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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化应用型人才能够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进行培养。商洛学院对接秦岭区域绿色循环

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构建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组建国际化应用型中外共课教学团队。

以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四段式”教学融入新工科教育，重构相互协调的创新创业体系。

以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为依托，深入开展根植地方行动计划，共建共享课程思政案例库，培养电气类国

际化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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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applied talents can be trained through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To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green circular economy in Qinling region，

Shangluo University has built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oriented Chinese-foreign co-class teaching team.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applied talents，the "four-stage" teaching is integrated into the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and a 

mutually coordinat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ystem is reconstructed.Based on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latform，we will deeply carry out rooted local action plans，jointly buil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 banks of shared courses，and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applied talent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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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全球化背景下急需国际化应用型人才，中外合作

办学是主要的培养方式。近年来，朱彦彦
[1]
在深入分析思政教

育重要性的基础上，给出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抓手提升中外

合作办学质量的途径。朴基石
[2]
认为地方院校需要科学制定和

实施招生标准，同时加强管理委员会建设，推进合作共赢。董

俊峰
[3]
在细致分析党建重要性后，提出以党建为引领推进中外

合作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凌鹊
[4]
在分析高等教育中外办学区域

布局的基础上，给出区域分布从东部向西部地区偏移的论断。

刘崧
[5]
指出，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是加快教

育对外合作的重要方式。孙玉永
[6]
、张海永

[7]
以地方院校金融

和土木专业为例，介绍具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成效。荆鹏飞
[8]
结

合设计思维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实践，探索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金银亮
[9]
提出构建创新创业教

育生态共同体的思路与策略。吴晓波
[10]

以浙江大学教学实践为

例，从学生赋能、生态塑造、动态演进等方面构建“基于创新

的创业”创新教育模式。 

1.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 

商洛学院是位于秦岭腹地服务地方发展的本科院校。2016

年 3 月实施根植地方行动计划，同时注重实践教学、强化产教

融合，坚持分类培养，鼓励创新创业。2017 年 11 月，学校入

选国家发改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高校。2018 年 2 月，获

批陕西省教育厅“一流学院”建设单位。2020 年 7 月，依据专

业国家标准、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并结合行业需求，全面修订完

善形成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2021 年 11 月教育部

下发文件正式批准商洛学院与美国格林威尔大学合作举办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022 年 9 月正式招生，

现有在校生 340 人。同时，商洛学院开展会计学、财务管理、

音乐学、学前教育、护理学 5个专业国际创意课程项目，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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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达到 200 人。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商洛学院应用型人才

培养重要组成部分。 

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举措 

（1）对接秦岭区域绿色循环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构

建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立足陕南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人才需求

特点，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育项

目，优化专业布局。发挥多学科培养平台和党团育人作用，校

企协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注重“思政引领、中外共课、专创

融合、科教融汇”，强化品格塑造、新文理教育、多学科交叉

和个性化专业教育， 

构建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如图 1所示。 

 

图 1  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团员模范作用需要得到充分发挥，强

化育人功能。通过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团总支组织课外

科技、文体活动和志愿者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职业规划

和创业策划指导，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心理素质、领导能力、

团队精神。在注重知识-能力-思维和态度培养的同时，强调学

生的价值观、道德标准、热情、毅力、行为的教育，从而实现

学生的全面培养。 

（2）对接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对教师的新要求，组建

国际化应用型中外共课教学团队。立足秦岭区域绿色循环经济

产业转型升级特点，积极开展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建设，对接教师发展在语言基础、沟通协调能力、

国际视野方面的需求，建立中外共课教学团队，为培养具有国

际化视野的应用型人才提供保障。在组织上，设立国际化教育

示范岗；在人员上，选拔本校优秀教师，引进企业工程师，聘

请国外合作院校知名教授，建立稳定的中外共课教师队伍；在

政策上，制定中外共课教学团队国内培训和国外进修机制。团

队成员由工程师、国际教师、学校教师构成，如图 2所示。 

（3）以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四段式”教学融

入新工科教育，重构双向激励的创新创业体系，实现专创融合。 

①“四段式”教学融入新工科教育，形成适应国际化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按照教育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

系建设的要求，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教学过程凸显国际化特色。

商洛学院聚焦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工程人才需求特点，建立注重

品格塑造、融合新文理教育、多学科交叉的工程教育和个性化

的新工科教育模式。美国格林威尔大学的学生评价体系，将课

堂表现、作业、测验、课题报告、工程案例分析、期末考试、

实践实训等多个环节纳入评价考核。加强书面文献阅读报告和

口头汇报训练，锻炼学生总结、归纳、表达的能力。注重课程

论文、案例分析写作培训，帮助学生了解科学研究方法，培养

严谨学术态度，为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提供支撑。 

借鉴美国格林威尔大学先进的“四段式”教学方法，将其

融入商洛学院新工科教育，如图 3所示。外籍教师讲授专业课

程，国内共课教师全程辅助教学，深入学习国际教学经验，实

施案例驱动式、问题导引式和小组合作式等教学方法与过程式

考核方式，形成具有新工科特点的四段式教学法，适应国际化

教学的需要。 

 

图 2  国际化应用型中外共课教学团队 

 

图 3  四段式教学法融入新工科教育 

②聚焦区域主导产业进行创新创业实践，构建外在抓手和

内在驱动相协调的创新创业体系。以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相

互融合为内在驱动力，以通识课、技能课、实践课为抓手，聚

焦区域主导产业进行创新创业实践，构建外在抓手和内在驱动

相协调的创新创业体系，如图 4所示。 

（4）深入开展根植地方行动计划，共建共享课程思政案

例库，实现校企协同育人。以根植地方行动计划为依托，科教

融汇，促进具有区域特色的“商洛学院校外博士工作站”“人

工智能医学影像平台”在科研成果转化中，逐渐转变为区域创

新人才培养基地。在思政引领下，通过产学校企融合，多学科

交叉与跨学科融合，教-研-学融合，共建共享课程思政案例库，

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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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专创融合教育途径 

3.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 

（1）有效提升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学生应用能力。学生先后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

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全国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

赛等省级以上奖励30余人次；学生完成的“AI分布式全域污水

动态监测系统”获得第十四届“挑战杯”秦创原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国家级银奖，“数字赋能商洛花鼓点亮乡村文化心

灯”获得全国大学生新文科创新实践大赛国赛银奖，实现商洛

学院历史突破。 

（2）有效提升教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完成“清

洁能源与智能制造服务团”和“图像理解与智能检测服务团”

校级根植地方课题，联合商洛市虎之翼科技有限公司获批“电

路优化与缺陷检测服务团”项目，团队教师2人入选商洛市首

批科技副总。 

（3）有效促进协同育人平台的建立。以课程思政教学为

核心，组建获批校级电气类中外共课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建设教学团队；以根植地方行动计划为基

础，新增陕西风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人本股份有限公司等

5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4）凝练形成一批典型教学成果。基于教育教学改革课

题，凝练形成的“对接区域区域需求培养应用型工程师的探索

与实践”获得2024年商洛学院教学成果特等奖，“课程思政融

入中学物理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获得陕西省教育学会教科

研成果二等奖。省级在线开放课程《案例式创新创业教育导论》

在学银网上线，“创新创业教育与训练”课程思政案例库通过

学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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