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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产教融合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模式，

对培养适应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通过产教融合优化现代生物医药

产业学院的课程设置，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潜力。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定性访谈和文

献调研方法发现，目前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设置存在的不足之处有：产教融合不紧密，课程设置未能

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导向；课程体系落后、课程内容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实践实训课程比例不足，实

践实训条件薄弱；课程思政环节薄弱，缺乏系统性；缺少岗位特异性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

针对上述不足，基于产教融合背景，本研究提出了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设置优化策略：以产业需

求和岗位胜任力为导向进行课程设置，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模块化课程体系，系统构建产教融合的课程

思政体系，拓宽优化实践实训基地，构建多元化的实践课程体系，建立完善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实施

这些策略进行课程设置优化有望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满足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对人才

的多元化需求。 
 
关键词 

产教融合，现代生物医药，课程优化，岗位胜任力，职业发展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Curriculum  
Setting in Modern Biomedical Industry  
Colleg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Guimei Yang1,2, Qianmei Yang1,2, Xuan Zhang1,2*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2894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2894
https://www.hanspub.org/


杨桂梅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12894 297 创新教育研究 
 

1Yunnan College of Modern Biomedical Industry,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2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 Yunnan Key Laboratory of Pharmacology for Natural Products,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Sep. 26th, 2024; accepted: Dec. 6th, 2024; published: Dec. 13th, 2024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biomedical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tal-
ents is also growing. As an innovative education model,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that adapt to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o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of modern biomedical industry colleg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improve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to find that the current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iculum of the College of Biomedical 
Industry includ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not close, the curriculum fails to be 
goal-oriented towards job competency,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backwar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s is out of touch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industry; the proportion of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is insufficient, wea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nks in the curriculum, and there is a lack of 
job-specific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shortcoming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the curriculum of modern biomedical industry colleges: curriculum set-
ting based on industry needs and job competency,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
able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ing industry-leading courses. The ide-
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system that integrat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ands and optimizes 
the practical training base, builds a diversified practic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establishes a com-
plete career development support system. Implementing these strategies to optimize curriculum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cultivate students’ job competencies, and meet the 
diverse needs for talents in the modern biomed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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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教融合作为一种创新教育模式，通过将产业界的实际需求与教育体系的教学内容相结合，致力于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1]。这种模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

培养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提升，对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性具有显著作用[2]。在国外，产教融合

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其实践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多样化的模式和经验。例如，德国的

双元制教育体系、英国的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VET)体系以及美国的合作教育项目等，

都是产教融合的成功案例[3]-[5]，这些模式通过政府、学校和企业的紧密合作，促进了教育内容与产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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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对接，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率。特别是德国的“双元制”模式，通过校企联合培养，满足

了人才供需的双向需求，为行业发展培养了大量基础人才。上述模式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均共同强

调了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教育与产业的互动合作。近期的研究也表明，

产教融合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和职业发展潜力[6]-[8]。在理论基础方面，产教融合涉及系统论和社

会系统理论，这些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关

系，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需要考虑宏观层面的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中观层面的校企深度合作、

微观层面的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的一体化[9]。这些理论强调了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系统特征，为

产教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框架。其中，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作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前

沿领域，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10]。随着个性化医

疗、生物技术药物、再生医学等新兴领域的不断涌现，对具备高度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需求

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面临调整教育模式和更新课程内容以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挑战。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之一，对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当前，生物医药产业不仅需要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求人才具备创新思维和终身学习的能力。然而，高等教育在培养这些能

力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通过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创新来满足行业需求。 
课程优化是教育领域不断追求的目标。研究表明，及时更新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建立多元化

评价体系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例如，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法通过使用真实商业案例，提高了学生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1]。在国内，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与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实

习和科研机会，同时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2]，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与生物医药企业合

作，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学生可以在企业中进行科研实践，同时企业专家也会参与课程教学[13]。国家政

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提出了加快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

性互动的发展格局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该方案围绕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企业，以

及产教融合互动程度，描绘了三年行动计划的目标蓝图，包括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建设培育产

教融合型企业、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的发展格局[14]。然而，课程优化的实施也面临着资源限制、教

师培训需求等挑战。 
通过对国内外教育调查，我们发现产教融合、人才需求分析和课程优化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未来

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将这些理念和实践更好地融入教育体系，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

人才。课程作为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设置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和学生的综合

能力[15]。在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课程优化显得尤为重要[16]。通过课程优化，可以更

好地对接产业需求，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创

新能力和职业素养，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此外，课程优化还有助于提升教育服务社会

的能力，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7]。 
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通过产教融合优化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的课程设置，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和职业发展潜力。本文主要分析了目前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设置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现代生物医药

产业学院课程设置优化策略，以期为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参考和依据。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来自本校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共有 183名学生(包括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参加，其中男生 102 名，女生 81 名。通过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全

面了解学生对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的看法和需求。定性研究将通过深度访谈获取学生对课程优化

的深入见解，而定量研究则根据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数据的收集主要依赖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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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和深度访谈，设计的内容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对课程满意度、实习经历和职业发展期望等方面。定

性研究还包括对部分生物医药企业进行走访调研和访谈，深入了解企业对生物医药人才需求情况、岗位

技能要求、行业发展动态前沿、以及对目前课程设置的意见。文献调研以“产业学院”、“课程”、“产

教融合”为关键词，通过对 CNKI 数据库进行检索，对符合条件的文献进行总结分析，发现现代产业学

院课程设置的不足及优化策略。 

3. 结果 

根据问卷调查、定性访谈和文献调研结果，我们发现，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设置主要存在以

下不足。 

3.1. 产教融合不紧密，课程设置未能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导向 

产教融合不够紧密深入，尽管生物医药企业已经意识到产教融合对于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

性，也有意愿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来。但是限于企业生产条件和成本等因素，真正参与生物医药产业

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设置和实施的力度还不足。因而，生物医药产业学院的课程设置也未能

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导向，从而导致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契合度不够。企业走访调研发现，毕业生在生物

医药企业就业后岗位胜任力不足，不能快速适应岗位需求，需要进一步学习和适应不同的企业岗位需求。 

3.2. 课程体系落后、课程内容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 

随着现代医药生物技术的不断革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生物医药企业在生产和研发过程对于

新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然而，目前的课程体系相对落后，课程内容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实际需求脱

节，不能紧跟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多学生反馈现有的课程内容需要更

新，以反映最新的行业趋势。46.41%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需要增加能够反映行业发展趋势的最新技术和

治疗方法。深度访谈分析也显示大部分的学生认为生物医药行业将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并且对创新药

物、前沿技术和治疗方法表现出高度兴趣。学生们特别强调了对行业新技术和治疗方法的关注，期望课

程能够涉及这些领域。同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也期望教师采用更多互动和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

以提高学习的吸引力和实用性。有 27%的学生表示希望增加生物医药研发的案例研究，13.5%的学生希望

增加基于案例的互动讨论环节(图 1)。 
 

 
Figure 1. Students’ needs for course content and course teaching methods 
图 1. 学生对课程内容与课程教学方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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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践实训课程比例不足，实践实训条件薄弱 

经过深入访谈，大多数学生表示，目前的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中实践实训课程比例不足，学校实

践实训条件薄弱，没有与企业接轨的药物中试实验平台，未能与企业共建资源共享的实践基地，实验课

所用的仪器设备落后，学生反映实验中使用的实验设备如药物制剂实验中的制剂设备老旧，与实习所在

的生物医药企业的生产研发设备相差甚远。学生希望增加实践实训课程时长，能够提早进入生物医药企

业实习，学习到企业岗位所需要的实践技能。尽早进入企业实习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职业技能，也帮助他

们更好地了解了行业现状。 

3.4. 课程思政环节薄弱，缺乏系统性 

课程思政环节薄弱，在融合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体系时缺乏系统性。深度访谈发现，现代生

物医药产业学院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的课程思政内容，但课程思政常常局限于某一门或几

门课程，课程教学环节中课程思政内容也缺乏系统性，往往局限于某几个章节，且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性。

缺乏将课程思政内容有机融入到专业课程中的整体规划，从而导致课程思政无法获得满意的效果。 

3.5. 缺少岗位特异性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 

尽管大多数学生普遍对生物医药产业持乐观态度，但他们对职业路径和就业方向的了解程度不高。

在问卷调查中，对职业路径“不太了解”的人数在各个年级中占有相当比例，分别是大一占 22.58%，大

二占 15.15%，大三占 12.05%，大四占 11%，研究生占 11.11%，博士生占 6%，这可能影响他们对未来职

业规划的清晰度(图 2)。虽然目前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设置中开设了由学院教师承担的大学生职

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但是缺乏生物医药产业岗位特异性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 
 

 
Figure 2. Proportion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who learn little about career paths 
图 2. 对职业路径不太了解的学生在不同年级中的比例 

 
对于职业发展规划，绝大部分的学生对将来职业规划定位在研发、生产制造和质量控制方面，分别

占 28.84%，24.76%和 23.82% (图 3)。但是，深度访谈发现，学生对于具体不同岗位的职业发展规划缺乏

深入了解，期望能够获取更多关于岗位特异性的职业发展规划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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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tudents’ orientation on the future career planning 
图 3. 学生对未来职业规划定位 

 
对未来生物医药产业的就业市场满意度调查发现，满意度为非常乐观的仅占 8.11%，比较乐观的占

35.14%，满意度一般占 44.86%，不太满意占 11.35%，非常不满意占 0.54% (图 4)。 
 

 
Figure 4.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job market 
图 4. 学生对就业市场的满意度 

 
深度访谈发现，满意度一般和不太满意的学生对就业市场不满意的原因为对生物医药产业岗位和就

业市场的不了解，不清楚自己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岗位，以及不了解具体岗位的职业发展前景和晋升渠道。

因此，开设生物医药产业岗位特异性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非常必要。 

4. 讨论 

产教融合是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优化的关键，只有真正让生物医药企业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

的制定、课程设置优化以及实施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校企联动、双元育人的目标[18]。课程优化又是产

教融合的奠基石，它能够确保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对接，实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技

能的无缝衔接[19]。针对上述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设置的不足之处，我们提出了以下课程设置优

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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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切实推动产教融合，以产业需求和岗位胜任力为导向进行课程设置 

学校应加强与生物医药企业合作力度，切实推动产教融合，深入了解生物医药产业需求，定期开展

企业走访调研，了解行业最新动态、企业岗位技能需求和人才短缺的重点领域。邀请生物医药企业技术

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课程设置研讨，以产业需求和岗位胜任力为导向进行课程设置优化，确

保课程内容与实际产业需求高度契合。 

4.2. 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包括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实践课程模块和知

识拓展模块。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包括生物学、化学、医学、药学等基础知识。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中突出

生物医药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方法，将生物医药行业的新技术、新标准、新理念融入新的课程体系，例如

增加智慧药学、生物信息学和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在生物医药研发中的应用。实践课程模块，包含实

验、实训、实习等环节，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知识拓展课程模块，包括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前沿、新兴

领域等，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前瞻性视野。 

4.3. 系统构建产教融合的课程思政体系 

课程思政融入现代产业学院课程体系要从整体入手，系统化的融入[20]。针对产业学院课程思政环节

薄弱和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学院应当在宏观水平和顶层设计上制定课程思政的总体目标，系统构建产教

融合的课程思政体系。加强产教融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作用，学校与企业共同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深

挖生物医药企业体现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中。校内导师与产业导师协同开发

专业实践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建立丰富实用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在实践课程授课过程中发挥产业

导师的作用，通过产业导师的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4.4. 拓宽优化实践实训基地，构建多元化的实践课程体系 

增加实践实训课程比例，改善实训平台，拓宽优化实践实训基地，构建多元化的实践课程体系，强

化实践教学环节。引入生物医药企业真实项目进课堂，让学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加快实施产教融合，

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实践实训基地建设。通过政策激励，提高生物医药企业的参与热情，促进学校和企业

共建一批资源共享、集实践教学、职业培训、企业真实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实践实训基

地，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校企联动、双元育人。 

4.5. 建立完善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 

建立完善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加强对学生的职业发展教育。完善本科生导师制度，实行学校学术

导师与企业产业导师的双导师制，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中进行学术指导、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通过开

设岗位特异性的职业规划课程、行业讲座和研讨会等满足学生的需求。聘请生物医药产业导师主讲岗位

特异性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通过产业导师的现身说法，职业发展和成长经历，让学生获得

更精准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增强学生对生物医药行业前景和就业的信心。 

5. 小结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定性访谈和文献调研方法发现了目前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课程设置存在的不足，

并提出了一系列课程设置优化策略。实施这些策略进行课程设置优化有望提升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学院的

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满足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尽管本研究提供

了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调查样本量小，无法完全代表所有生物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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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情况。调查问卷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学生的回答可能受到当时情绪或环境的影响等。因此，

后续研究会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调查样本量以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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