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成果类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目成果名称

1.3 篇论文

2.研究报告：基于企业应用场景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1.论文：《产学研引领下高职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探究》，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21(4):52-56。根据产学研引领下的高职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研究现状，提出产学研引领下

高职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设计方法，设计出产学研引领下的高职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

体系。将企业真实场景的考核体系应用到课程改革中，该课程评价指标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可为高职教育的课程评价体系改革提供借鉴。

2.论文：《高职学生参加专升本教育的动机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职教论坛，

2023,11:55-62。基于扎根理论对高职学生参加专升本教育的内在动机与现实价值进行理论构

建。 研究结果表明，高职学生参加专升本教育的动机可以分为提升职业技能、跨越学历门槛 和

跟随他人发展三类，而专升本教育在跨越学历门槛以及拓展就业范围上有积极的作用，却在最

关键的技术技能提升上停滞不前。 对策建议包括政府层面推动本科层次教育协调发展、社会层

面扩展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空间、学校层面做好人才培养体系衔接和学生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

理性选择是否参与专升本教育。

3.论文：《集成电路专业职教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职业教育，2022,11(6):711-717。文

章探索和研究了职教本科“四年贯穿式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产教研融合的集成电

路专业职教本科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建立了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保障措施，

真正实现了技能型、应用型的创新人才培养目标。

4.研究报告：基于企业应用场景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报告对项目

研究进行了总结，包括研究简介、研究主体和主要研究成果。

5.企业教学资源：主要包括 PPT 课件、视频和典型的基于企业真实场景的课程教学情景设计，

并在教学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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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集成电路技术 200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300

光电技术与应用 240 微电子技术 150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之路，是当今高职教育的

发展方向。课程改革中，将企业真实场景项目引入课程改革，学校、企业共同参与，

实现资源共享，是校、企、学生、老师互赢的一种课程改革。以真实企业应用场景，



以工作任务引领知识、技能和态度，以典型项目为驱动，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让学生在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知识，发展了学

生的综合职业素质，体现了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宗旨，实现企业与学校的无

缝对接。这种新课程改革的成功开展，充分利用了学校、企业的各方优势资源，实

现了企业、职业院校、老师及学生各方的均衡发展，为进一步的校企合作提供了借

鉴和保障，将大大推进和提升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水平和校企合作水平，也为高职院

校课程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课改效果：

(1)企业真实应用场景中，学生以“职业人”的身份参与课程学习，在特定工作

岗位中完成学习，在学习中完成特定工作任务。通过新课程教学实践，学生可以了

解企业岗位需求及所需的技能素质，企业文化，掌握电子产品开发流程，提升自身

的技能。

(2)基于工作工程，班级以小组形式分工，以工作任务引领知识、技能和态度，

让学生在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知识，发展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3)参考企业的绩效考核方法对学生的课程成绩进行考核，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企

业的技能需求和考核方法，发现自己的差距。

(4)以真实场景项目为载体，通过课程教学与生产、科研实践活动的有效结合，

锻炼了师资队伍，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实现了企业

与学校的无缝对接。

(5)课改的教案、学校师资及企业指导教师等资源共享。课改教案可作为企业新

进员工的培训讲义，学校教师可以产学研项目为载体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而企业

工程师可聘为学校的校外兼职教师。以课改为纽带，实现了校、企、师（学校老师

和企业工程师）、学多方共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