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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加快发展壮大现代产业体系的背景下,深化科教融合是高职院校推进人

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任务。本文从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视角出发,探讨高职院校有创新意识、有针

对性的科教融合机制的构建,并结合泉州华光职业学院“运动鞋服专业群”科教融合的实践进行个案分析,为高职院校深化科

教融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关键词] 构建；科教融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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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s an urgent task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of talent 

cul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ed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serv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and targeted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ombines the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ports shoes and clothing 

professional group" in Quanzhou Huaguang Vocational College. The practice of case analysis provides a reproducible 

and scalable experienc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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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职教育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核心 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改革逐步形成办学方向,推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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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与教学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也融合工作开展的原因：一是

大部分高职院校是停留在校外实习实训、学生就业层面的合

作多。二是高职院校教师队伍中,40岁以下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当前我国高职教育科教融合,大多还停留在宏观

政策和理念层面,制约高职院校科教的教师所占比例均超过

80%,教师队伍的科研素质整体不高。三是高职院校对科技实

验室投入建设少,导致在科技攻关、社会服务层面的合作少,

校企长效合作机制得不到保障。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高职

教育科研与教学融合的视角探讨,并以泉州华光职业学院运

动鞋服专业群科教实践为例,提出构建有创新意识、有针对

性的科研与教学融合机制。 

1 科研与教学融合机制构建原则 

1.1科教一体化育人 

要充分体现了高职教育跨界的本质和特点。要跨越科研

与教学融合校企合作的界域,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实践与科研项目对接,实现

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科技环节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

相匹配,推进科教一体化育人。 

1.2科教融合的特色 

鼓励教师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并彻底改变传统的课堂授

课方式,注重科技实验教学与专业理论教学的有机结合,及

时更新科技实验教学内容。注重校企共建共享的有机结合,

建立稳定的校内外科技实验教学平台,引导组织学生走向社

会,深入企业实践,不断深化科教融合,促进校企协同创新。 

开设实验室“创新空间”,实现科研课题、实验项目、

仪器设备向学生的全方面开放,调动和激发学生对科研创新

的兴趣,传授学生基本的科研与创新方法。以科研项目促进

科教融合水平的提高,形成科研与教学融合的特色。 

1.3学校建设企业保障 

科教融合承载和体现着高职院校的办学和育人理念,学

校要加大投入,建设符合本校特色专业与区域经济产业相匹

配的科研实验室。要以推进科研与教学、校企紧密合作为重

要途径,鼓励教师深入企业,参与科技研发实践,了解和掌握

最新科研动态、科研成果和学术前沿,及时更新科教内容。

同时,积极吸引和聘请业界科技工程师和企业技师到学校讲

学、兼职,将最新的科技前沿知识、关键技术和智能工艺带

进课堂,共同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2 科教融合机制的构建措施 

2.1科教实验高度统一 

构建“校企合作,项目驱动”的科教融合机制,引进有科

研项目开发经验的科技工程师、企业技师和专业教师共同施

教。推行专业带头人与科技带头人的双带头人机制,专业带

头人为具有实际工作经验与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经验的教

授；科技带头人为有着丰富科技研发经验的科技工程师、企

业技术总监。在科教过程中,采用“项目驱动”的“实验室

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科研项目需要,将课堂直接设

在实验室内,在科技实验与理论教学的时间配比上,以75%与

25%的配比,加大动手操作时间与实训力度,实现了专业理论

学习和科技实验项目实操的高度统一。 

2.2以专业群为单元实施科教 

明确专业群为基点的校企共建发展目标,形成重点骨干

专业带动专业群的特色发展之路。围绕专业群设立科教项目

指南,承接企业科研项目。注重把科学技术和科研成果应用

于教学,要把新取得的科研成果编写成教材,不仅使学生受

益,还要让企业的员工受益,服务于社会。将科教融合人才培

养体系成为校企双主体育人平台,为学生高层次就业和创新

创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2.3以横向课题为依托促进科教融合开展 

把握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等新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

加强校企横向课题开发,促进产学研合作,帮助企业提升科

技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坚持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主动开展

技术服务,挖掘科技资源,依托校企合作的横向课题,促进科

教融合稳定开展。 

根据学校各专业群专长特色,集中力量整合科技资源,

把提高教师的科研素质摆在重要的位置,调动广大教师的科

研积极性,实施科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致力教育教学改革、

推动“双师型”教学队伍建设、加强适应高职教育的科技研

究、推动横向课题产、学、研结合,进而实现可持性科教融

合校企协同育人目标。 

3 科教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上文提出了“科研与教学融合机制构建原则、科教融合

机制的构建措施”,而如何进一步创新思路、探索实践,推动

科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仍然是高职院校的紧迫课题。高职

院校受资源条件约束,科教融合存在一定的空间障碍,不仅

“走出去”不易,“请进来”也困难。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

法对泉州华光职业学院运动鞋服专业群推进科教融合的经

验进行总结,将能产生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1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福建省2018-2020年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千亿产业

集群推进计划》服装产业集群(泉州)以晋江、石狮等地的纺

织服装产业为中心,争取到2020年实现产值3100亿元。制鞋

产业集群(泉州)打造先进鞋业生产基地。争取到2020年实现

产值1900亿元。鞋服产业集群(莆田)打造个性化定制莆田鞋

服区域品牌。争取到2020年实现产值1200亿元。鞋服两个产

业集群的产值目标为6200亿元。 

随着福建省鞋服产业集群推进计划的实施,生产企业间

的竞争愈演愈烈。企业间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是产品质量

的竞争,是创造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在千亿产

业集群推进下,运动鞋服专业群于2017年获省级立项建设,

旨在为服务“鞋服产业集群推进计划”和振兴福建鞋服传统

工业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3.2专业群基本概况 

运动鞋服专业群骨干专业：鞋类设计与工艺,核心专业：

服装与服饰设计、休闲体育、工商企业管理、移动商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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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企业有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福建七匹狼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三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 

建设有：物理性能科教实验室、运动力学科教实验室、

生物保健科教实验室、数控设计科教实验室和智能化、信息

化等20个实训基地。面向多学科、多课程,涉及运动鞋服类

所有专业,在夯实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基础,提高学生实验设

备操作能力,促进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3.3实验项目对应科研课题 

开发企业动态升级专业内涵的科研课题,密切跟踪行业

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对接未来产业变革和技术进步趋

势,运用科学技术,推动企业的技术攻关和产品升级,提升服

务行业企业社会的技术附加值。把科研课题、专利技术等成

果转化为实验案例,实现科研实验与教学内容同步更新,在

科研实验过程中提升师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3.1鞋材料及鞋产品物理性能实验 

(1)主要采用以下国家及国际的测试标准：中国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GB)、美国纺织化学家和染色学家协会

(AATCC)、美国测试和材料学会(ASTM)、澳大利亚标准学会

(AS)、英国标准学会(BS)、加拿大标准委员会(CAN/CGSB)、

德国标准学会(DIN)和欧洲标准化委员会(EN)等机构。  

(2)鞋材料及鞋产品物理性能测试：评估产品的性能、

舒适度、安全性和质量的测试(色牢度、鞋跟拉脱强度、天

皮附着力、配件拉脱、车缝强度、条带拉力强度、耐曲折、

胶着力、抗张强度、撕裂强度、爆裂强度、剥离强度、耐磨

测试、防滑测试)等项目。 

3.3.2服装材料及成品物理性能实验 

(1)主要采用以下国家及国际的测试标准：中国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GB)、欧洲标准协会(EN)、法国标准协会

(NF)、德国标准协会(DIN)、英国标准协会(BS)、美国纺织

化学家和染料家协会(AATCC)、美国测试和材料协会(ASTM)、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NIST)、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

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机构。 

(2)材料及鞋产品物理性能测试：评估产品的性能、舒

适度、安全性和质量的测试(色牢度、经纬密度、针织物线

圈密度、纱支、起毛起球、质量/克重量、厚度、水洗缩率、

气蒸缩率、干洗缩率、洗后外观、拉伸强力、撕破强力、胀

破强力、接缝滑移、折痕回复性、起毛起球、荧光分析、棉

结杂质、护理标签/水洗建议)等项目。 

(3)运动力学科教实验：采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GB)标准。进行运动鞋平衡曲线运动力学试验、运动鞋压

力分布运动力学试验、运动鞋服舒适度人体运动试验、服装

超声波压合(无针线)力学试验。 

(4)生物保健科教实验：采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GB)标准。进行运动鞋材料有害微生物菌试验、服装材料

有害微生物菌试验、运动鞋内腔有害微生物菌试验、运动鞋

保健功能试验、鞋垫保健功能试验、服装保健功能试验。 

(5)数控设计科教实验：鞋样创新创意设计、服装创新

创意设计、样板转换、电脑级放、排版切割。图案设计彩印。 

4 科研与教学运作模式 

教学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心工作,科研作为高等职业教

育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其两者必须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从

而使得教学与科研能够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师素质的提高。 

4.1“教师、工程师、技师共同体”科教团队 

由专业教师、科技工程师和企业技师人员组成的专兼职

“三元”科教团队,形成合作育人的总体框架。依托区域行

业发展背景、立足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企业技术进步。实施

科教融合模式,把产业科学技术进步,及时融入专业教学,构

建产学研“三元”动态课程,并最终实现“多元育人”的高

等职业教育使命。 

4.2纵向横向课题支撑科教融合机制 

4.2.1纵向课题 

主持“物理力学技术优化处理鞋帮底开胶的应用研究”、

“运动力学结合第三医学研发童鞋保健功能”、“多功能保健

鞋垫的研发”、“多功能保健运动服装的研发”、“多用途能折

卸休闲服装的研发”、“防水防辐射”运动服装的研发”等13

项纵向科研课题,由泉州市科技局立项,福建鸿星尔克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合作完成。 

4.2.2横向课题 

贵人鸟企业“运动鞋平衡曲线运动力学试验”、“运动鞋

压力分布运动力学试验”、“运动鞋服舒适度人体运动试验”。

宁戈体育用品科技企业“运动鞋底材料有害微生物菌试验”、

“运动鞋底耐折物理性能试验”。凯毅体育用品企业“运动

服装内衣料有害微生物菌试验”、“老年运动鞋防滑试验”。

爱华顿服装企业“运动服装面料辅料物理性能试验”、“服装

超声波压合(无针线)剥离强度试验”。力踏鞋服科技企业“儿

童运动鞋腔有害微生物菌试验”等17家企业46项横向课题。 

4.2.3“项目驱动”的科教体系。以“科研实验项目”

为课程教学任务,从基本理论知识到实验操作,从国家和行

业质量标准到材料、产品的物理性能指标,以完成课题为目

标。从专业衔接链中,从理论课程出发,上接国家和国际质量

标准,下连材料、产品的性能指标,横向结合企业科技研发,

针对行业发展趋势和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创新培养机制,形

成一套具有特色的科研与教学融合课程体系。 

4.2.4科教融合的理论教学模块 

以“科研项目研究内容”为理论教学内容,将科研项目

的科学依据和意义(包括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国内外研究

动态、立题依据、特色与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研

究内容(包括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技术考核指标)、最终成果

(成果提供形式,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应用前景、效益分

析)、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包括理论分析、实验方法和步

骤,技术关键及其解决办法)研究工作进度安排和实现本项

目最终目标等研究主要内容,连接科研实验分析需采用的

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作为理论知识教学内容。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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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了解科研项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为项目实验奠定

理论基础。 

4.2.5科教融合的实验室教学模块 

以“科研项目实验方法和步骤”为技术技能教学内容,

在实验室教学过程中,参照相关“国际标准”或“国家产品

质量标准”,对应科研实验项目所需参数的物理性能、运动

力学、生物技术、外观性能以及保健性能等进行测试分析,

基本要求是： 

(1)正确、规范地按照规程操作实验仪器,学会正确地进

行材料或成品性能检测与分析的方法,结合科研要求,努力

提高实验室的测试操作技能。 

(2)学习维护实验室的多种仪表、仪器,能正确分析实验

仪表、仪器故障的原因并加以排除。 

(3)根据科研实验方案,严格实验方法和操作步骤,在实

验过程中做好试验记录,进行数据处理和误差分析,编写实

验结果报告。 

通过科研项目实验的操作,引导学生对材料或成品的性

能进行研究与探索,培养、挖掘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 

4.3科教融合的生产一线教学模块 

在生产一线教学环节,企业技师带领学生对科研项目的

技术关键及其解决办法,从原材料到部件加工处理以及成型

各工序,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进行多方位实质性的生产开

发性研究分析和试验。 

通过生产一线教学模块,使学生从材料性能的物理效应

了解材料或成品本质,让学生对科研项目参数的测试及其与

材料组成、结构等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理解

在实验室对材料的性能参数进行实验测试的实用性,培养

学生吸收消化新技术,拓展科技知识,掌握科学技术的应用

能力。 

5 结语 

学生在实验室里上课,在专业教师和科技工程师的科研

知识和实验技术相互熏陶、相互交流之下,学生们懂得了他

们做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操作,而且有分析方法的研究实践,

他们更熟悉所操作的仪器设备的性能,从而引发学生们对学

习和科技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 

科研与教学即融合又相互促进,强化应用导向,围绕生

产、科研、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调整人才培养定位,更新

教学内容,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产业先进元素纳入

教学内容,确保培养目标适应企业要求、教学内容体现主流

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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