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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 果 简 介

获奖时间 获奖种类 获奖等级
奖金数额

（元）

授奖

部门

2017
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工艺
团体二等奖 10000 教育部

2017 化工生产技术 团体二等奖 10000 教育部

2018 养老服务 个人一等奖 20000 教育部

2018 服装设计与工艺 团体二等奖 10000 教育部

2018 市场营销 团体二等奖 10000 教育部

2019
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工艺
团体三等奖 5000 教育部

成果获奖

励情况
2019 工业分析检验 团体三等奖 5000 教育部

2019 模具工中国技能竞赛 个人二等奖 10000 人社部

2020 建筑工程识图 团体三等奖 5000 教育部

2020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重庆赛区
银奖 10000

重庆

市教委

2020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
银奖 10000 教育部等

“课题作业商品化、商

2017
业订单实作化、技能大
赛常态化”多位一体的

教学成果
三等奖

10000 市政府

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高职院校教育教学
教学成果

特等奖
2021 “1333”模式综合改革 10000 院级

的实践与探索

成果起

止时间

起始时间：2014 年12 月 20 日

实践时间：4 年

完成时间：2017 年1 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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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育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 字）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是地处非主城区的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重庆市优质

高职院校。时代、地域、生源等客观条件给学校改革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和巨

大挑战，针对共性个性叠加的教育教学问题，2014 年本课题组依托学校重庆市级示

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成果为基础，经学校党委批准，开展了“以德为先，走创新 之

路、兴创新之举、育创新之才，学校和园区（企业）利益共同、行动共同、风 险

共同的育人体系，突出高等性、保持职业性、体现区域性”的教育教学“1333” 模

式综合改革，历时 5 年研究和实践，申请并且完成了“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的实

施路径分析及研究”、“高职人才培养“校企共育能力递增”模式研究与实 践”

等重庆市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通过理论研究、试点应用、成果整合、全面 推广

四个阶段，形成了教育教学“1333”模式改革成果，该成果 2016 年开始试点，

2017 年正式实施，以“立德树人、校企共同育人”为理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

和课程建设为突破口，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全师资、全方式开展“顶天立

地（顶天：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地：扎根涪陵办学）”的示范性和优质高职

院校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本成果的理论模型：

本成果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载体不丰富、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不系统、以德

为先不落地的问题。

（2）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的“可操作可执行的合作体

制机制”缺乏、校企全面深度合作保障不完善的问题。

（3） 按照普通教育办职业教育导致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滞后、教学

内容与产业需求相对脱节、服务区域能力不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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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方法与路径（不超过 1000 字）
1.解决以德为先不落地的问题
构建组织有力、体系完善、科学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并体现于学校

上下联动的全员育人、纵向到底的全过程育人、横向到边的全方位育人体系之中。
本成果通过建立“三全二维”的育人体系，解决了以德为先不落地的问题。

（1）打造“思政教育立德树人、专业教育强化技能、人文教育提升素质、强
身健体锻造体魄”的三全育人“四位一体”模式。

（2）优化思政课教学。开展思政优质课竞赛，把思政教育回归生活和实践来
实现。

（3）强化专业课程思政。把职业素养、工匠精神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落实到
各个教学环节。

2.开展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
通过“三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风险共同）的方式，将企业和学校

融合成“校企育人”共同体。
（1）发挥政府的牵头协调作用，组建“政校企”理事会，将园区企业纳入理

事会，与涪陵区等地签订校地合作协议，与曙光集团等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实现了校地（企）合作系统化、长效化。

学校和企业实施共同育人，并根据企业参与育人情况，向其支付一定的办学
费用，降低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

（2）通过建立“学校+园区”育人平台，实施协同育人模式，有效解决学校
教学与产业需求脱节问题。

学校主动对接产业园区，依托园区企业，辐射周边，为园区中小企业提供技
术技能人才和智力支撑。2019-2020年，学校依托曙光工业园区完成高职扩招学生
4570人，为园区培养适用技术人才 。

（3）学校和园区共同构建“三心四能五结合”高职扩招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与园区（企业）共同培养师资、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制
定课程标准、共同开展实训基地建设；培养学生的责任心、进取心、事业心；提
升学生的学习技能、操作技能、应用技能、创新技能；通过“五结合”（学校与
企业相结合、教师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育德与育技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坚守与创新相结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3.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能力
通过“三坚守”，解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迟缓、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相对脱

节、服务区域的能力不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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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突出高等性：通过课程设置和改革，增加人文素质和职业拓展课程，让

学生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职业发展能力；

（2） 保持职业性：通过教学改革，实现“五个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培

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3） 体现区域性：专业设置体现区域产业特色，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3．成果创新点（不超过 800 字）

1.育人理念创新。创造性提出了共同体式的“以德为先，校企共同育人”理
念，创新性的打造出“思政教育立德树人、专业教育强化技能、人文教育提升素

质、强身健体锻造体魄”的三全育人“四位一体”模式，全面培养学生的职业素

养和职业技能，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2.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和实践“行业、企业、专业，岗位、能力、课

程，政府、学校、企业相衔接的“三个三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师一体化、教

材一体化、教室和实训室一体化、学习主客体一体化及教学手段一体化”五个 理

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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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设置上，实施“行业、企业、专业相衔接；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上，实

行岗位、能力、课程相衔接；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上，实现政府、学校、企业相

衔接；“教师一体化”，即专兼职教师构成一体；“教材一体化”，即理论课教

材与实习指导教材构成一体；“教室和实训室一体化”，即教学组织形式由“固

定教室、集体授课”向“室内外专业教室、实习车间”转变，将理论教室、实习

车间、实训基地构成一体；“学习主客体一体化”，即学生由“被动接受的模仿

型”向“主动实践、手脑并用的创新型”转变，教师由“主讲型”向“指导型”

转变，实现教育客体主体化和学习主体客体化；“教学手段一体化”，即由“口

授、黑板”向“多媒体、网络化、现代化教学”转变。使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的

用人需求实现了无缝对接。

3.改革举措创新。实施了“学校+园区”的育人模式、创建运营了“政校企理

事会”机制。本成果充分立足地方需求，充分发挥政府牵头协调作用，由政府牵

头组建“政校企理事会”，将园区企业纳入理事会，通过理事会完善人才培养、

队伍建设、社会服务等机制，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并形成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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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 字）

（1）校内应用情况

①理论成果。2008 年开展《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的实施路径分析及研究》，

2013 年开展《高职人才培养“校企共育能力递增”模式研究与实践》等重庆市教改

项目的研究，形成了《高职校企共育现状与对策研究》《高职校企共育能力递增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②实践成果。一是学校在“学校+园区”校企合作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形成并

实践了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践了专业建设共同体，组建了校企深度合

作的产业学院——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曙光学院，使专业与产业、教学与生产

结合更加紧密，学生对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和实训实习满意度逐年上升。

二是学校教师与企业教师合作建设一流课程11 门，编写教材 86 部。三是学生近

5 年，就业率保持在 98%以上，获得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牌 45 个，重庆市级职业技

能竞赛奖牌 400 枚以上，“挑战杯”竞赛获奖 20 项。据麦可思就业质量报告

（2019 年）显示，我校近四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同比上升 13%、满意度同比

上升 9%、教学满意度同比上升 8%、核心课程重要度评价同比上升 5%、核心课程满

足度评价同比上升 5%。

（2）校外推广情况

①成果推广。本成果被包含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西南科技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经贸职业学院等 20 余所院校借鉴。

②交流帮扶。涪陵职业教育中心等 30 多所市内外职业院校前来考察交流；市

教委和涪陵区等专家、领导到校指导工作近 20 次；对口帮扶指导涪陵区职业教

育中心校企合作。

（3）社会影响

①国内影响。

2017 年 6 月 21 日第 12 版以“走创新之路 兴创新之举 育创新之才”为题，

报道了学院的创新发展情况。

2016 年 5月 10 日以《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创新求变，打造人才培养“高精

尖”》先后介绍了我校校企深度融合办学经验。

经验交流：2018-2020 年，成果主持人宋正富在湘鄂川黔渝职教集团研讨会、

秦巴地区职教论坛上等平台上做经验交流。

②国际影响。比利时海佛—孔多塞大学、柬埔寨工业技术学院、新西兰怀卡

托理工学院等国外院校到校参观考察；学校与浙江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柬埔寨工业技术学院“丝路学院”,推广“学校+园区”校企深度融合办学改

革和实践成果，为柬埔寨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以上成果、应用、推广等都需要支撑材料作为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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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目录

1.反映成果的总结（不超过 5000 字）或成果支撑材料

2.反映成果的视频U 盘（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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