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范案例：常熟理工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应用型高校创新人才培养难题如何破解

创新思维和创新应用能力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

然而应用型高校大多办学历史不长，学科、平台和师资的基础较弱，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普遍存在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课程体

系不完善、创新训练脱离实际应用、项目化教学难落地、创新课程的

项目和师资不足导致创新教育难持续等共性难题。

针对上述问题，2011 年以来，常熟理工学院探索并建立了“创

新教育对接产业需求”的协同育人机制，持续推动创新教育课程化、

课程训练项目化、专创融通一体化的“项目中心”创新课程模式改革，

以破解应用型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难题，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从行业学院到现代产业学院，不断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

2009 年起，学校在全国同类高校中率先探索行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

与行业企业搭建了以校企合作教育项目为载体的稳定合作机制。

2017 年，学校启动了集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社会服务“三位一体”

的行业学院 2.0 版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近 12 年的探索实践，学校构

建了以“三对接、六融合、八共同”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产业学院人才

培养模式。该模式以产教融合型课程为核心，以“双结构型”师资队

伍为保障，代表产业前沿的技术、工艺、标准等成为教学内容，大批

产业技术骨干成为授课教师，行业企业先进的设备成为教学资源，教



学过程不再局限于校内教室，更多的实践环节在企业真实场景中完

成，并推动了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一系列改革。目前，学校已建成

10 个现代产业学院，覆盖了 13 个一级学科、35 个本科专业，成为

承载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社会服务“三位一体”职能的新型工程教

育组织模式和学校办学资源配置的主体。

建立“项目中心”创新课程模式，重构专创融通的课程体系。学

校要求各专业依托现代产业学院协同育人平台遴选实际工程案例、技

术转化成果和创新创业项目，融入专业学习和知识应用，结合创新思

维训练和创新方法运用进行课程化改造，建成兴趣项目、基石项目、

综合项目、顶点项目四类创新课程，按照“工程认知—工程分析—工

程伦理—工程设计”层次递进与专业教育常规课程互补融通贯穿四个

学年。创新课程实施“问题情境+任务分配”项目式教学，融合课下

“三合一”实践训练，通过真题、真景、真用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

创新方法、创新应用和创新实战能力。为此，学校专门出台《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创新课程建设的课程负责人、

教学内容、教学过程、考核评价方法等具体要求，确保创新课程建设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同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每个专业须开设

3—4 门项目化的创新课程，推动创新课程与专业教育常规课程紧密

衔接、相互印证、融合开展，通过重构创新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通的

课程体系，规范了应用型高校创新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有效解决了创

新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张皮”问题。



依托“五维驱动”协同机制，为创新课程资源建设提供保障。学

校依托现代产业学院搭建“项目+平台+师资+组织+文化”的“五维

驱动”机制，可持续地推进创新课程建设与实施。一是现代产业学院

可持续提供行业企业真实项目选题，不断丰富和改进创新课程内容。

二是按照“技术逻辑”优化整合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

若干（N）现代产业学院工程实践教育基地和“产业经济创新创业教

育学院”，构建“1+N+1”创新课程实践训练平台。三是校企双向

流动共建“产教融合创新课程教研室”，促进校企师资融通和产学研

能力融合，充实高校创新教育师资队伍，提升创新课程教学水平。四

是建立产、学、研、转、创、用相结合，教学、科研、学工多条线相

协同的创新课程组织模式，推进形成具有自我更新活力的创新教育体

系。五是通过创新意识、创业精神与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相融合，构

建创新创业教育的优良环境和积极氛围。

采用多课堂融合项目式教学，在解决真问题中提升创新能力。“项

目中心”创新课程突出学生主体性地位，全面推进课上“问题情境+

任务分配”项目式教学和课下“三合一”实践创新训练，开展创新课

程多课堂融合教学。课上，教师设置真实项目的问题情景、分配学习

任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三阶段，六环节”交互学习：三阶段

包括“方案设计—项目实施—分析评价”，六环节包括“讲—学—

做—答—评—馈”，让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产，在探究、分析、

评价、创造中发现创新能力的不足，促进主动学习和能力提升。课下，

有计划地开展“三合一”实践创新训练，让学生“加入一个专业社团、



完成一个双创课题、参加一项学科竞赛”，形成“学为中心，创为核

心”的课堂内外全程化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成就感，产

生兴趣，从内心驱动自己主动学习，促进了“教”与“学”方式的变

革。为了保证多课堂融合项目式教学的学时要求和教学效果，学校通

过开展创新课程教学专项改革、提高教师创新课程参与率和课时费、

建立学生专业社团和设置学生创新实践学分等具体举措，落实不少于

20 周的创新课程学分和学时。

学校产教融合构建的“项目中心”创新课程模式有效推动了创新

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促进大学生在解决真问题中主动参与创新教

育培养创新能力，同时带动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队伍、项目资源、

平台资源建设，创建了创新创业教育的良好氛围，学校创新性应用型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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