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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基于产教融合视角，本文探讨了预测方法与技术本研一体化

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原则，针对该课程跨学科性强、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知识更新快等特点，构建了课

程一体化教学实践模式，包括螺旋式递进的课程体系设计、互补协同教学策略、校企深度合作机制。该

模式旨在打破本研教育隔阂，提升学生知识应用与问题解决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推动预测

领域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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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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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goals and principles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integration course of Forecast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Giv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and 
the rapid knowledge updates in this cours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teaching practice 
model, including a spiral progressive curriculum design, complementary and synergistic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a deep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The aim i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and 
solve problems, achieve a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promote talent cultivation in 
forecasting fields and the industri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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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教融合作为一种当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旨在促进学术与实践应用的有效结合，进而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1]，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举措。对于产教融合内涵的讨论，

De Silva 等认为高校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深度融合体现出两者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2]。Puerta 等将产

教融合阐释为高校与产业界依托知识与技术交流的桥梁，推动创新发展的新型模式[3]。高佳星等认为通

过产教融合，有助于促进教育资源更高效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显著提升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4]-[6]。彭贤杰认为产教融合是教育系统与经济产业系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科技服务等方面深

度合作的过程[7]。成建斌认为，产教融合使得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提升[8]。 
近年来，高校积极探索本研一体化培养的有效途径，强调整体性规划，打破本科与研究生课程界限，

解决知识重复讲授、逻辑断裂等问题，力求实现高校本科与研究生学段的有效衔接，更加高效地筛选和

培养高水平研究型人才[9]。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的本科、硕士阶段均开设了预测方法相关课程。例如，

上海理工大学为管理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 48 课时的《预测方法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

士生开设了 36 课时的《预测与决策研究》。该类课程能够为学生的实践技能、创新能力发展和终身学习

奠定基础，提供解决复杂问题所需的关键技能和知识。 
本文在产教融合视角下，对《预测方法与技术》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实践进行探究，明确教学的目

标与原则，分析课程的特点，构建本研两个阶段教学衔接模式，为本科生、硕士生的实践技能提升、创

新能力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2. 产教融合下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的目标与原则 

产教融合是以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协同为核心，在“理论–实践–创新”闭环中培养学生

跨学科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目标是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立足学科知

识前沿，对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构、打破学段壁垒、强化科研连贯性，以实现专业知识

培养的系统性，为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预测人才[10]-[12]。 
为实现这一目标，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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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性原则：强调从整体视角出发，统筹规划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及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 
(2) 层次性原则：依据学生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认知水平、学习能力及发展需求的差异，分层设计课

程目标与教学内容。 
(3) 个性化原则：从顶层设计、实践教学项目选择、个性化精准指导等方面助力学生制定符合自身发

展的学习路径。 

3. 预测方法与技术课程的特点分析 

预测方法与技术是现代数据科学的重要应用，包含了定性预测、时间序列分析、回归分析、灰色预

测、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等多种技术和手段。该课程具有跨学科融合特点，融合了数学、统计学、管理

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多方面知识，在众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各行业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预测方法与技术课程具有理论实践深度融合的特点，通过“问题驱动–模型构建–产业验证”的全

链条设计，将抽象的数理理论与应用场景无缝衔接，培养学生从理论抽象到实践落地的能力，精准匹配

数字经济时代对预测分析人才的需求。 
现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呈爆发式发展，促使预测领域不断涌现全新的方法

和模型。这也使得该课程具有知识更新快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课程内容必须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融入课

堂教学，确保学生能够紧跟行业步伐，掌握最先进的预测技术。 
预测方法与技术的这些特点对本研一体化课程建设提出了独特要求，需要通过跨阶段的课程设置与

教学模式创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尤其注重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实现教育资源与培

养过程的有效衔接。 

4. 产教融合视角下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的实践模式构建 

在产教融合视角下，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的实践模式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构建“课程递进设计–互

补协同教学–校企合作育人”的三维框架，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4.1. 构建螺旋式递进的课程体系 

为实现本研一体化，需要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依据预测领域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学段、专业、

学科前后呼应，构建从基础到前沿、从理论到实践的螺旋式递进课程体系，确保知识的必要衔接、分层

递进、避免冗余。 
本科阶段侧重于基础知识的夯实与基本技能的培养，课程内容紧密围绕预测领域的核心概念、经典

方法展开，例如：定性预测法、时间序列平滑预测、多元统计预测、预测模型的评估与优化等，深入讲解

核心理论的数学原理与逻辑，为建立预测模型打下坚实基础；通过产教融合实例，帮助学生提升行业认

知，培养初步的问题解决能力。 
研究生阶段则聚焦于专业深度的拓展与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引入前沿理论、先进技术，例如：机

器学习预测、深度学习预测技术、高级预测模型与算法、跨领域预测应用等，强调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来

解决行业中的复杂预测问题；鼓励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研究，如市场需求预测、金融风险预警、交通流量

分析等，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更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从容应对各种挑战。 
可以看到在螺旋式递进的课程体系中，本科阶段课程强调“宽口径、厚功底”，注重通识教育和学

科基础，硕士阶段课程围绕科研导向，强化专业核心和前沿突破，以此实现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有机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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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与能力跃升，为产业输送契合需求的高端预测专业人才。 

4.2. 互补协同教学策略 

课程根据教学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环境进行教学设计，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手段，多措并举

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本研一体化

体系教学中，除传统的讲授外，还需要配合实践教学，兼顾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特点与能力需求，进行

梯次布局形成互补协同的教学策略组合。  
本科阶段以基础实践项目为主，根据预测方法与技术课程设计，要求学生分组完成小型预测项目，

从问卷设计、数据收集、模型构建、预测，熟悉数据分析全流程，培养团队协作与基础实践能力。同时，

安排企业参观，直观感受企业数据生态与预测技术应用场景，明晰职业发展方向。 
研究生阶段实践向纵深发展。一方面，依托产学研合作项目，参与企业核心业务预测项目，如与金

融机构合作研发信用风险动态预测系统，全程跟进项目需求分析、模型选型、算法优化到系统部署，实

战中提升复杂问题解决与创新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开展专业实习，深入行业头部企业数据科学团队，

例如参与工业互联网设备故障预测性维护、智慧城市交通预测等前沿项目实践，积累行业深度经验，将

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紧密融合，毕业后能迅速成为行业人才后备力量，推动产业技术革新与发展。 

4.3. 校企深度合作机制 

产教融合视角下，合作企业的精准选择是构建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实践模式的基石。选择行业内具

有领先技术实力、丰富实践经验及良好社会声誉的企业作为合作企业，不仅能为教学提供前沿案例、真

实项目，其资深专家还可参与课程设计，将产业最新动态融入教学，确保课程紧密贴合行业实际。 
在课程中，高校教师负责理论知识的系统梳理与深度讲解，指导学生夯实理论基础、开展学术研究，

培养科研思维；企业专家依据实战经验确定项目驱动式教学内容，从实际业务问题出发，给予学生精准

指导，剖析业务流程、传授行业技巧，助力学生提前适应职业环境。例如：针对某电商企业智能库存预

测项目，教师可以根据学段来选择讲授不同的理论知识，对于本科生侧重传统时序分析，研究生则侧重

深度强化学习与随机优化。企业专家根据真实业务场景下的预测业务逻辑，将预测建模与运营决策紧密

结合，既包含技术层面的时间序列建模、特征工程，也涵盖管理层面的成本优化分析。校企双方相辅相

成，引导学生掌握理论、模型构建、优化与应用全过程，使课程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 
通过校企深度合作机制，实现学术的深度延展、创新思维的系统塑造，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持续

研究能力与前沿技术攻关潜力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5. 改革措施的效果 

在预测方法与技术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改革的效果是显著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表 1 为效果对比结果。 
(1) 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保证必要衔接，有效避免重复。在一体化课程建设之前，本研课程

内容重复度达 40%；通过改革，明确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目标，分层设计适合本研的基础模块、进阶

模块和科研项目，内容重复度降至 15%。 
(2) 本研协同创新能力提升。改革前学生竞赛参与度不高，改革后组建了本研联合团队，实现“本科

生学技能、研究生带科研”的梯度培养，学生参与科研竞赛积极性显著提升，参加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

大赛等 8 项，获市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5 项。 
(3) 校企共建基地数量增加，本研学生实践能力增强。例如：在学校与某节能工程技术公司共建基地

项目中，本研学生参与了“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项目，企业反馈课程内容与岗位需求匹配度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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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相关成果获软件著作权 2 项。 
(4) 课程评分提升。通过一体化课程建设，本科生对课程的评分从 91.4 分提升到 93.3 分；研究生对

课程评分从 92.5 分提高到 96.1 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of curriculum reform 
表 1. 课程改革效果对比 

 本研教学内容 本研协同创新 校企共建基地 课程评分 

实施前 重复度达 40% 竞赛参与度不高 1 个 91.4 (本)、92.5 (研) 

实施后 重复度降至 15% 参加竞赛 8 项 
创新创业项目 5 项 3 个 93.3 (本)、96.1 (研) 

6. 总结 

产教融合下本研一体化教育模式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它有助于培养复合型、创新

型的人才，也有助于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同时产教融合还可为高校与企业搭建合作桥梁，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本文以预测方法与技术课程为例，在产教融合的视角下对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实

践。通过构建螺旋式递进的课程体系，打破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隔阂；通过互补协同教学策略设计，提

升学生知识运用与问题解决能力；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实现理论知识与产业实践的紧密结合。以此，让

学生在本科阶段掌握基础预测方法，研究生阶段精通前沿技术应用，实现知识技能上的跨越，同时团队

协作、应变能力与职业操守显著增强。 
在未来的教学中，为保证预测方法与技术本研一体化课程教学效果的不断提升，需要建立“理论考

试 + 项目成果 + 企业评分”的多元评价体系；通过德尔菲法收集企业专家意见，动态调整课程内容，

以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系统性培养“懂理论、精技术、通产业”的复合型预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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