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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 等战略规划的提出，工

程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沈阳建筑大学

信息类专业具有“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

先进”的特点，拥有优势学科支撑，具备良好的改革基础。

自 2015 年以来，依托 8 项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和国家

级、省级一流专业建设项目，面向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通信工程等信息类专业持续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逐步形成了“三主体、四培养、一体化”的“三四一”

融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针对融通创新理念下的导师联合

团队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基地建设、评价体系

等方面开展研究，以期为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

和方向。同时，在解决高校与企业 / 研究院所之间供需匹配

中，使资源最优化，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2 融通创新理念下的“三四一”人才培养模式

融通创新理念的提出是解决企业和高校或研究院所之

间的目标不匹配问题。“融”和“通”，前者指融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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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贯通。融通创新是协同创新的深化，强调在满足市场需

要目标下，创新共同体内成员之间的求同去异。面向建设行

业信息类专业的“三四一”融通创新人才培养从环境融通、

培养融通、资源融通研究人才培养的多维度目标内涵，建立

了相应的培养体系，如图 1 所示。“三主体”融通育人机制

构建了融通育人环境，建立了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三

主体”工程教育共同体，为创新型人才成长提供工程环境与

创新氛围；“四培养”多元化递进式强化培养工程人才核心

能力，构建了“工程素养渗透—工程能力培养—创新能力提

升—科研能力挖掘”的递进式培养链，为工程人才培养提供

了明晰的逻辑链、过程链、成果链；“一体化”构建起优质

师资交流、产学研用一体化资源整合平台，丰富了人才培养

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供给 [1]。

图 1 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融通创新体系

依托校外实践基地，利用学科优势与教学科研资源，

为学生创新实践活动构筑了先进的技术平台。把专业建在产

业链、需求链上，获批 1 个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1 个辽宁省重点实验室、4 个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

示范专业、1 个省级转型发展试点专业、1 个辽宁省联合培

养基地、3 门辽宁省一流本科课程。与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

合作，共建国家特种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沈阳分中心。

依托罗克韦尔自动化实验室、欧能强电实践基地、中科院沈

阳自动化所等校企、校所实践平台，以 “西门子”杯中国

智能挑战赛、中国工业智能挑战赛、大学生计算机博弈竞赛、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竞赛、“TRIZ 杯”中国大学生创新方法

大赛、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为载体，实现了创新人才的

递进式培养。近年来，课题组指导学生获得省级以上科技竞

赛奖励 73 项（国家级 12 项），获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 27 项（国家级 7 项），指导本科生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 18 篇，学生授权国家专利 17 项。

3 “三四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与实践

第一，研究“三四一”融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基于多学科交叉、多要素融合的弹性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的

整合体现多学科多专业融合特点，采用“广泛专业知识面 +

专业能力 + 建筑特色”模式培养基础广博、潜能多样、思

维宽广的复合型人才。将创新实践课群综合融入培养方案，

包括实践强化类（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开发、建筑电气 BIM

设计等）、应用类（物联网与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原理

与应用等）、科研类（计算机视觉、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竞赛培训类（数学模型、控制系统仿真技术、Python 语言

及大数据实践等）、工程类（工程项目管理、工程伦理等）、

智能建筑特色类（建筑智能系统、建筑物信息设施系统、建

筑综合能源系统等）。通过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

新主体的人员和资源，实现创新链各环节知识融通。聚焦产

业关键核心技术，设计总体方案和技术路线，指导学生有步

骤有计划地开展创新训练活动。探索科技竞赛与科研训练的

有机联系，带动创新素质的提升。建立科研训练与科技竞赛

备赛活动紧密结合的互补机制，结合科技竞赛的特点和实施

方式，研究通过科研项目促进科技竞赛水平的合理途径，全

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 [2]。

第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打造高水

平的联合导师团队。打破“个人培养制度”的传统指导模式，

探索优势互补模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主体高水平

双师双能型导师团队加入科研训练指导。建立“校内多学科

学术导师组 + 基地实践导师 + 管理人员”多导师联合指导

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学生解决多学科交叉重要问题的能

力，为培养多元复合创新型人才提供人员保障。探索建立畅

通、实时的信息化交流平台，为师生学术交流提供支撑 [3]。

第三，建立“浸润式”人才培养融通创新实践平台。

加强与校外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促进科教协同，产学结

合，推动科研优势资源、行业优质资源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积极推进融通创新实践平台的建立。采用以问题为导向、以

用户为核心、以项目为载体，采用“浸润式”的协同工作模

式，多主体参与到融通创新工程实践中。其次，针对企业关

键技术问题，合作组建联合实验室，实现关键技术问题攻关、

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此外，结合多学科不同专

题，利用多渠道实践创新活动，建设形式多样的创新基地，

积极搭建校内创新实践平台。利用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申报、

科技创新活动和竞赛等多种形式，通过强化训练，营造创新

研究氛围（见图 2）。

第四，优化和完善学生考核评价机制。从创新研究能力、

实践能力等共同构建综合评估标准，寻求合理的权值和联

系，以准确体现学生的状态和特点。分析和确定学生创新素

质及能力的评价内容，实现各级指标的分级量化。既评价学

生的理论水平、学术科研水平以及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又考核其团队意识和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考核评价

http://www.sjzu.edu.cn/info/1397/107636.htm
http://www.sjzu.edu.cn/info/1397/1076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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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具象化，具备更好的激励性和可操作性 [4]。

4 新模式解决的教学问题

第一，人才培养主体结构单一，知识和能力供给不足。

高校在人才培养中长于理论教育，而缺乏与企业的紧密联系

造成了“工程化”不足，学生实践能力差，专业知识储备和

知识结构缺失，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的全面开展。提出的人

才培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的衔接松散的问题。

第二，教师工程实践能力欠缺，创新实践教学引领不足。

急需整合资源，打造一体化平台，建立联合导师团队，优势

互补，为实现多元联动提供高水平团队。打破以往校企、校

研简单的“混合”，而不是“融通”的局限，实现企业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与高等教育改革的相互嵌入，有利于应对市场

竞争的变化。

第三，实践教学内容固化，难以兼顾学生团队协作精

神与个性化发展融合陪养。采用多元化递进式的培养模式注

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差异化、个性化培养，并搭建了分阶

段、分类别和可选择的创新实践课群和创新训练平台 [5]。

5 结语

论文通过构建“三四一”融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形

成了一种以生为本的教学改革范式。探索了高校与行业、企

业、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

产业需求侧紧密互动，促进课程内容与技术发展融合，促进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衔接，满足多元主体的需求。针对学生

能力培养过程中创新活动组织各自为政、分散着力以及学生

差异化、个性化需求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以团队为核心的

创新实践体系架构。校企、校研联合研讨制定培养方案，实

施双反馈机制；深入剖析创新实践团队建设、联合培养基地

使用、科研资源优化、实践活动开展等工作之间的关联性与

逻辑性，建立了完善、有效的融通创新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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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融通创新人才培养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