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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教融汇的背景下，应用型科研是实现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抓手。当前，受困于教师的发展

路径与科研定位的失衡、教师的科研活动与高职教育职业性的脱离，高职应用型科研实施成效不佳。以

此出发，将专业教师视为应用型科研的实施主体，重构应用型科研内涵为数智教学、教研实践、技术积

累、技术开发四种科研模态，设计融合关联的互促机制，最终构建起多模态融合的应用型科研模式，将

能够切实增强高职应用型科研的运行动能，提升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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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 powerful 
lever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ently, due to the im-
bala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eachers and the position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detachment of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from the vocational nature of higher voca-
tional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ot effective. Starting from this, professional teachers are regarded as the main implementers of ap-
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connotation of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is reconstructed into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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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odes: intelligent teach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 mutual promotion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and relates is de-
signed, and ultimately a multi-modal integrated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mode is constructed. 
This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operational momentum of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higher vo-
cation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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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

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即“双高计划”。自此以来，高职院校由规模化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1] [2]。2022
年 12 月，《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在内涵式发展、科教

融汇的背景下，高职院校科研功能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3]-[6]。高职院校应树立应用导向的科研定位，强

化科研与国家科技创新、教育改革创新的联系[7]。由此，高职院校的科研是应用型科研[8]。 
欧洲的应用型科研模式的革新已相对成熟，包含德国的应用导向科研模式、荷兰的实践导向科研模

式、瑞士的校企共建科研模式。围绕高职如何提升高职应用型科研的建设质量，国内诸多学者从特征定

义、内涵设计、构建策略、实施路径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刘彦林认为，应用型科研具有应用性、行业性、

地方性等三大特征[9]。陈悦以科研定位为切入点，从教学研究、技术应用、技术研究三个方面，剖析了

高职应用型科研的内涵优化[10]。肖纲领从生态建设角度出发，提出了确立开展应用型科研的定位与理

念，建立完善的校内应用型科研制度体系，构建与行业企业等主体的良好协同关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

的规制与激励作用的建设推进策略[11]。方泽强提出，应通过派送教师到企业实践，以提升教师的应用型

学术能力、而不是任由教师回到原有的理论研究的传统路径[12]。 

2. 高职应用型科研的现实困境 

2.1. 教师的发展路径差异性与科研定位的失衡 

高职院校专业教师的发展路径差异性与科研定位存在失衡。高职院校师资结构多样，既有从中职办

学时沿袭而来的老教师，也有从学校到学校的硕士，还有引进的具有行业企业经验的工程师，更有学术

研究型的博士。不同发展路径的专业教师具有不同的专长特点，适配于不同的科研定位。依循产学研的

应用型科研发展道路，具有行业企业经验的专业教师本该作为高职应用型科研的主力军，肩负扛旗孵化

的重担，带动周围其它专业教师合力推进高职应用型科研的高质量发展。但是，目前高职院校科研普遍

无法摆脱普通高等院校的固有范式，忽视了自身的特点和现状，导致了产学研的分离、科教脱节。现有

的高职科研也多是为了评聘职称的“应景”之作，论文、课题、人才称号、获奖仍是教师评优评先和职级

晋升的关键所在[13]。由此，或被动或主动的，不同发展路径的专业教师纷纷“为了科研而科研”[14]，
置自身于并不适配的科研定位之中，然后耗费着巨大的精力投入，产出着“无效”的低质量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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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师的科研活动与高职教育职业性的脱离 

2022 年 4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明确指出，高职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

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因此，职业性是高职教育具最重要的特征。高职科研活动

应以职业性为“立地”之本，即：一方面，对接行业企业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提升行业企业所需

人才的培养质量。但现实情况却是，高职教师在上述两个方面都举步维艰，使得高职科研活动与高职教

育的职业性脱离。一是因为，教师缺乏足够的解决行业企业实际问题的技术能力储备，难以胜任承担真

正的企业委托项目；二是因为，当前高职科教脱节情况严重，在现有教师职级晋升考核评价指标下，作

为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共同实施者的教师往往顾此失彼，无暇精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3. 多模态融合的高职应用型科研模式 

3.1. 多模态融合式应用型科研的特征 

随着“双高”建设的推进和科教融汇理念的提出，高职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高职教育作

为一种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类型教育，其特征在于：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为目标，融职业性、实践性、技能性、育人性于一体。因此，高职科研应摒弃普通高等院校的以基

础性研究、学术型研究为主，以论文、纵向课题为评价标准的科研模式，革新为依循融职业性的社会需

求与教育性的个性需求于一体的应用型科研范式，以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人才培养质效为准绳，走“产、

科、教、学、创”的发展路线，构建形成多模态融合式应用型科研模式。其特征体现于以下方面： 
其一，服务性。以四个服务为实施目标。即：服务于解决行业企业的真切技术及工程问题，服务于

增强人才培养中的社会需求契合度，服务于提升教学质量、服务于教师的个性化、持续化成长。 
其二，广泛性。围绕实施目标形成泛化的内涵范畴。将满足上述四个服务的所有教师活动都纳入到

高职应用型科研范畴之中，形成涵盖教学研究、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的多种应用型科研活动集合。同时，

所有的高职教师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舒适定位，具有广泛的参与性。 
其三，融合性。泛化的应用型科研活动构成融合互通的有机体。一方面，多种应用型科研活动彼此

支撑与互促，具有由低阶向高阶的成长发展。另一方面，高职教师的应用型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个人

发展及价值实现相融合，形成关联统一的同归路径。 

3.2. 多模态融合式应用型科研的内涵设计 

当前，高职应用型科研的内涵较为狭义，局限于来自行业企业或是“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委托项目。

这使得，一方面，囿于高职师资引进过程中的历史原因，高职专业教师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学校

毕业后即到学校任教，缺乏实际的行业企业工作经验，工程实践水平不足，难以匹配企业委托项目的能

力要求，使得他们难以参与到应用型科研之中；另一方面，上述应用型科研活动和专业教师的日常教学

活动并没有形成关联统一，使得参与其中的专业教师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兼顾教学质量的提升，这不符

合高职应用型科研的育人特征，也违背了高职科教融汇的发展理念。 
因此，为突破上述困境，需要对高职院校的应用型科研范式进行变革，即：将原先围绕行业企业横

向项目展开的单一狭隘的科研模式，转变为以专业教师主体出发，能够持续提升专业教师适配度和参与

度，进而充分释放科教融汇动能的多模态融合式应用型科研模式。 
如图 1 所示，多模态融合式应用型科研模式是以专业教师为实施主体，面向社会技术服务与高职人

才培养需求，旨在提升教学质量、增强社会服务适配力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区别于传统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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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科研模式，它是一种包含多种科研活动的综合性科研模式，包含：数智教学、教研实践、技术积累、

技术开发等四种科研模态。模态之间互为支撑，层次递进，形成融合交互、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connotation design of multimodal fusion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图 1. 多模态融合式应用型科研的内涵设计图 
 

数智教学：研究如何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究成果与日常教学实施过程进行有效融合，以提升教育

信息化水平，实现智慧教学提升的科研活动。线上课堂，AIGC 辅助教学，学情在线诊断、运用多传感器

实时采集学习状态等都属于本范畴。 
教研实践：以日常教学实践中识别到的教学痛点为出发点，开展的相关教研应用研究。学习考核评

价、教学组织，教学设计，教学实施过程、教学模式等方面的革新都是该范畴的研究内涵。 
技术积累：按照所处状态不同，分为两种模式，一方面，在完成技术开发服务后，进行技术文档开

发整理，提炼知识产权成果；另一方面，在技术开发服务前，进行技术储备，开展相关预研，形成技术报

告、研究笔记等；以及转化上述两种模式的成果为相应的教学案例。同时，应用技术研究类的纵向科研

项目也属于本范畴。 
技术开发：面向实际生产生活中的问题，采用承接企业横向课题的模式，开发或优化相应标准规范、

系统、流程、产品、软件。工程化实践、测试、教学用具自研、原型机实现等方面的技术服务都是该范畴

的内涵。 

3.3. 多模态应用型科研的融合设计 

四种模态之间相互支撑，既层次递进，又反哺促进，形成融合关联的有机整体。 

3.3.1. 技术积累科研是开展技术开发科研的前置储备 
在理想化的设想中，高职应用型科研最佳实践是：行业企业在生产实践中遇到了真切问题，然后以

横向项目的形式发布；专业教师以提供科研技术服务形式，承接项目并交付成果；企业的实际问题得到

解决；在问题解决的实践过程中，教师的技术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后续承接更具难度、更复杂的委

托项目奠定基础。上述最佳实践范式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双向共赢的基础上。行业企业是以营利为目标，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这就对专业教师所提供的科研技术服务提出了较高的时限性、质量性要求。通常

的，专业教师的技术能力与上述要求之间存在差距。因此，通过开展技术积累科研，在技术积累科研活

动中，对相关领域的技术进行预研，形成知识技能储备，是弥补技术能力欠缺、提升匹配度的必经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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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环节中，专业教师持续的提升自身工程实践能力和技术开发水平，为后续开展技术开发科研做好

前置储备。 

3.3.2. 技术开发科研是技术积累科研的进阶归宿和循环起点 
高职技术开发科研是面向社会需求，尤其是面向中小微型企业需求，提供科研技术服务的应用型科

研活动，是高职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载体。在尚不具备技术开发的胜任能力前，退而结网、磨练内功。

专业教师进行技术积累科研，以能够胜任为目标提升技术能力匹配度。当技术能力提升到足够匹配时，

即可开展技术开发科研活动。承接行业企业的委托项目，达成进阶归属。同时，技术开发科研活动中形

成的经验总结、技术文档等也都会反哺成为技术积累科研活动的资源，形成良性互促的发展循序。 

3.3.3. 数智教学科研是教研实践科研的实施保障和实证数据来源 
通过数智教学科研，能够更好的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科技成果与日常教学深度融合，

形成优质的新形态教材、信息化在线学堂等教学实施工具。上述工具能够为教研实践科研中的教学模式、

教学组织、教学评价等的革新研究提供实践应用保障。同时。通过数智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持续提升

智慧课堂的建设和应用水平，通过在教室中部署多样化的无感知传感器，更好的实现对学生课堂学习行

为和情感状态信息的采集与分析，也能为教研实践科研提供高质量实证数据。 

3.3.4. 教研实践科研是数智教学科研的泛化凝练 
数智教学科研将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融合于教学实施之中，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意愿、学习成效

等学情信息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采集与分析，得到孤立的小范围的实践应用数据。教研实践科研对上

述实证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找寻其中的共性规律，凝练成一般性的、泛化的模式、路径、范式，然后反

过来推广应用于数智教学科研活动之中，再进一步验证实施成效，同时也促进科学技术成果与教学实践

的更佳融合。由此，教研实践科研是数智教学科研的泛化凝练与升华。 

3.3.5. 技术积累科研是教研实践科研的立地支撑 
通过技术积累科研，专业教师对行业企业的岗位能力需求、人才培养需求，以及新技术、新规范进

行梳理提炼，转化形成岗位、知识、技能、职业素养的需求清单，为教研实践科研提供契合真实社会需

求的锚定归宿。同时，通过技术积累科研，专业教师提升了对于行业企业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认识，将能

够更加有效的指导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规划，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对面向促进就业的

教研实践科研形成立地化支撑。 

3.4. 多模态应用型科研的运行机制 

不同背景与基础的高职专业教师，都可以在上述四种模态中找到契合自身情况的着力点，进而真正

参与到应用型科研中来，极大的提升了参与度；并且，可以根据各自专长，自发组成小型应用型科研团

队，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其次，通过身临其境的真实科研实践历练，能够逐渐由单一模态向多模

态延申，从低阶模态向高阶模态跨越，收获持续的成长提升；同时，多模态应用型科研实现了科研活动

与教学活动的统一，有利于科教融汇的实施，进一步释放专业教师的科研动能。 

3.4.1. 定位适配，着力多模态应用型科研 
对于不同专业背景和发展路径的高职专业教师，都可以在多模态应用型科研中找寻到适宜自身特点

的对应模态，然后以此为切入点，开展应用型科研活动。对于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从教学实践科研入

手，总结凝练提升日常教学实施成效的方法和策略，然后逐步拓展到数智教学科研；对于信息技术专业

背景的教师，可以优先开展数智教学科研，然后向教学实践科研进阶；对于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719


何海 
 

 

DOI: 10.12677/ae.2025.155719 45 教育进展 
 

着力技术积累科研，然后向技术开发科研进阶；擅长科学研究的教师，可以以技术积累或者数智教学科

研为起点，然后向技术开发科研或教学实践科研进阶。由于多模态应用型科研中的四种模态是有机整体，

因此，参与其中的专业教师在科研实践磨练中，能够逐渐的从单一向多元发展，由低阶向高阶过度，实

现全体参与以及持续化良性发展。 

3.4.2. 打破局限，构建项目制多模态应用型科研团队 
复杂度较高的应用型科研项目需要团队的合力才能完成。现有高职科研团队大多以专业相近或是关

系相熟的固定专业教师组建。该种方式并未考虑不同项目的实际需求，因而往往流于形式，不能形成有

效的技术合力。因此，在多模态应用型科研运行机制中，打破教研室或者二级学院的局限，采用强矩阵

组织模式，根据承接的委托项目的技术能力需求，组建形成能力适配的动态应用型科研团队。项目运行

结束时团队即自行解散，当新的企业委托项目出现时，又重新根据技术需求组建。因此，专业教师的技

术能力资源池会持续得到发展提升，未来可承接的应用型科研项目的实力也会越发强大。 

3.4.3. 关联统一，进一步释放多模态应用型科研动能 
多模态应用型科研中的教师科研活动与日常教学实践活动存在着很强的关联统一性。因此，在多模

态应用型科研运行中，专业教师开展应用型科研的同时，能够自然顺畅的完成相关科研成果向教学资源

高质量转化，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反哺教学成效的提升；同时，教学活动的开展也能为应用型科研提

供真问题来源、实证分析数据等，促进应用型科研活动的精进。 

4. 结语 

当前，依托应用型科研实现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选择。而教师的发展路径与科

研定位的失衡、教师的科研活动与高职教育职业性的脱离，是制约高职应用型科研高效实施的关键所在。

以此入手，通过将专业教师视为应用型科研的实施主体，重构应用型科研内涵为数智教学、教研实践、

技术积累、技术开发四种科研模态，设计融合关联的互促机制，最终构建起多模态融合的应用型科研模

式，将能够有效增强高职应用型科研的运行动能。进一步地，通过优化设计多模态融合式应用型科研运

行机制，使全体教师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适配定位，打造技术需求驱动的动态科研团队，将科研活动与教

学活动紧密统一，将能够让更多的高职专业教师能够真正参与其中并持续成长，切实提升高职应用型科

研的活力及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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