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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驱动高校教学创新研究

宋　 磊

（福建江夏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日趋多元化、国际化发展，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显得愈发重要，新一轮的教学革新也正在

酝酿。 文章基于四螺旋结构建立“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型，并分析“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中各主体间的协同机理，进而论

述高校教学创新的具体实践方案，最后构建一套通用性较广、实用性较强的高校教学创新绩效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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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背景与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呈

现跨行业性、跨组织性、跨学科性的发展趋势，产学

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广受重视，此模式已成为各区域

强化自主创新力的新型组织方式。 教育部数据显

示，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共有 ９５２
所高校与 ２８８ 家企业合作立项 ７ ３７７ 项，企业提供

经费及软硬件支持约 ４２． ７９ 亿元。 下半年，共有

３６５ 家企业发布项目 １． ４ 万项，提供经费及软硬件

支持 ３２． ５ 亿元，全年累计支持 ７５． ２９ 亿元。 近几年

来，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更是实

现了快速发展，打造了多主体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构建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良好生态。 本文基于

四螺旋结构建立“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型，分析主

体间协同机理，提出高校教学创新的实践方案，并构

建高校教学创新绩效评估机制，为高校教学改革和

区域经济发展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相关问题研究现状：在协同理论的研究上，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Ｈａｋｅｎ （１９７７） 教授创立了协同学

（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这一门系统科学理论。 它研究子系统

之间合作所产生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或功能结构。
德国学者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和 Ｔｏｍａｓ（２００７） 〔１〕指出，协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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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是在网络系统和数据管理系统的支持下，创新

主体间共享知识信息，磋商项目计划，规避组织风

险，从而实现创新绩效最大化的多元共赢局面。 美

国学者 Ｅｔｚｋｏｗｉｔｚ（２００８） 〔２〕 提出“三螺旋”理论（Ｔｒｉ⁃
ｐｌｅ Ｈｅｌｉｘ），他将创新、教学和研究视为现代高等学

校的“三大使命”，同时指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大

学的办学基准。 关士华（２０１６） 〔３〕 在此基础上，增添

科技中介机构这一主体，发展了学校、公司、政府、科
技中介四主体的“四螺旋模型”。 李斌（２０１９） 〔４〕 将

四螺旋模型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实践相结合，分析

了系统内部的运行机理。
在产学研用协同实践上，方兴（２０１８） 〔５〕 以高校

为着眼点，研究了产学研合作对科技研发和教学创

新发展的推动作用。 郭大成（２０１２） 〔６〕 研究了多所

高校产学研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运行现状和演化

逻辑。 迟彩霞，苏适，乔秀丽，等（２０２０） 〔７〕 研究了产

学研用联动的高校创新型人才实践教学的培养模

式。 殷猛（２０２０） 〔８〕 分析了政产学研用协同背景下

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 刘勇， 菅利荣， 等

（２０１５） 〔９〕提出，产学研用主体间合作的紧密程度将

影响各方收益的动态平衡点和整条价值链的效益产

出。 综上所述，虽有主要研究了产学研用协同育人

项目的培养模式，组织机制，体系融合等问题，缺少

有对教材建设、教师素质、基地建设等面向进行深

入、具体分析；且已有研究分属不同的板块与界面，
彼此间尚未形成逻辑连贯、紧密的系统化论述。 鉴

于此，本文基于四螺旋结构建立“产学研用”协同育

人模型，分析主体间协同机理，提出高校教学创新的

具体实践方案，并构建高校教学创新绩效评估机制，
旨在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同时，为高校教学改革和区

域经济发展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１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概述
１． １　 四螺旋协同结构

为了面对新一轮的产业技术革新，以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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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中介机构为主导，主体

间互动、协同、交融构造了一种螺旋式关系模式即

“四螺旋结构”。 在此结构中，政府部门为政策创新

主体，行业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高校及科研院所为

知识创新主体，中介机构为市场创新主体。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四螺旋协同结构

（１） 企业是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推动力。
一个地区的创新发展要尤为注重对产业集群的创新

合作能力培养。 企业和市场紧密相连，企业具有独

特的敏感度和反应力，能在第一时间明晰市场动态

并开展有针对性的数据可视化分析，产品功能设计，
技术创新研究等工作。

（２） 政府部门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政府

部门具有人才、土地、资金等资源优势，可以通过出

台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汇聚优质资源，打造公平合

理的外部环境，促进区域创新主体间进行协作。
（３） 高校及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的奠基性力

量。 人才培养、理论创新，体系改良以及技术革新是

各高校、科研院所的重要使命，在区域创新发展上，
高校与科研院因为经年累月积累了大量的科研经验

和显著的社会声誉，所以具有组织协调各类资源要

素的突出能力，是区域创新发展中的关键的支撑性

力量。
（４） 中介机构是区域创新发展中的辅助与保障

力量。 科技中介为主体间信息、知识、技术等要素的

创新、交流与交易提供咨询、金融、物流等方面配套

的系统性服务。
１． ２　 基于四螺旋结构的“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型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是高校进行教学创新，培养

创新型人才，并产生相应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效途径。
高校教学创新的有效进行有赖于产学研用各主体的

充分合作，协同育人，而在各主体的联动过程中，第

三方科技中介机构组成了外部信息网络，这将极大

帮助主体间快速定位合作的对象、领域和程度，并降

低信息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成功率。 产学研用协同

育人模式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

在该协同育人模式中，“产学研用”四大创新主

体实质性地参与协同过程和具体而微的实践活动；
社会服务机构不实质参与，其作为辅体提供必要的

社会服务，在获取正当收益同时进行市场监督；政府

则作为助体提供保障和支持，其在服务过程中收取

相关税费。
２　 “产学研用”三大协同育人机理
２． １　 价值创造机理

创新价值链主要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创新动

力，创新产生，创新转化，创新实现以及事后反馈。
首先，在技术、政策、市场、组织、人员偏好的共同影

响下，创新动力得以产；其次，由内、外和跨部门的各

主体陆续参与，使创新得以展开；继而，由企业、科研

院所、中介机构协同互动，对创意进行筛选和开发，
使创新得以转化；紧接着，创新的实现将产生一定的

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
后，创新效果将产生相应的反馈，进一步补给和调试

创新的各个阶段，形成完整的创新循环链条。
２． ２　 要素聚集机理

要素聚集有三层含义：第一，创新要素聚集是创

新主体在空间聚集的伴生性现象。 第二，创新要素

聚集包括动态整合与静态累积两个过程。 第三，聚
集效应需要异质创新要素在特定区域内大量聚集。

“产学研用”协同过程需要知识、技术、人才、资
金、信息等资源要素的聚集。 人才要素指高素质毕

业生，科技创新工作者，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和研

究人员等等，他们分工不同、专长不一，需要彼此之

间相互协作，使整体创新效用最大化。
２． ３　 界面耦合机理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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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是组织行为的介入场域，发挥着系统内部

协同所需的资源、数据集中站功能。 “耦合”是指多

重系统之间互为依存、互相协调，最终构成为维持动

态平衡的有机整体。 例如，在物理学中，两个单摆贯

穿在同一根弹簧上，在外力作用下，其中一个产生的

震荡将带动另一个随之震荡。 此中，两个单摆之间

通过震波而彼此共振，此起彼伏地运动起来，这就是

单摆耦合现象。
３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背景下的高校教学
创新方案

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模式的多元主体交互

场域中，高校能进一步明晰自身办学定位，以行业需

求为准绳，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着眼教学实践，将科

研成果内化为授课内容，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应用能力，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１）高校教学创新的思路转换。 首先，高校需

转变办学理念，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思维、素质为

重点，整合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创新实践教学体

系。 其次，要优化教学方式，可通过多媒体展示，企
业内部参观，联合项目实训等方式做到理论与实践

的统一。 最后，创新课程的开发应结合市场需求，开
设与本专业前沿知识技术相关的创新性实验课程，
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学科前沿和进行实验设计能力。

（２）打造互联网实验平台。 网络教学与课堂教

学的结合能推动优质资源共享，打破学科壁垒，实现

对实验设备和网络教学资源的重组。 具体而言，互
联网实验平台上能设置各个学科专业的实验项目数

据库，不但能提供常见仪器、软件的使用演示视频，
还能进行微课制作、在线测试、虚拟讨论等事宜。 互

联网平台和课堂平台相互补充，有助于学生对课程

的整体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及潜

力。
（３）建立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虚拟仿真教学利

用网络教学、多媒体技术营造逼真的实验场景，改变

了枯燥的机械化教学形式，学生可在虚拟仿真教学

平台上以 ＶＲ 技术沉浸式地观察厂区结构、了解机

械设备的构成及工作原理；教师亦可根据教学目标，
设计实验项目，让学生在平台上进行 ＶＲ 虚拟仿真

实验，教师可通过平台对学生的操作进行远程指导，
同时平台系统针对实验错误能自动提示，对教学成

效能自动统计反馈，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问题分析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使学生更深入地掌

握专业课程的核心内容。
（４）完善科教融合培养方案。 创新人才培养的

关键是让学生拥有更多元，更富创造力的学习过程。
高校要将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相结合，为不同专业

学生制定针对性转型发展方案，教师把最新研究成

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设立创新性实验项目，引导学生

参加教师研究团队的子课题，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鼓励学生从被动地接受课堂知识转为主动地研究学

习。 同时，课程教学中学生们的助力与反馈也能反

哺教师的科研工作，帮助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科

研能力。
４　 高校教学创新绩效评估机制的构建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共同体的持续有效互动

是驱动高校教学创新的关键，各主体合作搭建新型

实验平台和实训基地是高校教学创新的具体实践内

容，而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教学创新绩效评估机制

则是高校创新系统持续运转的必要保障。
４． １　 绩效评价原则

绩效评价具有评估、激励和督促的作用。 评估

高校教学创新绩效，应在深刻理解“产学研用”协同

机理的前提下，坚持“绩（形式）” “效（内容）”相统

一，“质”“量”相结合，兼顾学术性与功利性双重价

值，以多元立体、动态发展的眼光来整体考察教学创

新的科研效益、经济社会效益和未来发展效益。
４． ２　 建立多元性、立体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是衡量评价对象的具体尺度，具有直

观、立体的特性；而一个完善的指标体系则是一个有

机的信息集成系统，不但能体现评价对象的主要特

征，还能揭示出其内在关系，展现该对象的整体面貌

和内涵机理。 高校教学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高校教学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科研效益
科技成果获奖情况、学术成果的数量

与品质、科研项目的层次。

经济社会效益

毕业生的素养、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孵
化科技企业的数量、科技成果转化率、
学术成果市场化的产值、创新产品利

润率、社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

未来发展效益

优势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建设、联动平

台搭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文化氛围

孕育、科研体制改革情况。

　 　 （１）科研效益。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背景下的

教学组织形式同样也是一种新式的科研组织形式，
在这样的组织体中，各类创新型实验平台的搭建使

得各类资源要素得以重新优化整合，各学科研究在

精准聚焦行业发展形势的同时又能做到交融互鉴，
这无疑会极大提高科研效益；与此同时，教学创新与

科研效益之间是一个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关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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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能内化为教学内容，教学创新也能拓展科研

视野。
（２）经济社会效益。 如今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高校作为知识生产主体和人才培养基地，应紧跟时

代步伐，积极推动教学改革创新，培养出符合社会发

展需要的创新型、创业型人才，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３）未来发展效益。 评价高校教学创新绩效还

须考量其未来发展效益。 未来发展效益是高校教学

创新的隐性绩效，虽难以量化，但可从优势学科发

展、师资队伍建设、联动平台搭建、学生创新能力培

养、文化氛围孕育、科研体制改革情况等方面来进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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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ＯＣ ＋ ＴＢＬ 教学模式突破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学

习的状态，增加阅读视野，培养学习兴趣，发展个性

思维，学会启发迁移，为进入教育教学实习奠定基

础。 可是，ＳＰＯＣ ＋ ＴＢＬ 混合教学模式要在高校推广

普及，管理者们和高校教师还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进

一步探索，并在教学改革实践工作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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