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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名 称 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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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完 成 人 高智华 齐雪茹 王飒爽 潘青

刘倩 胡雪静

成果完成单 位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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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内容所属类别 教学改革

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办公室制

2021 年 1 月



填 表 说 明
《第十届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是教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

审、批准的主要依据，请严格按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准确、全面

填写。

一、封面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教学成果如为教材，

在成果名称后加写“（教材）”。

2.成果完成人和成果完成单位：成果完成单位限 3个，成果完成人限 10 人。

集体完成的成果，成果完成人和成果完成单位按照其贡献从左至右或从上到下顺

序排列。请务必完整、准确填写，并和推荐书内页和“附件 2：汇总表”中相关

信息完全一致）

3.申请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要填写全称并加盖公章。

4推荐单位：市属或县级中等职业学校、其它市属单位，推荐单位为市教育

局；市属高职院校、省属职业院校、省教育厅直属单位，推荐单位为本校或本单

位；省直单位的推荐单位为其行政主管部门。

5.成果内容所属类别：教书育人、教学改革、教学建设、教学管理、其他。

（填写其中之一）

二、成果简介

6.成果展示网址：请准确填写，并保证网页开通运转，以确保评审专家正常

访问。

7.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社会

团体设立的相关奖励。

8.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日期；完成时间指成果开

始实施（包括试行）或通过验收的日期；实践检验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试行）

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即不早于成

果完成时间，为项目推荐时间和完成时间的间隔。

9.实践检验：包括实践检验的起止时间、单位、实践检验效果情况等。

10.其他完成人：不包括第一完成人。

11.成果简介：对成果主题和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字数一般不超过 1000 个汉

字。

1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概述成果主要解决的

教学问题，具体指出成果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思路要清晰。字数一般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13.成果的创新点：对成果在创新性方面的归纳与提炼。字数不超过 800 个

汉字。

1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就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阐述。

字数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5.主要完成单位情况，是核实推荐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单

位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准确无误，所有完成单位均要填写，并在单位名

称栏内加盖成果完成单位公章。单位是指学校或其它法人单位。

16.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写明该完成单位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

四、推荐意见

17.推荐意见：由推荐单位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

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一、成果简介

成果
名称

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

成果
展示
网址

http://keyan.lfzj.cn/kycg/hbsdsjzyjyjxcgjsb.htm

第
一
完
成
人

姓名 高智华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2.01

专业

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学 历 本科

工作

单位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电话 13722630299

通讯

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东方大学城二期廊坊职

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 065000

成果

曾获

奖励

情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奖金数额

（元）

授 奖

部 门

2020.11
廊坊市教育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廊坊市教育局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6年 04 月 实践检验时间：3.5年

完成：2017年 07 月

其

它

完

成

人

姓 名 出生年月 单 位 专业职务

齐雪茹 1974.09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王飒爽 1973.12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潘青 1979.12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刘倩 1983.08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实验师

胡雪静 1969.10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实

践

检

验

时间：2017.9-2020.12
单位：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实践检验效果：

该成果建立了以企业评价为主的学习质量多元评价体系。经过三年多的

实践检验，体系运行良好，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一）学生学习质量明显提升

1.学习成绩明显提升。学生课程综合成绩不及格率显著下降。专升本人

数逐年增加。2019年两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2.学生职业技能不断提高。近三年，12人获省级职业技能大赛奖励 3 项，

4人获国家级 2 项。参与顶岗实习学生全部通过企业考核，优秀率 90%。
3.就业质量明显提升。近三年毕业生对口就业率分别为 94%、96%、96.7%，

逐年提高。毕业生职业稳定率为 95%。
4.学生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企业对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发展潜在

能力等评价都在 90%以上。获得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奖 4 项。

（二）多元化评价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深化了产教融合

1.产教融合进一步深化，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2.建立了 5个核心型、12 个紧密型实习基地。

3.教师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建立在线开放课程 2 门，

取得省级科技成果 7项，完成横向课题 8 项，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三）学生反馈评价认可度高

学生认为“多元一体化评价体系”使学生真正体验到自己的进步，在学

习进程中认识自我，在自我发展中建立自信。近三年毕业生调查对于顶岗实

习满意度达 93.15%。
（四）教师评价

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方法评价学生，通过多元评价，不断地激发了学生

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五）企业评价

据调查，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思想品德等基本职业素养满意度为 98%。用

人单位对毕业生实践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满意度 93%。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

作成绩和工作效果的满意度 91%。
（六）典型经验得到认可

获得廊坊市教育科学成果二等奖，省级教育期刊发表论文 1 篇。2019年

畜牧兽医专业被认定为省级骨干专业。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1.成果简介

校企联动、产教融合是大势所趋，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然。在强调产教深

度融合模式下，如何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评价并有效利用评价

结果，以评价促进学生的改进和发展，构建符合高职院校需要的、为企业所接受的、

符合高职人才成长规律的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体系，成为高职教育发展进程中突破瓶

颈的现实诉求。

鉴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呈现动态性、多样性等特点，运用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教

学理论、行为目标、能力本位等理论，以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专项课题

《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为依托，以我校畜牧

兽医类专业为载体，借鉴斯塔佛尔比姆提出的CIPP模式，围绕高职学生的学习背景、

学习投入、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四个维度，整合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

评价，构建了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多元一体化”评价体

系。其中，“多元”是指评价主体多元、评价内容多维、评价方式多样，其特点为

“全员、全方位和全过程”。“一体化”是指把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体系中各要素视

为一个整体，在具体的评价实施上，企业行业组织与高职院校分工协作，分阶段、

按步骤实施评价，从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到评价结果形成、反馈和公布，形成一

个闭环控制系统（如图）。

图 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体系



成果经过3年多的检验和推广应用，明显提高了学生学习质量，增强了学生职业

能力，学生在技能大赛、职业资格证书、顶岗实习和就业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学

生积极参加全国专业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骨科大赛等竞赛，获得国家级技能

大赛奖1项，省级奖励8项。专业技能鉴定中取得了较高的通过率，多人获得专业技

能鉴定证书和执业兽医师资格。近三年毕业生对口就业率分别为94%、96%、96.7%，

逐年提高，毕业生起薪平均4千多元，最高可达8千元以上，对口优质就业率达85%以

上，毕业生质量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同时，也有效实现了“教学相长”，教

师团队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教学水平显著提高，多次获得学院教学

质量优秀奖，获得国家级奖励1项，省级奖励3项。校企合作更加深入，截止2020年，

建立校企共建实训室9个，校外实习基地17家，基本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

缝对接。

成果获得2020年廊坊市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在《河北职业教育》发

表的论文《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获得廊坊职

业技术学院2018年第一届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解决了现有的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体系”评价主体不全面，与

企业、行业的要求相脱节现象。

（2）解决了目前单纯以课程考试为主要手段，以知识的拥有量作为质量标准，

以荣誉和奖学金作为评价结果来研究学生学习质量评价的局面。

（3）解决了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中重形式轻内容、重结果轻过程、

重标准轻创新现象。

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在校企结合、工学结合、顶岗实习过程中引入企业（行业）评价

积极构建对接职业标准和职业岗位的课程体系，鼓励教师与企业（行业）共同

开发课程与教材，将实践教学与企业的实际生产结合起来，结合实际的生产环境和

过程，使学生在掌握基本从业能力的基础上，训练其综合运用技能知识与经验的能

力，增强学生对实际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在此过程中学生学习质量评价必须以企

业（行业）评价为依据，通过行业认可程度、岗位适应能力、职业资格证书等作为

硬指标进行全方位评价，提高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办学的实效。

（2）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学习质量评价主动权向学生转移

专业理论课程与专业实践课程的一体化教学一般采用行动导向的项目课程，将

专业理论知识与企业的职业活动任务相结合，形成特定的项目任务课程，开发出适

合学生学习的项目教材，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专业实践技能与团队合作意识，

并将评价的主动权向学生转移，通过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促进评

价的功能发挥。

（3）过程性评价与成果性评价相结合促进职业能力提升

合理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增加创新性、研究性

实验教学内容，将学生基本技能养成、专业技能提高和创新创业拓展有机结合，通

过评价充分体现实训是职业学校学生实践技能教学主途径，通过实训掌握基本职业

技能，使教学与生产初步对接，是学生走向生产实践的预备岗位。



（4）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专业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大赛，丰富学生第二课堂、促

进学生技能水平提升、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和教学改革。引进新技术、新标准，

促进产教融合。

（5）融合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改革

应用移动学习及智能技术学习的信息化教学手段，将信息技术融入课堂教学，

利用云班课、学习通、职教云等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学习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学习和评价活动，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将传统教学方式与慕课、微

课、云端课等现代教学方式结合，邀请行业教师在企业工作现场开启远程教学和评

价方式，增强了学生职业体验。

（6）课程思政进课堂，教师学生共成长

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中，艺术地呈现其中所承载的

思想内涵、价值理念，从而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在教学中渗透育

人思想，把教书育人看作教学内容的主线，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7）完善制度保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校企共同评价检验学生学习质量，将信息及时反馈到教学部门，作为调整人才

培养方案、改革教育教学的依据，形成闭环质量管理。建立教师进企业实践锻炼制

度，推进“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强化校企合作管理制度，保证改革可持续、措施

可落实、成果可推广。



3.成果的创新点

（1）构建了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多元一体化”评

价体系

在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下，加强校企之间的产学研合作，深度融合，将国家职业

标准和企业使用的行业标准和工作规范等纳入评价方案中，“全员、全方位和全过

程”进行学生学习评价，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能力。

（2）明确了“三维一体”的评价内容

明确以知识、技能、素质“三维一体”为主的评价内容，从学生学习能力和学

生职业能力评价入手来研究高职学生学习质量评价，将学生在课堂的学习与未来的

实际工作相结合，体现了职业教育职业性、实践性的特征。

（3）丰富了产教深度融合理论，促进校企协同育人

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教学中融入企业文化、创新意识，企业全过程

参与人才培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双赢。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

成果应用 3多年以来，学科学习成绩、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有很大提高，

校企共建 9个校内实训室和 17 家实习基地，拥有省内同类专业的科研教学仪器设备

和实验实训条件，满足学生日常校内实训，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有很大提高，

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力。

学生校外实习通过生产实习→顶岗实习→毕业生就业，缩短学生就业上岗适应

期，学生进入企业后入职很快。从企业反馈信息看，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受到

企业的任可和好评。

学生积极参加专业技能大赛和创新创业比赛，近三年来取得国家级技能大赛奖1

项，省级奖励8项。毕业生分布在畜禽生产一线、动物医院、饲料及兽药企业等。学

生就业率始终稳定在98%以上，对口优质就业率达85%以上，对口就业率、初次就业

起薪优势明显。

（2）教师队伍教学综合水平提高

教师与企业专家共同修订了相关课程的课程标准，共计 4 门理论课程、实践教

学课程标准 3个。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合作，编著校本教材 8 本。教师积极参加国

家、省、市举办的各级各类专业技能大赛，获得国家级比赛二等奖 1项，省级比赛



二等奖 2 项，市级比赛二等奖 4项，三等奖 3 项。教师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积极建设在线资源共享课，其中省级精品课 1 门，院级精品在线课 1门。教师理论

和技能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3年多来获得教学质量优秀奖 9个，荣获廊坊市有突出

贡献的中青年优秀人才 1人，教学名匠 1人，双十佳教师 1人，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1

人，获得各种荣誉奖励 4项。

（3）校企合作不断深入

校企合作共建校内实训室 9个，认定核心型实习基地 5家，紧密型实习基地 12

家，为充分开展课程实训和虚拟仿真教学创造了良好环境。同时，加大校企合作力

度，更进一步开展现代学徒制工作，开设校企合作订单班，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

的作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双赢。

（4）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教师为企业培训员工、解决生产中的疑难问题，得到企业和客户认可。申报横

向课题 8 项。组织学生成立宠物义诊实践队、宠物医疗创业队、免疫小分队等，有

专业老师带领定期走进社区、养殖户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各项活动的实施，提升学

生专业素养，厚植学生人文情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主管部门 廊坊市教育局

联 系 人 高智华 联系电话 13722630299

传 真 0316-6028816 电子信箱 896957447@qq.com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东方大学城二

期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 065000

主

要

贡

献

1. 构建的产教深度融合模式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多元一体化”

评价体系。通过将国家职业标准和企业使用的行业标准和工作规范等纳入评价

方案中，“全员、全方位和全过程”进行学生学习评价，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

能力。

2. 确定知识、技能、素质“三维一体”为主的评价内容，涉及体现学生

综合职业素质的各个方面，覆盖毕业生就业上岗需要的基本素质、通用能力和

专业能力。从多个维度对学生进行评价, 并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反馈, 进而

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3. 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的学生学习质量评价不仅落实在办学理念中，而且

全面地体现在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全过程。可以在课程开始前、课程进行中、

课程结束后随机实施，从而对学生学习质量进行预测性、阶段性、终结性评价，

从而形成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的、全程的评价。

单 位 盖 章

2021 年 1 月 24 日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 ）完

成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贡

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三、推荐、评审意见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教学成果奖励评审委员会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