动科技创新
增加科研投入：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增加科研投入，鼓

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可以通过设立科研项目奖

励、提供科研场所（工作室）和设备等方式，为科研活动提

供必要的支持。

加强科研团队建设：职业院校可以组建由校内教师和

企业专家组成的科研团队，共同开展科研项目。这样既可以

提高科研水平，也可以促进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

3.4 加强人才培养
采用“双导师制”：职业院校可以推行“双导师制”[4]，

即学生在学期间就同时拥有校内指导老师和校外指导老师。

校企合作的重要一环就是联合进行人才培养，具体表现为校

内指导老师负责学生的理论教学与日常管理，校外企业技术

人员负责学生的实践指导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以此提升学生

的综合能力素养。

加强实践教学：职业院校培养在专业知识讲授的过程

中，应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更

加符合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体系，以此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开展实验、实训、实习等活动，

让学生亲身体验生产过程和科研过程，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

3.5 建立长效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政府应加强对产教融合的支持

和引导，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持续为职业院校和企业提供

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

建立校企合作评估机制：职业院校应建立与企业合作

的评估机制，定期评估合作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

合作策略和方向，从而确保校企合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解决思路，可以促进职业院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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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科技创新与服务模式的优化，提高职业院校

的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高素

质人才和科技成果。

4 产教融合背景下新能源专业群的服务模式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新能源专业群的服务模式需要紧

密结合行业需求，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

核心，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5]。

加强与新能源类企业的深度合作，将课堂搬到企业里、企业

引进学校来、公司建到校园里，建立“管理共同体领导机

制”“师资共同体互补机制”，学校为合作企业提供人才和

智力支持，融入企业发展体系。以下是新能源专业群在产教

融合背景下可能采取的服务模式。

4.1 人才培养服务
优化课程设置：根据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趋势和企业需

求，调整和优化课程设置，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

对接。

加强实践教学：与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加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技能。

定制化人才培养：针对企业的特殊需求，开展定制化

的人才培养计划，为企业输送符合其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4.2 技术咨询与服务
设立专家咨询团队：组建由新能源领域专家和教师组

成的咨询团队，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方案设计等服务。

技术难题攻关：针对企业在新能源领域遇到的技术难

题，组织教师和学生进行联合攻关，提供解决方案。

4.3 技术研发与转化
建立研发平台：与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新能源技

术研发平台，共同开展技术研发项目。

推动成果转化：通过技术转移、专利授权等方式，将

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4.4 继续教育与培训
为行业人员提供培训：针对新能源行业的从业人员，

提供定期的继续教育和技能提升培训，帮助他们不断更新知

识，提升技能水平。

充分利用双基地建设，面向学生及新能源发电企业员

工开展职业培训和资格证书培训。根据企业生产实际需求进

一步完善校内风力发电仿真培训基地、风机拆装实习基地的

各项功能。在企业专家的指导下，提升校内教师新能源运行

仿真实训指导证书的获取率。积极为发电企业开展多形式的

教育培训、终身教育服务、技术技能培训等，着力提升基地

的服务能力和贡献度。在双基地建设过程中，深入了解企业

技术攻关、技术革新等困难和问题，与企业专家共同研究企

业急需解决的生产实际问题，促使教师科研立项与生产实际

相结合，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在线教育资源：开发在线课程、学习平台等教育资源，

方便行业人员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4.5 合作与共享
产业联盟合作：加入或组建新能源产业联盟，与相关

企业、科研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新能源产业的

发展。

资源共享：共享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教学资源，实

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4.6 产学研一体化服务
项目合作：与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新能源领域的

科研项目，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实现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有效对接。

通过上述服务模式，新能源专业群能够更好地满足行

业需求，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这些服

务模式也有助于提升职业院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职业

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

5 结语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的新能源专业群的科技创

新与服务模式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

人才培养为基础。通过与企业、行业的紧密合作，建立产学

研一体化平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尤其“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和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等措施，提升职业院校新

能源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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