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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因船而生、伴船而
兴，60多年来始终坚持“植根船舶、立足
江西、面向世界”的办学定位，服务中国
船舶工业和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
期间，学校顺应世界船舶市场向高技术、
绿色船型转变的大趋势，以服务船舶及配
套装备智能制造为目标，将船舶工程技术、
船舶动力工程技术、数控技术、电气自动
化、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专业组建成船舶
工程技术专业群，确立了“以产引教、市域
联合”的产教融合发展理念，构建“政行企
校”多元治理机制、共建“产教并跑”优
质教育资源、打造“实体运行”市域联合
体，有效推动专业群创新发展，实现了职
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精准匹配。

治理引领，平台支撑，
落实多元主体对专业发展的
引领性

建成江西省国防科技工业职业教育集
团、全国机械行业智能检测职教集团、智
能制造与智慧检测产业学院、九江市产教
融合中心等实体，完善组织结构和运行管
理制度，将传统“一对一协商型”校企合
作转变为“多元网状治理型”协同共建机
制。集聚一批协会、学会指导专业群建设，
汇集江南造船、广船国际等名企引领专业群
发展，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和杰出校友担任
专业发展顾问、教指委委员、产业教授、
兼职教师；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将人才培
养定位升级为“立志兴船报国、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掌握数字造船技术的高素质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政行企校合作开展
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养培
训，实现“多元主体”专业共建、资源共
享、人才共育，将政行企多方力量对专业
群人才培养的引领、促进作用落到实处。

前沿引导，产教并跑，
提升专业教学与产业发展的
匹配度

专业群以产教融合实体化运行为抓
手，充分发挥行业及龙头企业的引领作
用，成体系推进专业群教学内容、教学资
源、教学场域与产业发展精准匹配、深度
融合。面向数字化造船设计、生产、装
调、检测岗位要求，重构模块化课程体
系，全面升级专业核心课程，强化数字化
装备设计、制造和应用技术技能内容占
比；建成“名船名舰名企名匠名校”资源
库，培育“旗舰先锋”“蓝海行动”特色
思政品牌，培养学生“忠诚、卓越、创
新、奉献”的军工品质；融入数字化造船
新知识、新技术与新标准，主持和参与建

成国家“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船舶
工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船体
识图与制图”“船舶焊接”等3门国家精品
资源共享课、2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和
12本国家规划教材，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教
材奖一等奖；按照数字化造船流程建设国
家示范性船舶及配套数字化制造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开发虚拟船厂、虚拟装配、智
能焊接等实训项目，构建“数字孪生”教
学场域，实现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
场域与产业技术发展“同频共振”。

市域联合，实体共建，
激活市域资源对产教深融的
驱动力

联合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建九江市
产教融合发展中心，与产业园区、龙头企
业结为联合体，构建市域联合、实体共建
新格局。集聚市域资金、技术、人才、政
策优势，建成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船舶与海
洋工程技术研究所、国家智能制造应用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产业升级关键技术
协同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推广培训；完善校
地、校企双向交流机制，优化结构打造国
家“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国家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服务
先进制造专业领军教学团队，提升教师教
学与科研服务能力；面向地方需求共享全
国总工会职工培训基地、交通部门内河船
员培训基地等培训资源，实施企业新型学
徒制和内河船员、长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
培训，服务技能型社会发展。

多年实践结出丰硕成果，专业群入选
国家“双高”校重点专业群并以优异成绩
通过中期绩效评价，建成1个国家示范性职
教集团、2个全国职业院校装备制造类专业
示范点，完成2项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专
业群数字化资源覆盖全国261所高校和863
家企业，学习者18.8万余人；教师主持、
参与开发“船舶电气工程技术”等高职本
科、专科专业简介、教学标准、“1+X”证
书标准和职业能力考核规范标准等20余
项；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服务国家

“航母工程”和重点配套装备制造，数十名
毕业生获得“全国技术能手”“中船重工首
席技师”“江南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学
生连续10年参加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
作大赛，与上海交通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
国内外本科高校同台竞技，获特等奖5项、
一等奖和二等奖19项。专业群产教融合案例
入选2021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和
中国教育博览会“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
典型案例，在江西省高职教育高水平学校
（G10）联盟、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亚洲教育论坛、中西部地区“双高计划”
建设研讨会等会议上进行经验分享。

（彭晓兰 高靖 郭文星 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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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思政课理论教学
不断深化延安精神内涵

思政理论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重
要育人课程，在教学中加强延安精神理论
教育，能丰富学院课程内容，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其端正学习态度和生
活态度。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十
分注重思政理论教育，除了开展主题思想
教育活动以外，还坚持“以科研为先导、
以理论宣讲为抓手”，积极构建“大思政”
教育新格局，坚持走思政教研和理论宣讲
两大路线，面向社会唱响思政教育主旋
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政理
论教育之路。学院依据延安精神内涵，成
立了延安精神宣讲团，按照“理论宣讲—
案例分享—经验总结”的脉络搭建了思政
课程建设平台，校内所有思政课教师开展
线上线下互动式理论宣讲，通过讲授传承
延安精神的生动案例，践行延安精神的先
进事迹，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之情，深刻诠
释了延安精神的内涵。通过开展系统的延
安精神教学改革研究，增强思政育人的说
服力。

全方位挖掘思政要素
持续拓展延安精神外延

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大历
史观谋划思政课建设实践，发掘宝鸡和延
安厚重的历史联系，立足本校教育资源和
本地教育条件，积极探求延安精神的教育
理念与教学之间的重要联系，实事求是地
从理论层面剖析了延安精神的丰富内容，
并将其纳入本院的思政教育体系，为思政
教育创新工作汲取了优秀的教育资源养
分。在具体拓展延安精神外延的过程中，
学院以宏观和微观双向指导为主线，实现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对延安精
神与思政工作的融合进行了创新探索。例
如，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外
国语学院开展了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活动，
以“增强文化自信”为主题，将延安精
神、爱国情怀等育人元素与“高级英语”

“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进行了结合，并采
取讲授教学、案例教学、沉浸教学等方
式，有效强化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学生重新认识了不
同时代意义下的延安精神，具象化地表达
和实践了延安精神，把延安精神渗透于专
业课程教学全过程，形成了延安精神的协
同育人效应。

全要素创新教学模式
传承赓续延安精神精髓

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探
索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双向育人渠道，并
增大了教学实践创新的教育比重，为延
安精神具象化、实际践行提供了前期平台
支撑。例如，学院组织学生到周边的帮
扶村——千阳县纸坊沟村开展劳动教育实
践活动，通过田间劳作、敬老院志愿服
务、博物馆参观革命事迹等活动，让学生
了解延安精神在陕西各处各地的融合现
状，用实际教育活动赓续了延安精神的精
髓。通过这次活动，学生感受到了劳动的
快乐，体验到了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精
神品质，真正让延安精神渗透到自身思想
和实际行动中。同时，学院组织学生前往
延安实践教学基地，“学思践悟”延安精
神，开展“沉浸式”学习教育，实现理论
与实践相统一、课堂教学与实地体验相融
合，以践达悟，让学生体悟延安精神的精
髓要义，在体验中认同延安精神的魅力，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

（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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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以贯之地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蕴含着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功能，是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激发当代高校学生家国情怀的宝贵财富，有助于引导学生坚定理
想信念、传承奋斗品质。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陕西省重点马
克思主义学院培育单位，肩负着培育革命人才、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使
命，积极构建“大思政”格局，将延安精神落实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
学中，以教学实践创新走好红色育人道路。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出延安精神特色思政课，在校内外开展多项延
安精神研修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造就一批具有延安精神特质的时代
新人。党的二十大开启新征程，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延安精神
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以教学实践创新向社会交出出色的教育答
卷。

坚持平台为先，夯实数字
化艺术人才能力基础

数字平台是数字化艺术人才培养
的重要支撑。学校围绕数字艺术核心
能力，统筹校内外资源，打破学院、
学科、专业、教师等界限壁垒，构建
了内外融通、产教融合的数字化艺术
人才培养大平台。

构建数字艺术素养养成协同平台
以培养学生“数字技术素养”

为抓手整合学校大数据学院、智能
建造学院等理工类平台资源，以涵
养学生艺术人文素养为目标，联通
艺术与设计学院、教育学院等人文
类平台资源，实现“工艺”与“文
艺”学科专业教师共享、课程同
设、课堂互授，协同推进学生数字
艺术能力养成。

构建数字艺术实习实践发展平台
以增强学生数字艺术实践动手能

力、行业产业一线适应力为目标，集
聚校院资源、校企力量建成数字媒体
交互设计实验中心，下设3D Mapping
设计实验室、沉浸式互动设计教室、
人机智能交互设计实验室、数字艺术
虚拟仿真交互媒体实验室、MR混合
现实设计实验室等，建设数字化生产
化校外实习实训基地17个，为学生提
供数字化艺术技能实训实战教学、科
研创新项目研究平台，开展前沿技能
产业教研与实操训练，类别涉及数字
品牌设计、数字文创产品设计、数字
产品包装设计等，有力促进学生“数
字技术+艺术创新”和“数字科技+产
教融合”等能力的培养与强化。

构建数字艺术产教融合特色平台
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修

复和闽台艺术作品研制与传播，与
地方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
台中漆艺协会等建立合作关系，共
商共建“数、艺、技、创、商”“五
位一体”的校外数字艺术产教融合

集成平台——首善文苑，积极对接
闽台艺术、地方非物质文化传承创
新需求，建立项目制、订单式人才
培养机制，线上线下共同开展建盏、
兔毫釉、玳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修复研究、乡村景观改造设计项目研
发，大力提升学生创新创业创造能
力。发挥学校近海优势，聚焦区域数
字海洋文化产业发展需求，成立海洋
数字艺术创新产业学院，在传承创新
海峡两岸数字海洋文化的基础上，通
过引企入教、推教入企，打造集产、
学、研、创、用于一体的数字海洋文
化产业协同育人长效平台，助力福建

“数字海洋”建设。

坚持质量为本，强化数字
化艺术人才培养能力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
归”，牢牢抓住全面强化人才培养能力
这一核心，聚焦课程、教师、教学等
关键，以“三个一流”为主线，全面
提升数字化艺术人才培养质量。

创建一流“三匠”课程体系
将课程作为数字艺术人才培养的

核心要素，遵循“两性一度”，突出
德、技、艺，推进匠心、匠技、匠艺

“三匠”课程体系建设。
一是突出立德树人，打造数字

“匠心”课程。将数字工匠精神作为立
德树人的主抓手，实施数字艺术匠心
培育工程，构建数字美、艺术美、职
业美“三美”课程群，搭建数字心、
艺术心、卓越心“三心”大讲堂，开

展数字标准进教材、艺术文化进课
堂、卓越品质进项目、工匠大师进专
业“四进”活动，形成独具艺术专业
特色的“三三四”沉浸式立德树人课
程体系，实现人才培养德艺兼修、德
技兼备。

二是突出数字技术，打造数字
“匠技”课程。将数字技术融入课程体
系，建设包括Python编程设计、数字
媒体技术（3Ds Max）、3D打印造型等
在内的数字基础课程池，开辟动画衍
生产品设计、模型与制作、定格动画
等数字化实战课程池，研发莳绘金
缮、古陶瓷修复技艺、拓印基础等非
遗数字化创意课程池，及时将数字艺
术产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
教学内容，实现课程内容与行业标
准、审查流程、项目开发等有效对
接，全方位促进学生数字技术与艺术
专业融合发展。

三是注重艺术实践，打造数字
“匠艺”课程。以初级合格、中级上水
平、高级追卓越三级艺术专业能力培
养为目标，构建“基层共享、中层分
立、顶层互选、行业特色”模块化螺
旋上升的艺术课程体系，扩大数字化
实践课程比例，实现专业理论、数字
技能、数字实操、创新能力一体发
展。“十三五”以来，共获批省级一流
课程19门、校级一流课程27门，累计
编著教材和专著25本（部），开发数
字化校本特色课件、优秀作品资源
库、素材案例1200余份。

汇聚一流数字艺术师资队伍
坚持把数字基本能力、艺术核心

能力作为人才引育的根本导向，着力
优化队伍结构、强化人才应用能力、

拓宽成长渠道，全面支撑数字化艺术
人才培养。

一是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上下功
夫。实施师资队伍精准引育计划，针
对现有教师数字化能力缺失、艺术实
践能力不足等问题，近5年，累计引
进110名教师，其中数字专业背景师
资26人、技术型师资45人，艺术专业
师资39人；另聘数字文化创意、非遗
文化、闽台文创类专业教师 100 余
名，有效保障学生数字技术和艺术素
养能力的形成。

二是在加强应用型师资引育上下
功夫。实施一流应用型人才建设计划
和“双师双能型”教师培育计划，突
出“产学研用”导向，多渠道引进和
培养一批在数字艺术领域有一定影响
力的学术骨干和有潜力的青年英才；
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支持
文化产业、数字行业等领域企事业单
位工程技术专家担任学校专兼职教
师，有计划地选派一批教师到相关企
业接受培训、挂职和实践锻炼，促进
教师承担产学研合作项目反哺教学。

三是在拓宽教师成长渠道上下功
夫。搭建教师成长平台，建设师培
园、师评堂、工作坊等，年均研修达
197人次；以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破
除“五唯”倾向，设立“教学之星”

“科研之星”“作品之星”等称号，引
导教师专心教书育人、潜心教学科
研；创新基层教学组织形式，出台
《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实施方案》，
组建数字艺术工匠研究室，成立影视
动漫设计、游戏策划与设计、“动画+
中国时尚”、校政企协同育人教研室等
专门基层教学组织，全面提升教师教

学能力水平。
创新一流应用型教学模式
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和提升应用

技术研创能力为重点，深化应用型教
学模式改革创新。通过组建人才培养
实验班、创新教法学法，打造更加符
合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学
新模式。

一是开设数字艺术卓越工匠班。
组建民间器物数字修复、现代手工艺
数字创意、地方传统服饰数字设计
3 个卓越非遗数字工匠方向班，成
立守艺联盟学生团队，实施“教
师+业师”“教师+匠师”“教师+大
师”“双导师”制，小班化教学，通过

“传帮带”学习机制，引入企业真实项
目600余项，实现“作业—作品—产
品—商品”进阶提升、“学生—学徒—
准员工—员工”进阶培养。

二是创新教法学法。改革传统线
下灌输式、理论式教法，优化线上数
字实操能力、艺术创作能力培养，创
造性开展“学、训、用、研、创”五
步教学模式改革，通过以学筑基、以
训强能、以用固学、以研哺教、以创
赋能，大力提高实践教学课程比例，
开发校企合作育人资源，引入行业企
业真实项目，强化研究创新，实现连
接前沿“学”、连接科创“训”、连接
产教“用”、连接服务“研”、连接市
场“创”。

三是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搭建
“互联网+”创客空间4个，培育私人
订制工作室23间，建设创客团队32
支，构筑“课堂+店堂+网商”三合一
的成果孵化平台。2018年以来，专业
累计获得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福建省金奖3项、全
国银奖 2 项。瞿汕等多名学生荣获

“大学生创业之星”称号。毕业生累计
开设文物修复类、数字文化产业类公
司11家，其中3家市值超1000万元。

坚持特色为要，提升人才
社会服务影响力

以服务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为落脚
点，充分发挥学校毗邻台湾、海丝核
心区、福州自贸区等地缘优势，聚焦
闽台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
修复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学
生成长成才一体化服务模式，实现教
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和服务链无缝
衔接。

服务闽台数字文化特色发展
开设闽台动画专业，建设7个产

教融合工坊，依托福建长乐大数据产
业园等平台，积极与台湾数字文化产
业相关项目结合，推进闽台艺术产品
VR体验等项目建设发展，携手研制
《一盏碧茶点情怀——宋代点茶》
《宋·建盏口沿整边修复·十二花神莳
绘创意修复·兰花》《大漆茶盘》等闽
台文创系列作品70余件，有力推动两
岸艺术品、文化文物、非遗等资源的
数字化转化和开发。

服务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复
与省内外多家博物馆、拍卖行、

民间收藏企业等建立“订单式”人才
培养机制，“十三五”以来，累计培养
输送了100多位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
产修复工匠。截至目前，共帮助北
京、江苏、福建等地的博物馆、拍卖
行修复古瓷器等珍品器物4300余件，
创作并销售文创产品6400余件，50多
名学生先后成长为领域内知名文物修
复师。基于人才培养突出成效，2018
年以来，专业团队连续三次受《开讲
啦》栏目邀请，解读新时代中国青年
文物修复师养成的路径和经验，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得到国内30多家主流
媒体报道。 （郑则凌）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数字化艺术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因应福建数字经济发展变革趋势，牢牢把握闽台文化数字化
转型时代契机，聚焦培养服务闽台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坚持平台为先、质量为本、服务
为要，探索出一条“数字赋能、艺工融合、专精发展”的数字化艺术人才培养新路径，有力助推区域文化艺术高质量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