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召开产教融合与产业人才培养教育教
学改革发展研讨会

为深入探讨专业布局优化调整、工学一体化 2.0 实施、

“五真”导向的工学一体 SDG 专创融合毕业设计改革等关

键命题，7 月 9 日，学校召开产教融合与产业人才培养教育

教学改革发展研讨会。学校党委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党政办

公室、党委学生工作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级学院及校

区负责人、教学副院长，“立园满园”入驻园区人员及各专

业教研室主任参加会议，共话改革发展。

党委书记王涛指出，二级学院专业对接产业的分析越来

越精准，专业建设的问题越来越聚焦，未来专业优化布局的

方案越来越明确。同时，他指出当前专业建设还存在校企合

作不实、工学一体化改革及校企合作与“五金”建设脱节等

问题。

王涛强调,要深刻理解工学一体化 2.0 实施的背景意义，

要结合技工教育一体化教学的特点和优势，加大教学改革力

度。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于师资队伍，要从以下三方面全面提

升师资队伍水平，一是工匠型双师队伍的打造，进一步优化

工匠型双师评价标准，体现评价层次并彰显工匠特色；二是

兼职师资库的建立，引入本科院校、科研院所高端人才，纳

入学校兼职师资库，开展梯度建设；三是专业领军人才的培

养，各二级学院要筛选具备潜力的教师，给任务、带项目，



并给于积极鼓励和支持，促进教师快速成长。

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大勇指出，要将产教融合理念深入

贯彻落实到专业建设各环节，以“五金”建设标准为引领，

高质量推进专业建设，服务成都产业发展。要进一步重构专

业建设质量保证体系，基于产教深度融合，持续做好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要对人培方案、课程教学到毕业设计等各

环节完善督查督导机制；要加强师资队伍内培外引，将教师

成长培训纳入考核。



会上，各二级学结合专业评估结果，围绕专业布局调整、

工学一体化 2.0 深度推进及毕业设计改革工作进行了详细汇

报。教务处对成都市专业评价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

学校及学院层面的专业布局优化思路，并对教育教学改革提

出具体路径。

本次会议为全校上下凝聚了专业建设与教育教学改革

的共识，明确了以产教融合为核心、以“五金”标准为引领

的实践路径。接下来，学校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推动各项

改革举措落地生根，持续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

为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