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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是“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工程教育”横向融通的其中一种联合办

学模式。经过多年的探索，仍存在融通壁垒。文章通过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职业带”理论和高职本

科“3 + 2”协同育人的现状，分析了“双创”教育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可

行性。从战略视角、协同机制构建、教学模式优化提出“双创”教育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的

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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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3 + 2”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a 
cross-cutting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engineering educa-
tion.”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there are still barriers to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ea-
sibility of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
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theory of “vocational belt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3 + 2”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It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and undergradu-
ate education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mod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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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14 年起，广东省设立的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项目，是一项创新的教育改革措施，主要目的

是培养具备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应用型本科人才，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该

项目通过中职、高职与本科教育的衔接，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并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它还旨在服务地方经济，支持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教育公平，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教育机会，并建立校校、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机制，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 
2018 年，岭南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在学校“强师范、厚理工、兴商科”办学思路指导下，为满足

粤西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开设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这一新工科专业。2022 年，岭南师范学院和广东

省职业技术学院，签署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合作协议。然而，本科院

校和高职院校在办学层次，生源基础的差异，使得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具有较大区别。如高职院校主要以

能够直接用于工作岗位的知识和技能为教育内容，主要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而普通本科教育人

才培养目标是以培养具有本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为目标[1]。所

以两者在人才培养理念、师资队伍、课程设置等方面还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做好协同育人方面还面

临诸多挑战。 
创新创业教育简称“双创”教育，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各类高等院校培养创新型

人才的重要路径。对于如何实现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中“双创”教育的融入、贯通，成为一个重

要的课题。本文分析了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双创”教育现状，挑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及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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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创”教育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依据 

2.1.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演变与内涵 

“双创”教育即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是指通过将创业和创新融入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业能力。2001 年，柳翠钦等[2]提出了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是职业

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2010 年，时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李家华首次提出从战略视角将创新创业教

育和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合[3]。2015 年，李克强总理出席瑞士冬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时提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宏伟目标[4]。2022 年，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创业已成

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使其能

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双创”教育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中，为高职本科培养职业匹配

度高、适应性强的应用型人才提供一种新的教育模式。 
“双创”教育与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模式的结合，为培养具有高度职业匹配度和强适应性的

应用型人才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教育路径。通过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框架下，学生在 3 年高职教育阶

段培养创新思维和创业技能，在后 2 年本科教育阶段，深化专业理论并结合实践，全面提升职业竞争力。

这种模式不仅满足了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培养了更多具备创新精

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教育改革和社会价值。 

2.2. “职业带”理论在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中的应用 

如图 1 所示，“职业带”理论是以社会工业职业领域具体范围划分的一个连续的标识社会工业职业

技能人才的理想结构[5] [6]。通过“职业带”理论可以基本区分出人才培养的结构：技术工人(AB)、技术

员(EC)、工程师(FD)三类人才分别由“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工程教育”来培养。三类人才所

需要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培养要求不一样且两者比例是渐次变化的。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人才

需求结构复杂多样化，三类人才边界(BE 和 CF)的清晰度越来越弱。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职业匹

配度，必然要打通各个人才培养层次之间的衔接通道，实现培养层次复合式衔接和递进式跃迁。“双创”

教育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中，为不同人才培养层次的衔接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和理论

基础。 
 

 
Figure 1. The diagram of career belt theory 
图 1. 职业带理论图示 

 

将职业带理论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模式，需要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校企合作、实践教

学、职业规划指导、综合素质培养、反馈评估和鼓励终身学习等多维度策略，以确保学生能够深入理解

并应用职业发展理论。这种整合不仅有助于学生在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上得到全面提升，而且促进了他

们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准备，为成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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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协同育人模式的问题与挑战 

3.1. 高职与本科教育层次的差异与融通壁垒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后，为满足职业人才成长要求，高职本科“3 + 2”
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在多地实行多年。针对高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脱节、课程衔接不畅、教学

存在差异、信息不对称等具体问题，提出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教育平台、共享教育资源等一系列

具体的可行性措施，使得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初见成效[7]-[9]。但是，高职本科

在人才培养目标本身上存在很大差异，教育资源也存在很大差异，构建起来的共享教育资源平台因差异

化本身导致使用率低，使用效果也达不到预期。如何把差异化整合成为利于人才培养的有效资源，进一

步实现高职本科教学一体化，“双创”教育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中，为改善协同育人现状提

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案。 

3.2. “双创”教育在高职与本科的衔接问题 

“双创”教育在高职本科 3 + 2 协同育人模式中的衔接问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政策支持、课程

体系、师资队伍、校企合作、实践平台、质量监控与评价等多个方面。首先，国家政策为 3 + 2 模式提供

了明确的指导和支持，强调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和纵向贯通。课程体系的衔接性是关键，需要构建一

体化课程体系，确保教学模块的逻辑关系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目前存在创业导

师缺乏的问题，需要通过校企合作，聘请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或工程技术人才担任创业导师，强化双

创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实践指导能力。 
校企合作是 3 + 2 模式成功实施的核心，需要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企业学院，拓展合作形式，

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实践平台建设为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同时，建立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确保 3 + 2 模式的人才培养质量。此外，3 + 2 模式应关注学生

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学生能够顺利完成从高职到本科的过渡，并实现高质量的就业或创业。通过这些综

合性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双创”教育在 3 + 2 协同育人模式中的衔接问题，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人才，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4. 优化对策与建议 

4.1. 从战略视角出发，整合国家政策与教育实践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

展战略。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2017 年，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22 年，党

的二十大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相应的教育部在 2010 年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

见》(教办〔2010〕3 号)；国务院在 2015 年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2017 年教育部先后公布了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共 200
所。其中“985 工程”高校 33 所，“211”高校 62 所，普通本科高校 113 所，高职专科学校 24 所[10] [11]。
十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还是“工程教育”在国家政策强而有力地支持下，

都在各自的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长期强化各自领域的发展导致各领域之间的衔接显得相对弱化。当然，“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未来高校创新创业学院发展大会等的竞赛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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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助于各高校的交流和相互学习，但这些短暂的互动难以满足深度衔接融合的需求。为此，高校间的

协同育人要想取得突破性发展，需从国家政策解读，国际经验借鉴着眼；从高职本科的规章制度，政府

企业的发展需求着手；从教学课堂的内容设计，不同学生的能力培养着力。“双创”教育融入高职本科

“3 + 2”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时需从战略的视角出发，从实际需求出发，从持续改进的理念出发，以培养

更多职业匹配度高、适应性强的人才，避免流于仅学历变化的形式。 

4.2. 构建协同机制，打通教育层次间的壁垒 

无论是本科高校还是高职院校都有自己“双创”教育目标和根据自身需求精确定位的服务平台。然

而，如何高效运用高校原有平台，打破衔接融合的壁垒是“双创”教育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

人才培养时亟须解决的问题。教育的信息化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例如，广东工业大学举全校之力推进“1 + 2 + 3”攀撑计划学科提升工程，即建设 1 个基地——粤港

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加强高素质创新型新工科人才供给；2 个学科群——高端电子制造和绿色材料

化工学科群，引领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3 个中心——智慧医疗创新技术中心、广东国际先进设计中心、

广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推动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搭建“四会两赛三联盟”双

创交流平台和“创新型社团–创客中心–学生创意创业园”双创实践平台，逐步完善跨界融合、产品试

制、创业孵化、创业投资的双创服务体系。 
教育部于 2021 年 3 月发布《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提出要结合高等学校信息化发展

实际，以标准规范促进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发展信息化，把这些各具优势的平台信息

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让这种壁垒的劣势成为共享的优势。一是在现有条件下，开展线上、线下的课堂教

学和实践活动，制定适合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人才培养的新方案。二是可以根据学科特色和学生

的实际能力，修订信息化能力指标，形成可全方位融入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三是可以通过建立“互联网 + 教学”“智能 + 教学”的新形态，促进学习方式变革，提升教师水平，

优化学生学习结构。 

4.3. 教学模式的精确优化，适应不同阶段的教育需求 

Table 1. Comparison of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settings between the Polyme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jor at Guangdong Polytechnic and the Polymer and Engineering major at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表 1.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高分子智能制造技术专业与岭南师范学院高分子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比较 

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 广东省开设学校 

高分

子材

料智

能制

造技

术 

培养在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领域

从事技术开发，工艺、设备与模

具的设计、操作、维护与保养，

生产与经营管理等工作的高级技

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化学基础(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的整合)、机械基础(工程力学、机械零件

与机械原理、金属工艺学的整合)、机电控制基础(电
工与电子学、液压传动、机电控制技术、塑机控制技

术的整合)、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分析与测试、高

分子材料与配方技术、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高分子

材料加工设备(橡胶加工设备、塑料成型设备)。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高分子材料成型模具、钳工、金工实训，机电控制实

习，专业生产实训，毕业综合实训等，以及各校的主

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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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高分

子材

料与

工程 

培养具备从事高分子材料的合成

改性和加工成型及其他相关产品

的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产品生

产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能在高分子材料、石油化工及其

相关领域的生产、科研院所、设

计院和管理部门等单位从事材料

生产、管理、分析与检验、应用

研究与开发等方面工作，具有较

强专业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新创业

精神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 

岭南师范学院 

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工程制图与

CAD、材料科学基础、化工原理及实验、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加工与成型、

材料分析现代测试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高分子化

学基础实验、高分子物理实验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高分子创新综合实验、高分子材料课程设计、高分子

材料工厂设计及管理、模具设计与加工实训、高分子

材料加工设计试验与性能测试、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认

识实习、见习、专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可分为：1) 侧重认知，传统讲授教学的供给模式；2) 侧重主观能动性，师生相互

探索的需求模式；侧重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模式；3) 侧重团队合作，师生合作的混合模式

[12]。表 1 对比了广东职业技术学院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技术专业和岭南师范学院本科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可发现：1) 高职致力于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本科培养高级

工程技术人才。虽然人才培养目标侧重点不一样，但依据“职业带”理论，高职向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

可复合式衔接和递进式跃迁。2) 高职课程设置偏向于操作和具体实践，本科课程设置偏向于理论和基础

设计。但主要课程(如：四大基础化学、高分子材料与成型、高分子材料的分析与测试、高分子材料物理)
以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如：模具设计与加工实训、专业实习)均有重叠和承接。 

针对高职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特点，可以尝试把创新创业教育模式融入高职本科“3 + 2”
整个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特点的不同和学生能力的差异，灵活精确地运用到高职和本科的教学过程中。

还可以依托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明确各层次教育标准和行业能力标准，有效推进学习成果的认定、积

累和转换[13]。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深入探讨了“双创”教育在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应用与优化，指出这

种融合能够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通过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和与企业的深度合作，

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经验和创业创新能力。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和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有助

于打破教育层次间的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持续改进的理念为教育

实践提供了方向和保障。最终，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化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方面

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沟通和协调：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之间应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确保课程的无缝对接

和学分互认的顺利进行。 
2) 加强学生引导：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均应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帮助学生了解“3 + 2”协同

育人模式的内涵和特点，缓解学生的迷茫和焦虑情绪。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均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学习，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

平，确保“3 + 2”协同育人模式的顺利实施。 
总之，高职本科“3 + 2”协同育人模式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教育模式，需要高职院校、本科院校、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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