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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队伍，设置就业教育讲座、校友分享会等，鼓励其结

合学生个性特点、专业发展水平等，开展针对化的就业

指导工作。积极联合、联系用人单位，为人才提供更多

的交流了解机会，确保人才有机、有序流入科研行业和

市场领域。助推教育科研人才一体化协同机制运行。

（五）重视科技反哺，激活协同发展动力源

高 职 院 校 在 进 行 教 育 科 技 人 才 一 体 化 协 同 机 制 建

设时，同样要重视科技的强大反哺能力，将科技恰当、

适宜地融入到教育改革、人才培养进程中来，提高育人

效率的同时确保协同发展效能。现阶段可借鉴的融合应

用案例较多，如通过“云课堂教学考核系统”改变以往

单一、刻板的教学考核方式，提高考核评价客观性、全

面性，为特色人才培养计划的推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

升、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注入活力。

通过“实习质量监控管理平台”与企业教师商议制

定实习计划，定期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和进度，[3]从而做好

动态化调整和更新，确保实习质量的提升。通过“大数

据育人监测平台”进行教学管理、科研动向分析、就业

趋势预测等。

（六）革新教育形式，开创协同发展新手段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机制建设过程中，务必

要牢牢把握专业课建设需求，用科学、多元的教学手段

优化课堂氛围、提升课堂质量。要正视现有课堂模式方

法单一、氛围枯燥的状况，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的育人模

式，让学生以更加放松、投入的状态参加到主动探究进

程中来，着力提升其创新创造意识、动手实践能力，为

其科研素养、专业素养的提升奠定基础。

可以引进项目驱动教学法、翻转课堂法等锻炼学生

探索知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交流表达能力、创新创

造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等，有助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协同机制的建设运行。目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引入技能大赛、“1+X”证书制度，混合

所有制“共享工厂”[4]等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利用所学参

加技能竞赛、考取职业证书，参加共享工厂实训等，为

一体化协同机制的发展提供支持。

（七）建设双师团队，增强协同发展驱动力

教师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中重要的

引导者、推动者，学校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

创新的中坚力量，其素养能力直接影响协同发展成效。

通过双师团队的建设增强协同发展驱动力，以协同机制

为依托，积极完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根据院校办学实

际提炼师德师风建设评估指标，将其纳入年终考核、职

称评定环节，激励教师自觉约束教学、科研行为。

明确教师招聘标准，编制系统化的高等人才引进细

则，把好人才准入关卡。同时健全教师发展制度，成立

专门化的院系教师发展中心，根据岗位性质、职责等制

定针对化的培训体系，定期提供外出交流进修机会，为

教师团队素养的提升奠定基础。

培 训 环 节 务 必 要 做 到 有 的 放 矢 、 精 准 契 合 ， 对 于

企业教师要着重开展教育理论、教学方法的培训，鼓励

其应用多元教学手段提高人才科研素养、专业技能，保

障教育质量的优化，对于院校教师则要着重加强专业技

能、行业动态的培训，引导其通过多样渠道把握行业发

展前景、掌握行业前沿技术等。[5]

结　语

综上所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具有

鲜明的前瞻性、科学性特征，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我

国内外发展形势作出的基础性、战略性号召。高职院校

办学过程中务必要给予充分重视，积极提高科研投入，

坚持立德树人基本方向，以高效的校企合作、就业指导

提高人才市场竞争力，助推人才布局协调发展，同时不

断革新教育形式，完善教师团队搭建培训机制，为协同

发展格局的优化提供强劲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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