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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食品专业产教研融合校企可持续发展的

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探索

成果完成人：张榕欣、左映平、刘影、甘钊生、孙国勇、

杨璐璐、车桂珍、唐灵香、甘利英

成果完成单位：化学工程系 仁源集团有限公司

一、成果概述

（一）成果研究背景

近年来，国务院明确将产教融合作为高校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提

出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我校地

处广东省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存在内驱动力不足、企业积极性不高、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不足、产教研融合深度不够，无法持续发展等问题。

（二）成果内容

本成果依托 2012 年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办

学模式创新实践研究－以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启动食品营养与检

测专业和仁源集团有限公司、海天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合作。历

经 9年，合作模式不断改革、育人机制持续创新。经 4 年多实践，通过

人才方案制定、教学、师资、实训基地、教学评价的校企“五协同”，

构建产教研深度融合课程体系，解决校企合作中产教研对接薄弱问题；

形成以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核心，校企责任共约、模式共创、成

果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使校企合作内涵建设既重“形”又重“质”，

解决了校企双赢机制乏力、校企共育难以持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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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志性成果

成果获省部级以上项目 10 项，市级 9项，横向课题 12项，论文 46

篇，专著 1 部（正在出版），教材 10 部（校企共编 1 部）。教师教学

竞赛获省部级以上 9 人次。学生技能竞赛获省部级以上 57 人次。

成立订单班 10个、省现代学徒制试点班 3 个、产业学院 1个；1+X

证书试点 1个；企业奖助学金 5个，金额 40.1 万元。

二、成果解决的教学问题

1.解决了产教研对接体系薄弱、易合难融问题

我院地处粤西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职业教育还没有完全与地方

产业、行业、企业深度融合，导致产教研对接体系薄弱。本成果通过通

过人才方案制定、教学、师资、实训基地、教学评价的校企“五协同”，

构建产教研深度融合课程体系，解决了产教研易合难融问题。

2. 解决了校企双赢机制乏力、共育难持续问题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形式单一、 “一锤子”买卖问题突出，产教研合

作无法有效持续。通过校企文化融合、课岗证赛融通、实践平台搭建完

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路径；通过责任共约、模式共创、成果共享

形成可持续发展共育机制，解决校企双赢机制乏力难以持续问题。

三、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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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力“五协同”，形成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1.协同制定培养方案，构建校企产教研深度融合课程体系

校企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根据“课程设置与岗位需求相结合、企

业文化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职业教育与创新

创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将人才培养目标聚焦到行业和就业岗位，将

课程建设的内容聚焦于岗位核心能力的培养，协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形成产教研深度融合课程体系，达到职业能力与专业能力融合，保证就

业质量。双方共同制定产业学院、订单班、现代学徒制试点班人才培养

计划，满足企业个性化岗位的人才需求。

2.协同承担教学任务，强化职业能力培养

与仁源集团共同开发建设《食品营养与健康》、《中医养生与保健》

课程，编写《中医养生与食疗》教材；与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写《化

学实验基础》活页式教材。企业承担或参与教学任务 8门，实现了校企

共同开发工学结合课程，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如图 3所示，强化学生职

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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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同组建教学团队，优化师资结构

食品专业专任老师 9名，双师素质比例 67%，高级职称比例 44%。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人，广东省技术能手 2人，市教学名师 1

人，校“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 1 人。聘请企业客座教授 5名、兼职老

师 6名，专兼职教师比例大于 1:1。食品专业老师 4 人为企业顾问，7

人为行业协会培训讲师。专业老师定期到合作企业顶岗锻炼，提升专业

教学水平。

4.协同共建实训基地，提升专业办学实力

与企业共建“仁源之家”、“仁源培训室”、“食品检测科研室”、

“烘焙产品研发室”等校内实训室，企业投入资金达 20万元。2017 年

至今，仁源集团每投入 20万元用于产业学院建设，2021 年开始，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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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业每年投入3万元用于实训室建设。合作企业的对实训室建设的投入，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院办学经费不足等问题。

签订长期合作战略协议的校外实训基地 34家，挂牌企业 8家，完

全满足食品专业实训实习的教学要求。2019 年，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群

获得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项目“双

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认定；合作企业“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

品有限公司”及“江门顶益食品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第一批培育产

教融合型企业。

5.协同评价教学效果，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订单班、学徒制试点班、产业学院实行双班主任管理，校外实践实

行双导师管理。建立周工作记录表、实习评价表、月总结表、总结报告、

校企鉴定表等学生实习档案，定期考核，最终实习成绩企业评价占 50%，

学校占 50%。

（二）“两高三共”，形成校企可持续发展机制

1.完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

（1）“课岗证赛”融通，加强职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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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探索基于“1+X”制度证书的课证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以食品加工职业岗位群工作任务为主线，在专业群内开展 “1+X ”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食品检验管理》（申报中）等级证书试点工

作, 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增设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粮农食品安全评价综合实训》等级证书

教学模块，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

2018 级学生共 249 人，其中 37 人获得 1+X 粮农食品安全评价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155 人获得食品检验员证书，116 人获得 ISO 内审员证

书，64人获得食品安全管理员证书，9人获得公共营养师证书。

②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

通过“海天杯营养配餐与烹饪大赛、中鼎杯农产品质量检测技能大

赛、雪贝尔杯西点创意大赛”等校内技能竞赛，营造崇尚技能的学习氛

围，培养学生新时代工匠精神，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教”

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2）校企文化融合，形成具有行业特色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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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崇尚的孝爱文化、创新意识、诚信观念、竞争意识、工匠精

神、质量意识以及敬业创业精神，通过各种校园活动渗透到人才培养过

程，提升学生职业素养，见图 5。

（3）搭建实践平台， 培养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组建食品创新工作室、烘焙工程研究中心、创新创业教育孵化基地、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四个实践平台，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学生在省级创新创业大赛中获 3个奖项、 15人次；3支团队进驻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孵化）基地；SWEET 烘焙坊，月营业额近 2 万元，

学生自主研发的西点、面包、茶饮、化橘红四大系列产品 105 种。已有

10 多名学生自主创业。

建立专业教师创新创业导师制度。每名专任教师从新生中通过面试

招聘导师助理，从入学到就业全程引导。根据学生各阶段不同的培养任

务与发展需求，将“双创”教育有机地融合到专业教学、科研活动中。

学生助理参与科研项目、双创竞赛、项目实践, 提升学生“双创” 意

识, 增强“双创”意志与动力。

2.“责任共约、模式共创、成果共享”，形成校企合作可持续发

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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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责任共约，形成校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在校企合作中，聚焦人才培养共同目标，通过刚性的签订协议进行

校企权益约定与共享，职责约定与分担，凭借柔性的合作制度，确立契

约责任与情感信任结合的相互约束。共同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共同监控人才培养全过程，使人才培养既重形，更重质。

（2）模式共创，创新校企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

食品专业为适应行业人才需求，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包括生产

实习、顶岗实习、订单培养、产业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助学金、奖

学金、校园活动赞助、实训室共建、课程开发、教材共编等。由合作就

业到合作育人、合作办学、合作发展，不同层次的工学交替、学训结合，

实现了产学研等无缝融合，深度实践了“以能力为重”的产教融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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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共享，构建校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项目实施以来，校企合作企业逐年增加，多元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模式使学生在企业的留职率大幅度提高。目前在仁源的毕业生有101人，

海天味业 62人，学生的留职率普遍高于与企业合作的同类院校。

教育部认定的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培养双师素质型教

师 7名，为企业进行 10 个专题的专业知识培训，约 500 人次；合作企

业“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及“江门顶益食品有限公

司”被评为广东省第一批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国家将被给予“金融+

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

项目依托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积极开展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各项

工作，开展横向课题研究 12项，项目经费共计 31 万元；对地方企业进

行专业技术培训 2317 人次。

四、成果创新点

（一）构建具有特色的双主体协同育人体系

通过校企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协同承担教学任务、协同组建教

学团队、协同共建实训基地、协同评价教学效果的“五协同”，构建产

教研深度融合的育人体系，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

业、合作发展。依托企业、立足行业、服务地方经济，扎实推进产研教

融合，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保驾护航。

（二）健全校企多元化合作的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

在国家职教政策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建立校企

合作理事会、委员会，通过刚性的协议，进行校企权益约定与共享，健

全持续共建、持续投入、持续产出的产业学院、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

等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从而实现多方共赢的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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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一）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保证就业质量

近三年食品类毕业生就业率均超过 98%。通过订单培养、现代学徒

制试点、产业学院大幅提升学生就业质量。就业单位包括国企、世界 500

强等行业龙头企业，如中粮集团、海天味业、伊利乳业、益海嘉里集团、

东鹏饮料、仁源集团等。

（二）提升教师专业技能，保障教学质量

老师在专业教学技能大赛，获国家级 1等奖 2人，省级奖项 1 等奖

1人次、2 等奖 1 人次、三等奖 4人次；省部级以上教科研项目 8 项，

市级项目 10项；横向课题 12项；论文 46 篇，教材 10 部（校企共编 1

部）；正在出版专著《高职食品专业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可持续发展的人

才培养实践探索》。

（三）保证企业人才输入，助力企业发展

生产实习解决了企业弹性用人需求；“2+1”订单培养持续为企业

输入“用得上、留得住”人才，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在企业的留职率；现

代学徒制试点班为企业员工学历提升提供平台，助力企业员工综合素质

的提升和专业技能的提高；仁源产业学院，对接大健康产业，满足行业

人才需求。通过合作企业赞助的各类校内技能大赛及企业奖助学金的设

立，形成企业品牌效应，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及学生对企业的认可度。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群获得教育部认定双师型教师培训培养基地 1

个，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品有限公司、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成为广东

省第一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我院被仁源集团有限公司颁发“优

秀合作单位”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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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示范辐射效果显著，提供可迁移个案

充分发挥建设成果的示范作用，带动学院其它专业（群）的建设和

发展。建立我院第一个产业学院，成立我院第一个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班，成为我院第一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专业。产业学院及订单培养模式

被校内各专业推广应用，目前学校已有 6 个产业学院，订单培养、现代

学徒制培养已成校企合作常态，。

与企业合作成果获得院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积极开展与省内同类院校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东环境保护职业学院广东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的交流与学习，积极推广该成果，力争在

全省范围内为食品类专业群人才培养提供一条新路径。

（五）社会认可度较高，促进专业发展

根据麦可思调查报告显示，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毕业生对教学满意

度为 96%，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64%，学校平均值是 49%，毕业生核

心知识满足度 90%，学校平均值 86%。

中粮集团、海天味业、仁源集团、伊利乳业、中鼎检测、益海嘉里

集团、东鹏饮料等知名合作企业对我院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表

示高度认可；2021 年 3 月 15 日 ，新浪广东新闻频道教育网就《茂职院

与仁源集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产教结合成果显著》进行报道，我校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成果受到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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