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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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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在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中，要紧贴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构筑适宜创新的高职教育生态环境，

创设紧密型合作办学机制。以扬州职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建设为例，指出高职院校应当主动实现与产业需求

的零距离对接，适应市场的需要，培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产业应用型人才，提出了以专业为依托，

以科研为纽带，以产业为平台，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心，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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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是建筑产业较发达地区，长期处于江苏建

筑产业第一方阵，是省政府命名的“首批建筑强市”
之一，建筑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建筑企业实力不断增

强。美中不足的是，目前扬州建筑产业以房建为主，

面临着产值利润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等难

题，急需转型升级。扬州建筑产业在紧紧抓住城镇

化、绿色建筑热潮、跨江融合发展、服务一带一路战

略等机遇，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多元化发展方面，有

着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高职院校应主动对接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的建筑产业需求，推进建筑

产业的工厂化、专业化生产，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服

务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本文

以扬州职业大学为例，探讨契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视角下，建筑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一、政行校企紧密合作下的建筑人才培养方案

政行校企紧密深度合作，理顺四者关系，是构建

校企合作有效模式的必要条件。在校企深度合作

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企业是主体，学校全过程全

方位主动参与，行业指导是关键，企业人才需求是现

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风向标。
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特别强调“学以致

用”的理念，将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于: 面向行业和

《区域经济需求》的、具有实际工程能力的工程应用

型专业人才，着重探索全面培养工程素质能力和创

新精神的多元化培养模式及实现途径。要形成具有

面向基层、面向工程一线的优势、特色专业群，为地

方经济建设和发展培养“沉得下、吃得苦、干得好、留
得住”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人才。要突出应用性特

征，强化服务职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不断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以专业建设为支撑，切实

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努力为区域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践技能突出、职业素

养优良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优质服务。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建筑产业是扬州市的基本产业、支柱产业、优势

产业、特色产业、富民强市产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形势下，建筑产业应

用型人才培养工作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加快转

型升级，进一步做大总量、做响品牌、做优质态。一

要加大对企业发展规划、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服务工

作力度，为建筑产业进一步发展创设良好环境; 二要

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助力夯实企业发展基础，牢

固树立品牌意识、发展意识、服务意识，不断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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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模式创新力度，为建筑产业向高效益、高科技

产业转型，为着力打造大建筑产业链、价值链添砖加

瓦。
2014 年扬州在全省首创《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

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提出

了大力推进建筑产业化项目建设、加快技术标准体

系建设、注重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发展目标。力

争到 2018 年，培育 2 ～ 3 家国内领先的建筑产业化

集团，打造一批以优势企业为核心、产业链完善的产

业集群。2014 年前 7 个月，扬州建筑产业实现产值

1390 亿元，同比增长 12% ，在全省排名第三; 在扬

缴纳税收 19. 6 亿元，同比增长 12%。2013 年扬州

共获得鲁班奖、詹天佑奖和国优工程 22 项，为历年

之最。
面对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建筑产业的

勃勃生机，作为建筑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的高

职院校，要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争先意

识、创新意识，在人才培养工作中，要紧贴区域发展

需求，整合优势资源，创设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

共担、成果共享的紧密型合作办学机制，着力培养建

筑产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自觉在全省

范围内找准定位、结对赶超，比总量更比均量，比速

度更比质态［1］。
三、建筑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

( 一) 实现与建筑产业需求零距离对接

建筑产业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导产业

和支柱产业，同时也是急需人才的领域，需要大批扎

根基层、充实生产一线、熟悉高新技术知识、实践能

力强、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能解

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学校应

当主动实现与行业、企业、职业资格、生产岗位的需

求零距离对接，适应市场的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强化工程意识和应用能力的

培养，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为抓手，立足高素质应用

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不断深入实施质量提升、科
研突破、人才高地建设、校企深度合作、创新团队建

设、服务优化六大工程。
1． 确立培养目标

教学模式应服务于培养目标，应用型人才培养

应集综合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产学研合作教育于

一体，与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及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着力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发展潜能。应适应应用

型人才素质结构的新变化，科学规划人才培养的目

标与规格，明确人才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培养路

径。在重点做好培养目标的科学定位和培养方案的

适时制定两项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核心技术占

领市场、拓展产业链条的专题研究，以充分彰显企业

在深化改革、经营管理、安全生产、质量创优、科技创

新、凝聚人才、品牌建设、社会履责等方面的综合实

力和潜在优势。
2． 坚持“扣产业脉搏、应产业所求、纳产业精华、

为产业服务”的办学理念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体系的产学研一体化

整体构建，是适应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建

筑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客观需要。
跨江融合发展，首先要在思想上搭建通往苏南

及长三角核心区的宽阔跑道。跨江融合大发展的方

法是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互惠互利、主动融入、共同

发展，路径是主动呼应苏南，开展多方位、多层次、多
领域合作［2］。适合建筑产业人才培养的工程教育应

在产业链中找准位置。在深化高职教育改革中，要

根据产业链、创新链去部署人才培养链。扩大建筑

产业类专业优势，契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对接产业

转型升级需求，培育建筑产业特色专业群。内引外

联，打造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体系，培养职业教育核

心竞争力。搭建实践平台，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坚持

知识、技能、素质并重，注重调结构、提质量，以需求

为导向，积极在推进建筑产业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

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力争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有所突破。
( 二) 建筑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对策

扬州职业大学强力推进五个融入，努力构筑适

宜创新的高职教育生态环境，服务跨江融合建设大

局。
1． 发展规划融入，找准位置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扬州职业大学制定了一系

列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建设项目配套办法，

明确了“坚持科学发展，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

行”的战略定位，扎实推进发展规划的落实到位，讲

求实效，先后出台了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建设重点项

目及专项经费相关管理制度。
2． 专业教改融入，主动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项目

扬州职业大学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为导向，着力推进以建筑工程技术等专业为代表的

课程体系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作，深入开展教育教学

改革，着力打造应用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初步形成

了特色鲜明、协调发展，适应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的专业结构，在省级特色专业、省重点培育品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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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及校级重点课程建设方面硕果累累。学校坚持

以人为本，以教学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全面推进

紧密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

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3］。
3． 创业能力培养融入，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

构建“功能集约、资源优化、真题真做、运行高

效”的实验实训平台。打造能够“工作情境模拟、工
作流程优化、岗位要求齐备、角色体验生动”的综合

训练平台。构建创新型课程体系，强化工程实践教

学，将创业能力培养渗透到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培

养专业知识特色明显，创新意识领先，团队合作精神

卓越，沟通交流和思想表达顺畅，诚信稳健的应用型

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4． 科研项目融入，为建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扬州职业大学通过重点打造一批对产业发展和

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项目，努力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建设方面发挥

带头与辐射作用。目前，依托扬州市重点科技项目

建设的建筑节能减排技术平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

展战略的江苏省建筑新材料、新技术产业集群服务

平台建设及支撑技术研发、绿色建筑技术研发平台

及应用与面向服务跨江融合发展战略服务平台建

设、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攻关课题等项目，相

继取得骄人业绩。
5． 对外合作融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扬州职业大学积极建立学校与江苏省教育厅、
建设厅、市、区政府各部门、各大中企业、研究院所之

间的协调联动机制，构建需求与服务对接机制。通

过项目对接洽商、签订合作协议等，大力推进校政合

作、校企合作，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与中国

职教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及省内外著名高校、科
研机构、施工企业、建筑业协会( 学会) 的交流合作，

开设土木讲堂，完善注册制度下的人才培养办法，借

鉴国内先进院校课程建设经验，积极探索以参加各

类专业竞赛促教学改革的研究路径。根据企业岗位

的具体要求，拓展体现职业能力的课程内涵，打造以

培养职业能力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实现教学内容与

岗位标准相适应。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项

目、省级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成绩斐然。
扬州职业大学创新校企深度融合模式，与江苏

扬建集团签署《校企共建土木工程实验实训基地合

作协议》，创新“共同投资建设、共同培育经营、共同

受益发展”的共建合作模式。强化校企深度合作制

度建设，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管理规定、校企合作

实践教学工作手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规范、校企合

作实践教学人员职责分工、校企合作实践教学人员

资格要求、校企合作实践教学人员考核标准等“示范

文本”亮点频频，入驻建筑产业人才培养基地的扬州

华正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为扬州及周边地区

提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师生直接参与材料检

测与沉降观测技术服务，显著提高了工程实践与社

会服务能力［4］。
四、结语

区域经济大发展，需要更多的建筑产业应用型

人才，面对这一新形势，高职院校如何充分有效地利

用行业、企业和社会的教育资源，建立以产业对接为

抓手的人才培养模式变得尤为重要。扬州职业大学

以专业为依托，以科研为纽带，以产业为平台，以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心，构建以产业对接为背景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

展、课堂教学与生产车间、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联

系与区别，探讨零距离对接的途径与模式，为毕业生

提高职场竞争力和适应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积极

开展建筑施工技能型人才内涵的探究，借鉴国内外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结合现代社会企业对建筑

施工高端技能型人才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的需求，采

取校企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职业资质与技能对接等方式，构建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背景下建筑产业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新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强调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

生以小组团队的形式完成相应的综合性设计项目，

激励学生积极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项目

中。
市场竞争、企业竞争、产品竞争，归根到底是人

才竞争。要把教学特别是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相结

合、与企业应用相结合、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在

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改革方面，应坚持“提高标准、
分类建设、科学评价、打造精品”的课程建设与改革

方针，构建教学内容更新机制及人才培养模式监测

评价体系，以“学生满意、用人单位满意、社会认可”
为最终衡量标准。随着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背景

下建筑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深入，它将

为扬州及周边地区建筑产业提供更加专业、快捷、精
准、高效、优质的服务。

扬州建筑产业优势明显，是全市的支柱产业。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建筑产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有利于为扬州乃至全省培养高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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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产业应用型人才，有利于扬州建筑产业长期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有利于提升扬州及周边地区建筑

产业的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和创新发展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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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ode of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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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industry applied talents，it is essential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to constru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innovation，to cre-
at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measures to culti-
vate industry-applied talents，such as achieving the zero-distance docking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meeting
the market needs and serv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while，it presents the specific countermeas-
ures on cultivating industry applied talents based on specialty as a foundation，science as a bond and industry as a
platform．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ducation; building industry; cultivation of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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