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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引领、项目驱动、校企协同——

地方高校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成果摘要：本成果针对地方高校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知

识体系与科研需求不匹配、专业素养与产业需求不匹配以及综合素养

与职业发展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从校企协同实施研究生科研能力、产

业适应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培养的角度进行创新性探索，形成需求引

领、项目驱动、校企协同的地方高校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成果关键词：地方高校、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产教融合

一、成果简介

1、成果背景

近年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发展迅速，到 2023 年，硕士研究

生中专业学位招生比例已超 60%。2013 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提出，

要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实践

能力培养为重点、产学结合为途径，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2018 年，湖州师范学院获批工程硕士学位

点，2019 年开始在工学院招收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2018 年以

来，工学院对省内外高校的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点（特别是控制工程专

硕点）的建设与人才培养进行充分调研，走访相关行业企业，发现目

前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着三个共性的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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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问题 1：研究生课程体系相对固定，专业课数量有限，知识

体系不能覆盖每个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导致专业硕士研究

生知识体系与科研需求不匹配。

教学问题 2：研究生课程教学和科研训练等与产业脱节，不能很

好的适应产业需求，导致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素养与产业需求不匹配。

教学问题 3：在专业能力以外，针对研究生思想品德、职业道德、

团队协作、沟通交流、终身学习等方面的培养不足，导致专业硕士研

究生综合素养与职业发展需求不匹配。

2、改革思路

为应对解决以上三个共性问题，本成果完成单位湖州师范学院工

学院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以“需求引领、项目驱动、校企协同”

理念开展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在 5 年的实践期内不断改革完善，

形成了一套与研究生科研需求、产业需求和职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的

控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在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创新性

成果。

（1）构建了以需求为引领的控制工程研究生培养新体系

通过对研究生科研需求、区域产业需求及研究生职业发展需求的

全面分析，与行业企业专家深入探讨，对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进

行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构建人才培养新体系。一是面向研究生科研

需求，构建了个性化、动态调整的课程体系；二是面向产业需求，构

建了基于真实企业问题的四阶段一体化的专业能力培养体系；三是面

向研究生职业发展需求，构建了多阶段、多途径综合素养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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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了以企业项目为驱动的控制工程研究生培养新路径

充分发挥学院服务地方和区域校企合作生态优势，将校企合作科

研项目贯穿到每一个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中，形成企业项目驱动的

“导师双选—动态课程理论教学—个性化实践教学—科研创新—毕

业论文”全过程研究生培养新路径。

（3）建立了深度产教融合的校企协同研究生培养新机制

围绕培养服务地方产业的高端控制工程专业人才，校企协同实施

深度产教融合，共同实施研究生的全过程培养，建立校企协同“多层

次、多功能”研究生培养平台，形成“开放共享、协同创新、共建共

赢”的校企协同研究生培养新机制，实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保

障人才培养质量。

3、改革成效

经过 5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本成果惠及了 140 余位控制工程研究

生，有效提升了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产业适应能力和职业发展能

力，实现了高端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总体改革成效如图 1所示。在

本成果的支持下，学生获得省级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奖 3项、大学生

新苗人才计划 1 项，发表论文 104 篇，获得专利授权 42 件，取得软

件著作权 91 件。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奖项 12 项、省级奖项 48 项。

近两届毕业生共 90人，其中 3 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57名同学进入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优秀学生不断涌现，受到学校、社会和企

业的高度评价，在校内和省内高校间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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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总体改革成效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针对以上 3 个教学问题，以“需求引领、项目驱动、校企协同”

为理念，从研究生科研适应能力、产业适应能力和职业发展适应能力

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1、构建个性化、动态调整的课程体系，完善人才知识体系结构

为支撑研究生不同科研课题的知识需求，构建了个性化、动态调

整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中，除通识课、专业基础课等相对固定的课

程外，开辟 8 个学分用于设置个性化课程，在课程教学、学术交流、

工程训练和专业实践中，针对组内学生的具体研究课题展开个性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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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个性化课程每年依据课题组和学生的具体科研课题进行动态调整，

实现课程体系与研究生科研需求的高度匹配，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个性化、动态调整的课程体系

2、构建基于真实企业问题的四阶段一体化的专业能力培养体系，

提升人才的产业适应能力

培养高端产业人才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核心目标，为适用产

业需求，提升研究生的产业适应能力，构建了基于真实企业问题的四

阶段一体化培养体系。对区域行业企业进行深入调研，以高端装备、

新能源电池及汽车、智能制造等行业为主要领域，分析行业需求，建

立产业适应能力评价标准体系，用以指导人才培养。针对学生在理论

课程学习、专业实践、科研创新、毕业论文等四个阶段，以提升学生

产业适应能力为目标，将行业企业需求、真实企业问题和企业实践情

景有效融入到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科研训练中，学校教师和企业兼

职教师以及企业实践导师共同实施课程建设和教学，实现人才培养与

产业需求的高度匹配，具体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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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真实企业问题的四阶段一体化的专业能力培养体系

3、构建多阶段、多途径综合素养培养体系，提升人才的职业发

展能力

为培养研究生适应职业发展的需求，建立了多阶段、多途径综合

素养培养体系。深入分析当前社会行业企业高端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

路径和所需的各种素质要求，建立了职业发展能力评价标准体系。课

程思政 100%覆盖，通过人文交叉课程提升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将团队协作、沟通交流、自主学习等有机融入课程中。在实践教学中，

注重自学能力的培养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单独设置思政实践环节。在

各类培养环节考核中，注重答辩交流及其评价。通过多阶段、多途径

综合素养培养体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职业发展能力，具体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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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阶段、多途径综合素养培养体系

4、形成以企业项目为驱动的控制工程研究生培养路径，保障研

究生培养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充分挖掘学院服务地方和区域校企合作生态资源，将学院导师的

校企合作科研项目作为研究生科研项目及毕业论文课题，并贯穿到每

一个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中，形成企业项目驱动的“导师双选—动态

课程理论教学—个性化实践教学—科研创新—毕业论文”全过程研究

生培养路径。从导师双选时就确定以某个校企合作科研项目作为研究

生科研课题，并明确企业专业实践规划和职业发展规划。以校企合作

项目指导动态理论课程教学和个性化实践教学，将企业项目转化为研

究生科研项目或学科竞赛项目，以企业项目为核心进行毕业论文撰写。

企业项目驱动的研究生培养路径可保障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具有明确

一致的研究方向、理论知识培养和专业能力培养，同时深入的企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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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研究也培养了学生适应产业需求的能力，具体如图 5 所示。

图 5 企业项目驱动的控制工程研究生培养路径

图 6 深度产教融合的校企协同研究生培养机制

5、形成深度产教融合的校企协同研究生培养机制，保障研究生

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需要校企全面协同，充分调动、整合

校企资源，形成深度的产教融合机制，确保研究生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和区域相关行业企业、研究院所合作，建立校企协同“多层次、多功

能”研究生培养平台，包括师资平台、教学科研平台、联合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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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各个阶段，形成“开放共享、协同创新、

共建共赢”的校企协同研究生培养机制，实现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体如图 6 所示。

三、成果创新点

1、构建了以需求为引领的控制工程研究生培养新体系

以人才培养产出为目标，基于研究生科研需求、产业发展需求和

研究生职业发展需求等三大需求，形成了以需求为引领的控制工程研

究生培养体系。（1）构建课程体系。基于研究生培养特点和研究生科

研特点，建立包含相对固定的基础类课程+个性化动态课程的课程体

系，强化研究生科研适应能力。（2）构建专业能力培养体系。基于区

域重点行业企业需求和研究生产业适应能力评价标准体系，将真实企

业问题和真实企业实践场景与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有机融合，提升研

究生的产业适应能力。（3）构建综合素养培养体系。在课程教学、实

践教学、科研创新、学位论文和培养考核环节等多个阶段中，通过理

论教学、团队合作、答辩交流、实践体验等多种途径全面培养研究生

的综合素养，提升人才综合素质。

2、建立了以企业项目为驱动的控制工程研究生培养新路径

以行业企业发展需求出发，建立了企业项目制的研究生培养路径。

（1）校企合作项目驱动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以实际的校企合作项目

作为研究生科研课题，并贯穿到研究生培养的每一个环节中，实施个

性化培养和企业场景培养。（2）以校企合作项目保障研究生培养过程

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从导师双选时就确定校企合作项目作为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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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研一开始就明确研究方向、了解职业发展规划，能有效避免课

题不确定性以及课题更换给学生科研学习带来的困扰。

3、形成了深度产教融合的校企协同研究生培养新机制

围绕培养服务地方产业的高端控制工程专业人才，校企协同实施

人才培养。（1）校企共享师资平台。由校内教师、校内导师、企业实

践导师、企业兼职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组成研究生培养师资，校企

共同培养师资力量，提升师资水平。（2）校企共享教学科研平台。有

效整合学校和企业的各类教学科研资源，形成合力，为研究生课程学

习和科研创新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充足的保障。（3）校企协同人才培养。

校企协同，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提升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全面

性和深入性，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1、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1）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研究生先后承担科研项目

35 项，其中省级项目 1 项、市厅级项目 4 项；发表论文 104 篇，其

中 SCI、EI 论文 72 篇；获得专利授权 42 件，其中发明专利 14 件；

取得软件著作权 91 件。参加学科竞赛 200 余人次，获得国家级一等

奖 4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2项，获得省级三等奖以上 4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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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研究生学科竞赛国赛获奖

图 8 发明专利证书

（2）研究生产业服务能力逐步增强。近三届研究生 100%参加专

业实践，215 人赴 62 家企业参与企业相关课题研究和实践。获研究

生优秀实践成果奖省奖 3项、校将 5项。联合企业实践导师发表论文

23篇，申请专利 29项，为企业的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作出大量贡献，

如研究生罗兴在浙江三一装备有限公司实践期间参与导师的横向项

目“三代核电蒸汽发生器吊装的临时支撑装置”，2020 年为企业新增

销售额约 2100 万元，新增利润约 950 万元，实现税收 2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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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专业研究生项目制实践现场

图 10 研究生实践成效证明及企业效益证明

（3）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共计毕业生共 90人，就业率 97.8%，其中 3人考取博士研究生，

10人考取事业编制单位（如湖州学院、无锡学院等），47人在国有企

业工作（如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等），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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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达到 100%。

（4）优秀学生不断涌现

研究生胡飞、陈启源、张宁、刘仁伟获得国家奖学金获；19 级

李畅考取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学院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学术

博士研究生，20 级沈晟宇考取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信

息专业博士研究生，20 级姚瀚东考取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

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罗兴的企业项目科研成果受到企

业高度评价。

图 11 胡飞获 2021 年国家奖学金 图 12 李畅博士录取通知书

2、学位点建设成效稳步提升

（1）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截止目前，学位点共有导师 78人，其

中正高级职称 32人、副高级职称 35人，包括浙江大学、苏州大学等

高水平大学导师 24人；有企业实践导师 80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3 人、

包括浙江三一装备、天能集团等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企业导师。

（2）教学建设成果丰硕。获校级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4 项、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 1项、优秀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5项。获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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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3个，与企业共建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 53个。

（3）人才培养制度不断完善。出台院校两级相关文件 65个，形

成了系统性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

3、校内外影响逐步扩大

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成效快速发展，受到专家、同行和社会

的广泛认可，校内外影响逐步扩大，多次被《看见湖州》等校内外媒

体报道。

图 13 研究生学科竞赛媒体报道

图 14 优秀学生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