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十：“平台支撑、科教融合、育训一体”的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新模式

学校牵头成立“日照市科技合作促进会”，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和

科研能力，校企深度合作，获批成立“国家级水工机械装备协同创新

中心”“山东省水工机械技术技艺传承平台”“山东省水工机械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日照市水工机械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日照市智能水工机械装备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科研平

台。依托以上平台，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助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一）主要做法

1.协同搭平台，引项目促科研。建成“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

四级平台架构。创新平台由系部管理，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引

入项目后，根据项目性质对接相应平台，接受项目负责人协调各方资

源，聘用研究人员组成项目团队，执行项目任务。将科研和技术服务

项目分解，与教学环节进行匹配和教学化处理，转化为教学项目。

图 4-13 科研平台

2.重构创新能力培养体系。以课程教学为基础，以实践训练为支

撑，以创新平台为依托，开发创新教育课程体系、创新能力实践体系



和创新能力强化体系。开发“平台+模块”课程体系，将科学方法论、

创新学等课程融入基础教育；将创新学理论与专业基础、专业技能相

结合的课程融入专业教育，系统设计了以创新教育为主线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的“平台+模块”课程体系。

3.建立“三层次、递进式”实践体系。以基础技能、专业技能、

综合技能训练为主线，建立“课程实验、课程实训、综合实训”三层

次、递进式实践体系。建立“三位一体”创新能力强化体系，实施双

导师指导下的项目研发、乡村扶智、技术咨询、技术推广、科创大赛、

技能竞赛等“创新活动”。

4.“三教”改革模式创新。以科研项目为载体，通过校企双方师

资互兼互聘，构建“双向互通、功能整合、结构合理、任务明确”的

教研一体化教师团队，促进“教师”改革。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

源，融入教材，促进教学内容更新，完善教材形态，对经典的纸质教

材，通过配套数字化教学资源，形成“纸质教材+多媒体平台”的新

形态一体化教材，促进“教材”改革。把科研过程中运用的科研方法

转化为教学手段，把科学的思维和方法结合不同教学环节用于教学，

促进“教法”改革。实施“三教”改革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措

施。

（二）成果成效

1.学生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学生竞赛获国际奖 2 项、国家奖 5 项、

省级奖 20项，32 人被认定为山东省齐鲁工匠后备人才。学生参与科

研和技术服务项目 50余项，获省市级科学技术奖 3 项，师生共发表



教科研论文 10余篇，授权国家专利 5 项。毕业生就业率提升至 97%。

图 4-14 齐鲁工匠后备人才

2.教师能力快速提高。培养国家级技术技能大师 1人，入选首批

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个人专业发展典型案例 1 人，省部级教

学名师 2 名。8名教师分别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省科技进步奖、山

东省高校科学技术奖等 16项。获国家级、省部级职教改革项目立项

5项，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6 门，在线精品课程 4 门。

图 4-15 名师荣誉

3.平台建设成效显著。建成国家级协同创新平台和国家级实训基

地 3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师工作室、技艺技能传承平台和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5 个，实践教学软、硬件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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