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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DOPBL教学模式的理念与运作机理，从产教融合的视角分析了政府、职业学校和企业对于

DOPBL教学模式的协同设计及作用。具象化了产教融合作用下DOPBL模式的创新设计；提出了职业学校

通过教学资源的保障来实行DOPBL模式；指出了政府为DOPBL模式提供政策机制、教法改革等顶层设计；

展现了企业设定人才目标，通过落实资源支撑来协同配合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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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DOPBL teaching mode, and analyzes 
the collaborative design of government, vocational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n DOPBL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Meanwhile, the article concretizes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DOPBL model under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t proposes vocational schools to implement the DOPBL model by ensuring teaching resources; it 
point out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policy mechanisms, measures for teaching reform, and 
other top-level designs for the DOPBL model; it demonstrates how enterprises set tal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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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industry resources, and how enterprises use resources to support DOPBL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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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再次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1]从国内外职业教育实践来看，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本质要求。从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一个国家

和地区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动能，也必须走产教融合道路。无论是针对经济发展还是未来职业教育，深化

产教融合势在必行。产教融合背景下，如何改革职业学校的教学模式是职教改革的重点，也是促进产教

协同育人的关键。本文设计了产教融合视角下的 DOPBL 模式，主张通过实施和运用该模式来满足产业

结构转型所需要的科技人才。DOPBL 模式是对问题式 PBL 模式和项目式 PBL 模式的整合，是近年来北

京师范大学董艳团队所创建的教学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目前这国内对于这一新型教学模式的

研究并不多，该模式的运用多用于探索在某一具体学科中的适用性。 

2. DOPBL 模式的概念 

DOPBL 教学模式又指面向设计的产生式学习(Design-oriented Production Based Learning, Do PBL)模
式，是北京师范大学董艳教授团队通过比较两种不同的创新教学模式——“基于问题的学习(问题式 PBL)”
和“基于项目的学习(项目式 PBL)”，整合了两者在促进跨学科学习方面的优势和侧重点，并将设计思

维的要素融入而构建的一种全新教学模式。[2]相较于奥尔堡大学对于问题式 PBL 和项目式 PBL 的结合，

DOPBL 模式的设计更为精进。不同于奥尔堡大学 PBL 模式，DOPBL 模式分为内环和外环，内环引入设

计思维思想，通过“共情、定义、构想”促进外环不同环节的活动，[3]外环展现了教学模式的实施步骤，

其实施步骤比奥尔堡大学的步骤更加细致。DOPBL 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见图 1)，强调知识整合、跨

学科学习，以产品设计为项目化教学的活动中心，具有教学任务性、课堂融合性、学生主体性以及多元

互动性等特点，是适合新时代科技发展、产教融合的教学模式。 

3. 产教融合背景下 DOPBL 模式的设计理念 

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仍建立在原有模式上，在内环方面仍由“共情、定义、构想”的设计思维思

想组成，外环上由产教融合项目、项目情景及任务设计、融合式活动探究、生产方案作品、成果交流及

协同制定评价体系这六项环节组成，内环外环相互作用完成项目教学。在产教融合环境中，职业学校、

政府、企业各方共同参与项目课程的设计、教学内容的实施、项目成果的评价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等，赋予了 DOPBL 模式新的含义。为了将 DOPBL 教学模式更贴近产教融合理念，笔者设计了产教融合

背景下 DOPBL 的教学模式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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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1. DOPBL teaching mode 
图 1. DOPBL 教学模式 

 

 
Chart 2. The DOPBL teaching model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图 2. 产教融合 DOPBL 教学模式 

3.1. 设计思维元素 

内环中的“共情、定义、构想”，是指老师在促进学生学习时，帮助学生认识到问题或项目的设计

意图，以及参与目的等，以取得共识，促进学习的开展。[2]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共情、定义、构想”的

设计思维将更加广泛，不仅以学校教师为主的设计意图，而是产业、高校和政府共同参与的多方设计，

将教学设计理念与产业市场的需求紧密结合，落实就业市场、学生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多重教育目标设计。 
(1) 共情：强带以人为核心，通过观察和融入等方式，为后续的教学活动做准备，指个体对自我之外

的人或事物的痛感和理解。产教融合背景下，以课堂企业交替式培养为共情理解，解决学校教学培养目

标与企业实用人才需求脱钩的问题，同时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实现工作场景模拟，使学生能最大程

度实现反复实践，突破技能教学的重难点。 
(2) 定义：分析明确问题，通过上一步共情，了解需求后，分析并总结具体可执行的关键问题。产教

融合理念下，项目教学所定义的问题须是针对产业市场要求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在政府主导下，

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教学问题。 
(3) 构想：小组成员围绕构建好的关键问题，对其可能产生的解决方案展开讨论交流、通过头脑风暴

梳理想法。构想理念既要围绕考虑学生实训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可行性，也要考虑现有产业环境下，产业

资源是否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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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施的关键环节 

(1) 选定产教融合项目 
在这一阶段中，教师以及产业部门的从业人员要结合学生学习情况、实际生活现状及现有案例选定

项目，也考虑学生的当前认知、教学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政策配合的可行度。产教融合项目的选定

要注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整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通，促进学生知识素养和专业素养等方面

的全面发展。 
(2) 制定项目计划 
在产教融合的需求下，学校和企业根据专业技能要求及课程能力目标，合理设计模块化的项目情景。

课堂中教师也应创设项目设计的合理情景，引导学生制定项目计划，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启发学生

制定出产教融合目标下的项目方案。 
(3) 融合式活动探究 
计划制定后，学习小组会根据上一步计划，通过收集数据资料，实地调查等方式，更详细地完善上

一步的计划，最终敲定实施前的方案。产教融合环境下，学校要更加重视专业教学和企业生产的关系，

学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后，应将企业的部分设计项目作为学校课堂学习的任务。[4]教师和企业专家应

在课堂上引入企业项目实际案例，帮助学生更直观地分析项目，与此同时组织学生广泛收集课外优秀案

例，补充教材资源库，以便于后续项目化教学的开展。 
(4) 生产方案作品 
经过前面的步骤后，小组成员共同运用已知理论和探究中习得的技能，最终生成作品，完成作品制

作。生产作品过程中通过产品试用和调研，会不断调适及优化作品。产教融合目标下，作品一则要符合

产业发展的要求，二则作品优化过程中，作品应保障在企业或学校进行实验，按照产业结构和市场发展

进行修改和调配。 
(5) 成果交流 
作品完成后，各学习小组相互交流学习过程，通过项目书面报告等形式，完成创意作品分享和项目

工作汇报。教师需引导学生展示作品，提升学生交流技能，也需让各学习小组之间充分交流分享，实现

信息互换，达到新一轮教学目的。 
(6) 制定协同评价体系 
职业院校中，学校邀请企业中高级职称人员参与教学，相关人员根据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方

案制定、课程设置开发、活动探究以及教学优化等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并为职业院校的学生提供课程设

计、毕业设计、成果汇报等环节的评价指导。 
一方面评价主体应多方参与。学校教师和企业专家在成果展示、课程结业以及毕业设计中充当指导

评委，提出改进意见，优化作品。另一方面，校企积极营造“入学即入职、学习即上岗”的教学氛围，

通过产学结合的方式，基于产业现状构建专业课程评价体系，不断强化学生的职业意识和操作意识。 

4. 产教融合背景下各方对 DOPBL 教学模式之有效推动 

4.1. 职业学校在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主体作用 

职业学校为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实施提供课程设计、师资团队、配套措施及教学活动等资源。

通过课程体系的设计为 DOPBL 模式提供目标参考和配套教材，通过师资团队的培养为其模式的开展

提供实行主体，凭借配套措施的跟进为其创建实用的平台，利用教学活动的开展配合该教学模式的

实施。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4146


范诗雪 
 

 

DOI: 10.12677/ve.2024.134146 902 职业教育 
 

1. 课程设计 
广义的课程是指所有学科(教学学科)的总和，或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狭义的课程则可

以理解为，一门学科(教学学科)或一类活动。[5]课程设计既可以指课程结构的设置，指课程体系结构的

编制，也可以指具体课程的安排。李依璘认为课程的具体表现形式分别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

[6]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明确为 DOPBL 模式的教学提供了培养参考，明确了以企业市场为需求指向的

技能型人才培养，突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技巧，为 DOPBL 模式的执行提供了目标方向和内容参考。

工单式活页教材为 DOPBL 模式的教学提供了以项目任务和项目流程为导向的教材框架，让学生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分层学习任务，在空白区域灵活记录课程笔记，总结要点，灵活实现插页。 
2. 教师资源 
职业学校是教师培养的主阵地，为 DOPBL 模式提供了实施主体。近年来，不少职业学校为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落地实施“双高计划”，打造了理论水平高、技术技能高、创新能力强的立体化师资队伍。

[7]这些不仅为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开展提供了高素质、高技能和高水平的师资。同时，学校通过构

建校企人员双向流动、互相兼职运行机制，完善了学校对教师队伍的全面监管和素质考核。 
3. 配套措施 
职业学校提供教学配套措施。学校通过不断优化教学实践场景，更新教学设备，优化学校和企业的

项目化合作课程，以及企业岗位层次确定的人才培养策略，促进了校企共建课程标准，提升了学生创新

能力。[8]职业学校也会搭建实验实训平台，更新实训设备，以完善教学中所需的物质要求，从而引导学

生在动手实践中完成专业知识实训。 
4. 教学活动 
职业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活动以及不同规模的比赛，这些活动和比赛配合了 DOPBL 模式

教学活动的开展，为学生项目课程的开展提供了依托和参考。一方面，学校可以把校内及校外合办活动

作为项目任务，学生通过活动的参与完成项目设计，学校和教师通过这些活动实现项目教学。另一方面，

以活动参与为形式的任务驱动，加强了学生的团队组织和项目合作能力，提升了学生参与 DOPBL 式教

学的能力和素养。 

4.2. 政府在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主导方向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政府通过确定统筹资源规划、实现政策保障以及驱动管理机制等方式，不断优化

顶层设计，对 DOPBL 模式的设置与推广产生了主导作用。政府对产教融合 DOPBL 的主导作用见图 3： 
1. 确定目标 
政府在顶层设计方面，确定了职业教育发展总目标。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一系

列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其中所设定的职业教育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文件里。一是《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二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三是《关于推动现代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三个文件的内在逻辑，就是从深化改革到提质培优，再到高质量发展，既

相互衔接，又逐级递进，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框架。[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提到了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提高

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用 10 年左右时间，教育和

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10]该目标为产

教融合 DOPBL 模式提供了完善方向，也为 DOPBL 模式运行中学校、产业的互动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和顶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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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3.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in the DOPBL model 
图 3. 政府对产教融合 DOPBL 的主导作用 

 
2. 统筹规划 
政府统筹发展规划，完善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首先，政府通过转变自身发展角色、引导服务功能来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为 DOPBL 教学模式提供改革方向。其次，通过拓展职业教育院校和企业的办学

自主权，运用政策法规等相关手段强化职业院校和企业办学的宏观调控[11]，为该教学模式提供了政策手

段和发展环境。最后，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职业院校数量、招生规模、区域发展布局等进行

统筹安排，为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提供了合理的战略布局。 
3. 政策保障 
政府为产教融合 DOPBL 教学模式提供了相应的政策保障。职业教育由政策共同体完成政策保障，

即政府、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提出的政策建议或方案以及职业院校的积极行动共同构成了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源流[12]。2019 年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要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高职国特色

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同年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及《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2020 年印

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提出完善多元共治的质量保证机制，推进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同时，《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深化

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陆续印发，奠定了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基石。通过这些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我国决策者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积极主动地进行推

进，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加强职业教育社会关注度，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产教融合 DOPBL
教学模式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政策指引。 

4. 驱动机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文件指向，在统筹谋划和总体布

局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教育教学机制、组织管理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等多种机制，充分

发挥政府部门在产教融合环境下的引领作用，为产教融合 DOPBL 提的实施提供机制保障。政府的驱动

机制见图 4。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4146


范诗雪 
 

 

DOI: 10.12677/ve.2024.134146 904 职业教育 
 

 
Chart 4. The government’s driving mechanism 
图 4. 政府的驱动机制 

 
沟通协调机制是指职业院校内部搭建沟通有序的协调机制。政府部门关于产教融合发展的指引文件

和方向发展不得和职业学校内部自身的发展轨迹相违背，应在政府主导下，在职业院校内部搭建沟通有

序的协调机制。促进校级部门和院级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的同时，也要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交流理解。

沟通有效机制还指注重职业院校和企业互动的外部沟通协调机制。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沟通交流表现为共

同愿景的建立、合作方式的协调，需要加强沟通交流，明晰不同主体的参与目标，协调各主体的价值追

求，推动各主体参与目标的耦合，形成指导共同体运行的共同愿景。[13]总的来说，沟通协调机制为产教

融合 DOPBL 模式减轻了沟通成本，为提供互动平台和合作方式提供了参考，达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对

学生成长的意义。 
政府主导下建立教育教学机制，为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实践提供可供参考的师资队伍建设、人

才培养方案以及课程开发实践。一方面，政校企共同推进“双师型”师资队伍机制建设。《教育部财政

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指出，支持高水平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实践基地，强化教师到行业企业深度实践。[14]此通知加强了师资团

队的建设，为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提供了具有高知识素养和高技能素养的执行主体。另一方面，政校

企应建立协同课程开发机制，由政府牵头，学校、行业和企业参与共同制定课程开发标准，协调课程运

行时间，甄选课程教学内容，以此保障课程开发和建设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管理组织机制，政府可以组建统筹管理机构。学校和企业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出现的需求和问题需

要政府的不同部门协同管理解决。另外，地方行政部门根据区域特点，鼓励建立政校企联席会议制度和

产教融合协同制度，为各地职业教育提供共商平台和管理保障。 
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国际上认为职业教育人均成本投入高于普通教育的 2 倍以上。[15]地方政府要立

足于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尽可能的汇聚各方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投入到职业院校中，同时，国家应尽快出

台《职业教育促进法》，规定产教融合经费投入比例不低于国家 GDP 总量的 1%。[16] 
5. 推动改革 
深化“三教”改革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和学校内涵建设，推

进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成为当前职业院校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政

府主导的改革为 DOPBL 模式提供了更优质的师资和更具创新的教材，也为 DOPBL 模式的创新提供了

改革动力。 
教师改革中，政府落地实施“双高计划”，打造一支理论水平高、技术技能高、创新能力强的立体

化师资队伍，为 DOPBL 模式提供出色的师资资源。教材改革中，开发工单式活页教材有助于实现 DOPBL
模式的教学目标。推进校企“双元”合作，形成融合行业新技术，企业新工艺、新规范和典型生产案例

的工单式活页教材，以灵活的教材形式应对频繁的技术变迁。[17]教法改革中，政府加速落实产教融合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4146


范诗雪 
 

 

DOI: 10.12677/ve.2024.134146 905 职业教育 
 

DOPBL 教学模式改革的细节，改革传统教学模式。以企业案例式、课堂研讨式等多种方法，探索技能形

成过程中的人才培养规律，加强教学与市场需求相契合。[18]要让 DOPBL 模式的改革对接 1 + X 证书，

这不仅要参考国家、行业和龙头企业岗位标准，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学生能力进行对标分析，实现两

个标准融合，也要注重 DOPBL 模式与专业 ICT 课程体系及企业认证体系结合。 

4.3. 企业在产假融合 DOPBL 模式的支撑推动 

企业为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发展提供产业资源和目标需求。首先，企业为教学模式提供相关产

业资源如企业公开项目作为课程资源、行业专家指导、实习就业工作岗位及实验教学平台等。与职业学

校签订合作意向书的企业，会确立校企合作办学关系，为学生提供实际的工作岗位。在 DOPBL 模式下，

学生拥有“学生+学徒”双重身份，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到相关企业进行实操训练，为学生毕业后零距离对

接工作岗位打下了基础。 
其次，企业为产教融合式 DOPBL 的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实际需求。确定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实行

目标不能仅凭职业院校一家之言，是需要企业结合所处的产业结构、产业空间、产业链条、产业发展前

景及职业岗位群为依据，结合职业院校自身底蕴及资源技术设定教学模式目标。[19]学校与企业应共同协

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深度合作育人，打破传统教学育人中理论与实践的壁垒，提出现代化产业岗位的

实际用人需求，改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产业改革与职业教育教学的脱节，修正人才培养供需失调现

象，进而实现校企双赢。 

5. 结论与展望 

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发展，教学模式应该不断改革以适应技能型社会的需求，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设计和推广不仅满足当前“三教改革”的呼吁，也进一步促进了职业教育高职量发展。本文在原

有 DOPBL 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设计了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赋予创新含义的同时，也细致化展现了政

府、企业及职业学校对产教融合 DOPBL 模式的协同作用。通过优化职业学校的课程设计、教学场景、

教学设备等完善 DOPBL 模式的应用；通过统筹资源规划、实现政策保障、驱动管理机制等方式实现政

府对该模式的顶层设计；企业凭借自身产业资源、产业平台为 DOPBL 模式提供资源支撑，并对人才培

养方案提出实际需求，确保培养方案与产业需求一致。当前，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DOPBL 教学模式

并不是职业学校运用的主流模式。在未来，DOPBL 教学模式的实行与推广不仅需要各方努力，更需要学

者们对该模式的持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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