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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教育部提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

革”的政策意向，强调人才培养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培养质量。2017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实施办法》

（以下称《实施办法》）提出了“产学合作、创新创业、促进教改、协

同育人”的宗旨，进一步强调企业、行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国家

十四五规划与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指出“建立高等学校与行业

企业联合培养机制”，重申企业行业肩负高等教育重担的重要性。教

育是全社会的事业，办好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高校是高等教育

的载体，如何有效利用企业、行业、甚至全社会资源是高等教育改革

的主要议题。校企融合式发展顺应高等教育改革潮流，打造产教融合

平台、构建校企融合生态圈将有利于明确需求导向、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培养质量，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目标。 

一、成果简介 

自教育部提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以来，河

南农业大学坚持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以行业需求、企业需要为导

向，持续开展校企融合协调育人模式探索。 

构建了“三结合、四融合、八平台”为核心的协同育人模式：以

行业与高校合作共建、高校与企业战略合作、高校与产业密切互动构



筑“三级融合框架”，在此基础上筹建“全国烟草高等教育联盟”、举

办“大河金叶论坛”等形式共商烟草教育改革；确定了“优化校企联

合培养机制、完善科教结合培养体系、构建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制定

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等四个融合方向；打造“师资、教材、课程、实习

实训、融合创新、第二课堂、技术推广、质量提升”等八类协同育人平

台。 

创建了专业、师资、课程、教材、基地“五个一流”育人平台：

以学生发展为目标，打造了烟草学国家一流专业；实行“共同培养、

互聘共用、双向流动”互聘制度打造了一流师资；校企共施课程建设，

培育了一批国家精品课程、省一流课程；校企共同编写 30余部国家、

省部级规划教材，形成了完整的教材体系；校企共建了“河南省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一流基地。 

创新了“专业体系、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动态循环调整机制：

以学生发展、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满意度、企业认可度、学生职

业发展为依据，形成了专业培养目标、教育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

动态循环调整机制。 

校企融合协同育人效果显著，并得到行业认可，前国家烟草专卖

局局长凌成兴特别称赞：“河南农大与行业建立了烟草专业人才联合

培养机制，功不可没”。 



二、主要解决的问题 

1. 解决了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培养不统一的问题 

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看，企业位于人才需求侧，高校位于人才供

给侧。在产业转型升级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若人才供给侧无法及

时捕获需求侧所发生的变化，将无法向产业输送合格人才。只有深化

双方交流，强化联动融合机制，才有可能实现产业人才供需两侧的有

效衔接。 

2. 解决了行业人才需求存在真空地带的问题 

我国烟草高等教育主要包括烟草农业和烟草工业两个方向，农业

方向主要解决“一粒种子到一片烟叶”的技术问题，而工业方向主要解

决 “一片烟叶到一支卷烟”所涉及的理论与技术，但是现代卷烟产品

设计与制造更需要“自主研发、由我掌控”的香精香料与调香专业技

术人才。为此，针对我国尚未开设卷烟调香专业人才的现状，2020年

学院申报获批了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专业并顺利实现了招生，这为卷

烟调香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支撑。 

3. 解决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匹配的问题 

烟草相关专业具有极强的实操属性，许多知识和能力的获取必须

建立在充足的实践之上，校企融合实践教学体系增加了实践资源投入、

拓展了实践平台空间，突破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匹配、不均衡的



困境。 

4. 解决了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实践教学由校企双方教师共同担任指导教师，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在生产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

统一、教学与生产的相统一。 

5. 解决了课本知识陈旧，所学知识跟不上行业发展的问题 

邀请行业优秀人才参与教材编写，共商教材框架及内容，将新技

术、新方法、新理念融入到教材中去，使教材内容更加适合烟草行业

生产实践和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开展“企业教师进课堂”、“校企教学

联合指导”制度，打造高水平一流课程。 

6. 解决了育人效果评价难以指导教学改革的问题 

以毕业生考研率、就业率评价育人效果，建立毕业生回访与用人

单位联合评价机制，通过对工商企业的走访了解，查找烟草专业人才

培养的弱项与不足，实时调整教学计划与人才培养方案，使人才培养

目标更加贴近行业实际。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搭建以高校为中心，行业、企业、产业多方融合的协同育人

生态 

高校是高等教育的载体，如何有效利用企业、行业，甚至全社会

资源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议题。校企融合发展顺应高等教育改革潮

流，打造校企结合、产教融合育人生态将有利于明确需求导向、优化

资源配置、提升培养质量。项目重点构建以融合框架为内核、以融合

方向为内涵、以平台建设为主体的协同育人生态（图 1）。 

 

图 1：校企融合协同育人模式 



2. 构建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烟草类教育教学体系 

以行业人才需求为导向，结合烟草专业人才培养优势，从“专业

结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创新教学”四个维度进行改革。

调整专业建设目标，强调学生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注重人文社

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革新理论教学体系，

利用新技术、新理论改革传统课程，保证知识的时代性与先进性。以

理论联系实际为目标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注重企业教师的作用。厚植

校企联合沃土培育创新教学体系，积极动员学生参与科研创新活动，

培养大学生科研素质，启发创新意识，提升综合能力。 

3. 实时更新适用于行业新技术发展要求的课程与教材体系 

为了使教材能够反映烟草行业最新研究成果、体现烟草行业研究

热点以及突出行业发展方向。邀请行业优秀专家参与教材的编写，共

商教材框架及内容，将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融入到教材中去，使

教材内容更加适合烟草行业生产实践和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开展“企

业教师进课堂”、“校企教学联合指导”制度，打造高水平一流课程。 

4. 建立双向互聘的高质量“双师型”师资队伍 

实行校企人员互聘制度，学校每年推荐任课教师前往烟草企业进

行锻炼学习，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实时了解生产实际情况，发现生产

中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丰富课堂内容，提升教师授课水平。聘用企

业优秀专家作为兼职教师与课程任课教师联合授课，建立高质量的



“双师型”师资队伍，不断完善兼职教师库。 

5. 创建校企融合且有利于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第二课堂 

建立定期主题报告制度和创新创业联合指导制度，邀请企业领导

和专家就“人才需求”、“行业发展动态”、“技术变革”等方面做主题

报告，邀请优秀毕业生回校交流成长历程，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立标

杆、树典型。鼓励学生联合企业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由企业工程师（农

艺师）与校内教师担任共同导师，选题要契合行业发展、立足解决企

业生产与技术问题。 

6. 建立并不断完善校企融合的育人效果评价机制 

以专业建设一流、学生成才成才、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建立

协同育人动态循环评价机制（图 2）。基于学生及企业需求进行常态化

调研，明确学生成长所需的能力素养、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凝练人

才培养目标，完善专业体系建设，明晰各专业培养方案。学生就学就

业之后，通过就学就业指标、学生满意度评价、企业满意度评价进行

育人效果反馈。经由对企业、学院、学生的三方调研，基于目标过程

的结果导向，构建了包括合作规模、制度保障、课程建设、实践教学、

信息互享、师资培养、人才质量、就业成效等 8个一级指标、25个二

级指标、若干三级指标的校企融合育人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图 2：协同育人动态循环评价机制 

四、成果的创新点 

1. 育人理念创新 

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创新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

能力为培养目标，以学生就业及职业发展为培养效果评价依据，培养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引导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2. 产教融合模式创新 

构建了“三结合、四融合、八平台”为核心的协同育人模式，以

行业与高校合作共建、高校与企业战略合作、高校与产业密切互动构

筑“三级融合框架”，在此基础上筹建“全国烟草高等教育联盟”、举

办“大河金叶论坛”等形式共商烟草教育改革；确定了“优化校企联

合培养机制、完善科教结合培养体系、构建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制定

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等四个融合方向；打造“师资、教材、课程、实习



实训”等八类协同育人平台。 

3. 改革措施创新 

以校企深度融合为突破口，通过平台融合、师资融合、制度融合、

信息融合，实现信息共享、平台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 

4. 育人平台创新 

构建了“师资平台、教材发展平台、开放课程平台、实习实训平

台、融合创新平台、第二课堂平台、技术推广平台、培养质量提升平

台”等八类育人平台，企业深度参与打造开放协同育人生态。 

5. 体制机制创新 

建立了培养体系动态调整机制，以毕业生就业率、毕业生回访及

用人单位评价实时掌控行业企业人才需求动态，根据人才需求趋势及

时调整培养方案，保持人才培养的时代性与高质量。 

五、成果的应用效果 

1. 学生从校园到职场得到持续成长 

近 5年毕业生行业就业率年均 86%，考研升学率年均 55%，毕业

生对学院培养的满意度逐年上升。涌现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刘冰洋、

共青团十八大代表谢湛等一批在校优秀学生代表。袁怀刚入选全国大

学生就业创业先进人物，李红霞、孟黎明在基层烟站为乡村振兴奉献



青春热血。马一琼、包晓容获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行业技术能手”。

这些受益于产教融合的优秀毕业生在职场中快速成长，其榜样力量持

续激励着在校生成长。 

2. 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成为教学骨干 

通过青年教师导师制、青年教师下基层实践实训、国内外进修访

学等系列举措，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

骨干教师”4人，“河南省文明教师”3人，“河南省教学标兵”2人，“河

南省大学生挑战杯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 人，“河南省骨干研究生导

师”1人，“河南农业大学优秀教师” 3 人。  

3. 课程及教材建设引领全国 

建设国家级、省级、校级各类优秀课程 29 门，其中国家精品课

程 1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门；省精品课程 1门，省精品在线

课程 1门，省一流本科课程 3门，省线上教学优秀课程 1门，省级虚

拟仿真课程 1项；校级核心示范课 4门、一流课程 4门、优秀课程 2

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4门，虚拟仿真课程 4门。 

编写修订烟草教育系列教材 50 多部。其中入选“面向 21 世纪课

程教材”10 部，国家“十一五”、农业部“十二五”等规划教材 20 余部，

入选农业部“十三五”规划教材 15 部，有 5 部获河南省本科高等学校

“十四五”规划教材。 



4. 可复制、极具推广价值的改革成果引起强烈反响 

学校主办的“大河金叶论坛”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成功召开

5 届，来自烟草行业 30 余家工商企业代表及开办烟草相关专业的十

余家兄弟院校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行业人才需求及教育改革，为

中国烟草高等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河南农业大学烟草相关专

业为烟草行业输送了 7000 余名毕业生，分布在全国烟草行业各个工

作岗位，为中国烟草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奉献。该育人模式下产生的

一大批优秀教材、优秀课程被开办烟草专业的兄弟院校及行业培训机

构广泛选用，为烟草行业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凝练的校企育

人模式及培养体系动态调整机制也被广泛借鉴。 

六、成果的推广应用 

1. 校企融合育人模式推广 

项目研究构建了以融合框架为内核、以融合方向为内涵、以平台

建设为主体的协同育人模式。该模式通过“大河金叶论坛”、中国烟

草高等教育联盟向全国开办烟草的高等院校进行推广，目前，云南农

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已借鉴该模式，并取得了较好效

果。 

2. 知识传播体系推广 

项目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国家级、省部级规划教材，打造了多



门国家级、省部级精品课程和一流课程。这些资源为其他高校烟草类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提供了支撑，并为烟草行业职工培训、企业人

才培养提供知识平台。 

3. 育人平台可推广 

学校与 30 余家烟草企业建立了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这些基地

在为本校服务的基础上也为其他高校、烟草行业职工进修学院开放，

为兄弟院校及行业的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形成的教学成果，已经在云南农业大学、

郑州轻工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西昌学院、洛阳师

范学院、四川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北京工商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 8 个省份内的 11所高校得到了有效推广，并得

到了这些院校的验证和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