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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申报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认可所

填写的《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书》（以下简

称为《申报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的《申报书》

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课题申请如

获准立项,在研究工作中，接受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

以及本人所在单位的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尊严。研

究过程真实，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

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

研究成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的声誉和公信力，不以项目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3.遵守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有关管理规定

以及广东省财务规章制度。

4.凡因项目内容、成果或研究过程引起的法律、学术、产权或经

费使用问题引起的纠纷，责任由相应的项目研究人员承担。

5.项目立项未获得资助或获得批准的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的资助

经费时，同意承担项目并按申报预期完成研究任务。

6.不属于以下情况之一：（1）申报项目为与教改无关的教育教

学理论研究项目；（2）申报的项目已获同一级别省级教育科学研究

项目立项；（3）本人主持的省高职教改项目尚未结题。

7.同意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有权基于公益需要公

布、使用、宣传《项目申请·评审书》内容及相关成果。

项目主持人（签章）：

202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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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科教融汇视角下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以材料

类专业为例

项目主持

人身份2

□校级领导 中层干部 □青年教师□一线教学管理人员 □普通教

师 □校外兼职教师□其他人员

起止年月3 2023 年 9 月 1 日-2026 年 8 月 30 日

项

目

主

持

人

姓名 罗大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3.04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教授/副院长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中国

所在单位

单位名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 518055

电话 13927413396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4089 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22-2023

第二学期

锂离子电池

材料与技术

21 材料（华

强）
48

深职院

材环学院

2022-2023

第一学期
有机化学 22 材料 1/2 94

深职院

材环学院

2021-2022

第二学期

锂离子电池

材料与技术
20 材料 48

深职院

材环学院

2021-2022

第一学期
有机化学 21 材料 80

深职院

材环学院

与项目有

关的研究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2023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材料类专业创新

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深圳市

教育局

2021
高职材料类专业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2 项目主持人如为青年教师或一线教学管理人员或普通教师，应附相关证明材料。项目组成员也应符合相

关要求。如没有提供，审核不通过。
3 项目研究与实践期为 2-3 年，开始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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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基

础

2019
高职材料工程技术专业创新工匠型人

才培养路径探索

全国石油和

化工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17
基于 OBE 理念的“六融合”重点建设专

业（材料工程技术专业）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项

目

组

成

员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

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7 4 3 0 2 7 0 1

主要成员4

（不含主

持人）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栾崇林 男 1968.10 教授
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

项目

设计

蒋晓华 女 1977.01 副教授
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

文献研

究及数

据分析

程化 女 1978.10 副教授
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

人才培

养方案

设计

杨光辉 男 1986.11 讲师
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

创新项

目实施

杨玉皖 女 1991.09 讲师
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

课程开

发实施

张健 女 1992.10 讲师
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

资料

汇总

4 项目组成员，来自于本校的成员，不得超过 8 人（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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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含项目意义、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等5（建议 3000 字左右）

1. 项目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直击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发展瓶颈，创新性地提出“推进职普

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其中，“科教融汇”是一个新的表述，这一表述与

职教界耳熟能详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并置，令人眼前一亮。教育部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指出应坚持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服务创新驱动战略，

这为从新视角认识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直以来，制约产教融合深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融合成果难以转化。企业转型

升级离不开前沿技术的助推，但前沿技术要想转化为实在的生产力，持续的经济效

益，往往意味着产业链的迭代重组，这需要大批高技术素养的一线员工（也可称为

技能型人才）。可以说，这些技能型人才承担着生产线创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

任务。科教融汇对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除了创新意识外，还强调适应能

力和学习能力的提升，也即人才培养要注重“延展性”。

以深职院材料专业为例，该专业围绕深圳新材料产业重大需求，服务深圳市新

材料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反观深圳市新材料产业，有战略地位高、细分领域多和

技术迭代快三个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新材料企业为了保持持续领先，除了需

要大量尖端人才进行顶层设计和源头创新外，迫切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人

才执行具体方案和研究路线。通过深入调研新材料企业，结论是：当前培养的高职

材料类学生往往只具备某方面的技术技能，但无法面对新材料门类众多且复杂多变

的技术工作要求。也就是说，目前培养的高职材料类学生不能匹配新材料产业对技

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究其原因，目前高职教育在课程开发时局限于某一种工作（甚

至是某一具体岗位）的技能要求，在教学时也局限于由此设定的某一项目，这种课

程与教学模式尽管是“项目教学”和“工学结合教学”，却因为囿于“岗位技能”

而不能使毕业生在技术迭代极强的材料专业领域有很好的适应能力。

在科教融汇育人理念的指引下，有必要将科研创新资源转化为高质量育人资

源，把科研创新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积极探索科研育人新路径，以高水平科研支

5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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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高质量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因此，为了解决材料类专业技能人才创新能力不

足这一迫切问题，本项目在经过充分研究论证后，充分挖掘科研育人资源和科研育

人力量，提出高职材料类专业“场景教学”改革。所谓“场景教学”，是指把高职

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置于真实的研发场景之中，并依托课程、项目和大赛，使教学

活动在不同的教育空间（教室、实训室、技术平台、高端实验室）实现有效“转场”。

“场景教学”是基于科教融汇视角下提出的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其特点是

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为主线，以项目和大赛为引领，以平台为支撑。通过本项目

的研究，拟揭示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运行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材料

类专业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的科学规律，研究基于“场景教学”改革的一体化课

程体系模型、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以期解决当前高职教育材料类技术技能创新人

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新材料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2. 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

高职院校是以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直接以就业为导

向的教育，创新与职业发展密不可分，只有抓好高职创新教育，才能提升高职学生

的整体素质与核心竞争力，提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因此，培养创新能力对于高职

院校的技术技能人才更为关键。但如何培养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如何提高技术技能

人才的适应性以顺应产业的发展与变迁，已成为当今高职院校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国内高职院校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创新了多种模式，归纳

起来，主流的大学生创新教育模式主要包括三种：

（1）“导师+项目+团队”创新教育模式。该种模式是以团队为主体，以项目

为依托，以导师为指引的模式运作。项目的有效运营离不开导师的引导和指引，因

此，对导师的依赖特别大。

（2）“一体两翼”创新教育模式。“一体”是指以产业学院或创业学院作为

创新教育的载体。“两翼”是创新教育“面上覆盖”和“点上突破”的有机结合。

“面上覆盖”注重创新教育的全面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要开设相应的创新教育

课程，专业课程的教学都要融入创新的意识和方法，学生都要参与到创新的学习与

实践中来；“点上突破”是指通过资金与政策扶持、导师指导等形式，提高学生创

新创业的成功率和有效性。

（3）“渐进式”创新教育模式。将创新教育视作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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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创新意识普及、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实践模拟三个阶段。当然，三个阶段不能

完全割裂开来，必须做好衔接与融合。

在各种模式创新基础上，高职院校还有一系列实践层面的举措，归纳起来，包

括如下三点：

（1）建立一支与创新教育相适应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一是充分发挥现有教师

队伍的作用，对教师进行创新方面的培训，创造条件鼓励老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增

强教师的创新实践经验。二是聘用富有创新经验的教师、管理人员、成功企业家和

政府相关专业人员担任创新实践指导教师。

（2）“以赛促学、赛课联动”，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根据专业特点，组织开

展各类大学生创新大赛，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依托学生社团，经常性地组织开展

模拟各种创新活动，使学生提前感受体验创新氛围。

（3）激励创新的保障措施。制定出有效激励学生创新的保障措施，使学生从

关注眼前顺利就业，转变到关注自己“职业发展”。既满足眼前谋生存的就业需要，

又满足今后谋发展的升职需要，还满足终生追求最佳职业匹配的创新创业需要。

美国是最早开始实施创新教育的国家，并提出对课程的内容进行适当改革，打

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各学科能够融会贯通，将科学知识的传授和训练与科学价值

观以及科学探索精神融为一体。对标美国，结合上述国内高职院校在模式创新和实

践层面的做法，归纳起来，存在两个问题。

（一）创新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

一名合格的技术技能创新人才不仅要有宽厚的知识积累，还要学习心理学、管

理学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才能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而目前大部分高校

在进行课程设置时，缺乏对基础知识积累、综合知识结构及人才成长规律的全面考

虑，只是将几门零散的创新课程加入到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中，并没有将创新的理

念融入到专业课程体系中，或者说，专业课程没有创新的载体，没有将两者进行有

效地衔接和融合。

（二）创新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搭建不完善

很多高职院校建设了众创空间和工作室等平台，能够为学生参与出创新活动提

供支持和保障。但问题在于，难以将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环节中。

很多高职院校也有“双创类”学生项目，如创新工程、挑战杯、发明杯等，这些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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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大赛也可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却难以与第一课堂的创新教学形成合力。此外，

受众面较为狭窄，存在千人一面的问题。而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缺乏创新实践环节，

难以对学生进行分层教育，致使创新教育的整体水平较为薄弱。无法延伸创新教育

在学生实践、实训中的维度，致使创新教育的成效不尽如人意，归根到底，还是没

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创新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虽然国内外没有专门针对材料类技术技能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体

系的研究，但是基于对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有相通之处，应该从

模式、体系和平台等多方面来探寻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的对策。除了校企合作和

产教融合之外，有必要回归高校课程体系本位，发挥高校优势，依托一系列创新实

践活动、专业课程和具体的项目等载体，在不同的学生学习场景（教室、实训室、

技术平台、高端实验室）进行实践，以实现科学技术研发过程与人才培养环节内容

的交融贯通。场景教学情境与过去的任务驱动、项目教学设计不同，它不单是在解

决问题中训练技术技能，还包括与解决问题有关的各种场景，比如产品评价、失效

分析、突发事件等等。通过探索出一条基于“场景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望为

高职材料类技术技能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更可为“科教融汇”探索

出一条可行的实施路径。

三、项目方案

1.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建议 500 字左右）

1.1 研究目标

本项目主要目标是探索基于“场景教学”理念对高职材料类专业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以服务新材料产业为宗旨，培养适应新材料产业的技术技能创新人才，

突出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的改革，设计适合新材料产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构建与创新能力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并形成一套基于科教融汇视角下能够

适应“环化生材”（环境、化学、生物、材料）等偏基础专业的可复制、能推广

的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实施路径。

1.2 拟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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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提出的“场景教学”是基于科教融汇视角下，将科研创新资源转化为

高质量育人资源的具体体现，其实施过程如下：在教室，通过系列课程启蒙创新

意识；在实训室，通过基础课程训练材料基本技能；在技术平台（深圳市高分子

材料改性与加工公共服务技术平台），依托专业核心课程，教师指导学生参与企

业委托的大量横向项目，解决具体技术问题，并将部分横向项目转化为实训项目；

在高端实验室（霍夫曼先进材料研究院），依托专业核心课程，指导学生将技术

平台中合适的横向项目转化为创新工程、创客项目或纵向项目等，并参加各级各

类“双创”大赛。在实施过程中，拟解决的问题有如下两点：

（1）如何根据新材料企业对技术技能创新人才的需求，梳理出若干技能，特

别是技能要求的广度和深度，并依托“双创”大赛和科研项目，在四个场景（教

室、实训室、技术平台、高端实验室）构建相应的课程体系与技能对接。

（2）通过调动学生参与“双创”大赛和科研项目，是“场景教学”实施的主

线，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但是如何构建渠道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为动

态调整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依据，确保“场景教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时效性和有效

性，即如何将学生参与大赛和科研项目等创新活动的相关指标与创新能力关联，

并反馈课程体系，调整和完善课程体系。

2.研究与实践内容（建议 1000 字）

本项目基于新材料产业对技术技能创新人才的需求，拟从四个方面开展研究，

层层递进，依次包括技术技能创新人才的能力需求界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实

施的保障机制探索和课程体系的重构。

（1）新材料产业对技术技能创新人才的能力需求界定

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学生为目标，通过实地调研和走访新材料企业，明确新

材料产业对技术技能创新人才的能力要求和边界条件。

（2）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研究构建高职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坚持的原则；从培养目标、培

养过程、培养制度及培养评价四个方面着手，对基于“场景教学”改革的技术技

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框架和方案进行设计。

（3）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应用与实施的保障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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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人才培养保障系统为“场景教学”理念的应用与实施提供支持，是支撑

“场景教学”应用于材料类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本项目从两个方面研究

创新人才培养保障机制，主要包括运行保障和信息反馈。

运行保障机制为课程教学提供组织、管理、实施、评价等方面的保障，即探

索如何激励教师和学生，充分调动参与积极性，投入大赛和科研项目的指导和实

施，构建教师和学生“双赢”的长效机制。渠道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为动态调整

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依据，确保“场景教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时效性和有

效性。项目研究二者的有效结合，共同构筑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良好运行

的质量保障。

（4）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模型重构

深入分析构建“场景教学”理念下，人才培养方案与一体化课程体系模型的

原则,以及目前高职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计划中存在的不足,采用“场

景教学”及一体化课程设计思路,提出高职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模

型，具体内容如下：

① 制定专业层面的预期创新能力程度

基于对教师、学生、校友、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者调查，结合材料类专业国

内外发展趋势以及学校定位，论证材料类专业实施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创新能力程

度。以材料设计方面的能力为例，是能够独立设计材料配方？还是辅助工程师进

行配方设计？还是能够查阅并整理材料设计方面的素材？

② 设计与专业培养标准相匹配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围绕专业预期“创新能力程度”，逆向设计各门课程，明确各门课程对于实

现预期“创新能力”的贡献及程度，将“双创大赛”标准有机融入到课程实训单

元，形成对应的教学标准，并建立课程与培养标准的匹配矩阵。

③ 确定课程层面的预期“创新能力”及教学策略

研究和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尤其是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双创”

大赛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调动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在课程层面，采用

测验、问卷、项目、作业、报告等多样化评价方法，对学生参与“双创”大赛对

实际“创新能力”进行形成性评估与总结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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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建议 500 字左右）

研究过程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调查法、统计分析法和比较法。

（1）文献法

对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现状、高职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实施情况的相

关文献进行查阅、分析和比较，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理论成果，找出基于“场

景教学”理念的方案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效、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应采取的对策，

作为本项目的参考。

（2）调查法

问卷调查主要针对深圳及周边地区新材料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和校友进行，设

计并发放问卷，通过问卷调查，获得较为具体的新材料产业创新能力要求和程度，

了解校友的创新能力现状，得到企业用人层面关于开展创新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实地调查法是针对深圳及周边地区知名企业和深圳市新材料行业协会的实地

调查，对高职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同时结合深入访谈，

比较真实地调查高职实践教学状况，形成系统、全面的认识，作为本研究的依据。

（3）统计分析法

通过对调查和整理的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类，对高职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分析和归纳，以求得对基于“场景教学”改革的高职材料类专业技术技能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作出定量分析。

（4）比较法

主要与传统“工学结合”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方案、课程教学体系以及人

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提出基于“场景教学”改革的高职技术技能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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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计划（建议 1000 字左右）

（1）2023 年 9 月-2023 年 12 月，整理材料工程技术专业学生参加各类创新

大赛以及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做法，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设计研究方案、研

究计划，资料收集，进一步了解课题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

（2）2024 年 1 月-2024 年 8 月，企业、行业调研，对比高职院校技术技能创

新人才特征及内涵分析研究，影响因素与障碍分析，基于“场景教学”高职材料

类专业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方案设计，完成阶段研究报告。

（3）2024 年 9 月-2025 年 3 月，高职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保障

机制研究，基于“场景教学”的材料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模型

重构，发表学术论文。

（4）2025 年 4 月-2025 年 7 月，制定材料专业层面的预期“创新能力和创新

程度”，设计与专业培养标准相匹配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完成阶段研究报告。

（5）2025 年 8 月-2025 年 12 月，确定课程层面的预期“创新能力和创新程

度”及教学策略，构建基于“场景教学”的学习成果考核体系，发表学术论文。

（6）2026 年 1 月-2026 年 8 月，课题总结，撰写研究报告，完成“高职材料

类专业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研究总报告，申请项目鉴定。

5.经费筹措方案（建议 500 字左右）

本项目的研究经费主要通过学校配套支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每年会划拨专

项经费，对立项的校级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进行经费配套支持。

另外，对省财政资助项目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配套资助，对非资助项目按 3

万元的标准进行资助。

因此，本项目研究经费完全可以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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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期成果和效果（建议 1000 字左右）

本项目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双创大赛”和“科研项目”为抓手，依托

具体专业课程在四个场景（教室、实训室、技术平台、高端实验室）实施，再通过

两年在材料类专业（包括材料工程技术专业和精细化工技术专业）的实践探索，形

成一套可复制、能推广的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实施路径，推动高职材料类

专业的健康发展，满足新材料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1）提交 1份基于科教融汇视角下材料工程技术专业的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2）发表 1-2 篇关于“场景教学”改革对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的论文。

（3）提交 1份关于材料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或教学效果的评价。

（4）开发 1-2 门针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项目化课程或金课。

（5）应用“场景教学”培养方案到专业教学实践中，组织学生参加广东省挑

战杯大学生科技作品竞赛或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取得省一等奖 1项。

（6）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1份。

7.特色与创新（建议 500 字左右）

本项目将在下面两个方面培育特色，实现创新：

（1）视角创新：项目基于科教融汇的视角，提出“场景教学”改革，参照新

材料研发过程，依托系列专业课程，以“双创大赛和科研项目”为抓手，在教室、

实训室、技术平台和高端实验室四个场景，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路径，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

（2）应用创新：项目以结果（培养能够适应新材料产业的技术技能创新人才）

为导向，将培养材料类专业创新型人才置于真实的研发场景之中，形成一套可复制、

能推广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环化生材”等偏基础类专业的技术技能创新人才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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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简述（建议 1000 字左右）

1.1 与本项目相关的教研论文

成果名称 作者
成果

形式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双高”建设背景下冶金

技术专业群智慧实训教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

罗大为 论文 教育观察 2021.02

高职院校服务区域冶金支

柱产业转型发展的对策
罗大为 论文 教育观察 2020.09

高职院校文化通识课程考

核评价机制构建的探索
罗大为 论文 广东化工 2017.11

高职院校新材料选修课课

堂教学改革实施与探索
罗大为 论文

佳木斯职业学

院学报
2016.03

高职院校通识课《生活中

的化学》教学实践与体会
罗大为 论文 职业技术 2016.02

分析化学课程思政整体设

计及案例实施
蒋晓华 论文 大学化学 2022.12

化学分析课程资源库建设

实践与建议
栾崇林 论文 广东化工 2021.01

1.2 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成果

[1] 主持完成“校企共建分析检测“教学车间”与“技术中心”的探索与实践”

获 2014 年广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 主持完成“新材料产业技术岗人才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获 2022 年中国石

油和化工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WAY5EKx4LlnRB5e3vWXpLnXclWb9s4tHePs-SAr3RffB4wTQM8Np5zlYStRbgYVVnBaLCCkcoPtPJWGdPV7v9WF8b8u8WSsrOvfEGo5ldoTFer-JG4ql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WAY5EKx4LlnRB5e3vWXpLnXclWb9s4tHePs-SAr3RffB4wTQM8Np5zlYStRbgYVVnBaLCCkcoPtPJWGdPV7v9WF8b8u8WSsrOvfEGo5ldoTFer-JG4ql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WAY5EKx4LlnRB5e3vWXpLnXclWb9s4tHePs-SAr3RffB4wTQM8Np5zlYStRbgYVVnBaLCCkcoPtPJWGdPV7v9WF8b8u8WSsrOvfEGo5ldoTFer-JG4ql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WAY5EKx4LlnRB5e3vWXpLnXclWb9s4tHePs-SAr3RfT90ZvfbCnlarhYH3_KyDbtezhsU-nR8sXV6bBD9MgYlKMuWdK40VQyLaOjGA0rIT8tmtYPs5vE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WAY5EKx4LlnRB5e3vWXpLnXclWb9s4tHePs-SAr3RfT90ZvfbCnlarhYH3_KyDbtezhsU-nR8sXV6bBD9MgYlKMuWdK40VQyLaOjGA0rIT8tmtYPs5vE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uq-m-j5X8-0sAz_tloY4BiKCdhOPyHv0fIXlUApcf77pdxCgbE8p6bnTJDrCsQs3LWbKFfk6Vj6TbIc4g0bVpmTfkNrEyAtAxTbHdOUefHJxYwg2Ug_dZl&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uq-m-j5X8-0sAz_tloY4BiKCdhOPyHv0fIXlUApcf77pdxCgbE8p6bnTJDrCsQs3LWbKFfk6Vj6TbIc4g0bVpmTfkNrEyAtAxTbHdOUefHJxYwg2Ug_dZl&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ZKaWxy3QaP3owsN0X_bVZI0VaBznsBMqhkmCT-fjevl-iEMS_pbOTygJ-lxPdtB9SMc4UkIJAOA0MqKJTxEtR-92lyqTA_3pvskkSNMguTz5nZjC1ARw1&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ZKaWxy3QaP3owsN0X_bVZI0VaBznsBMqhkmCT-fjevl-iEMS_pbOTygJ-lxPdtB9SMc4UkIJAOA0MqKJTxEtR-92lyqTA_3pvskkSNMguTz5nZjC1ARw1&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ns/navi?dbcode=CJFQ&baseid=JMSJ
https://kns.cnki.net/kns/navi?dbcode=CJFQ&baseid=JMSJ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ZKaWxy3QaP3owsN0X_bVZI0VaBznsBMpHicfr809bXmM4HYgcC9fRB2y6RoMb98XAhPR3l2rzEVxAIjJfItIAAKcZl34_KIrgtrqeaI3-MUavlK4ihgw7&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sZKaWxy3QaP3owsN0X_bVZI0VaBznsBMpHicfr809bXmM4HYgcC9fRB2y6RoMb98XAhPR3l2rzEVxAIjJfItIAAKcZl34_KIrgtrqeaI3-MUavlK4ihgw7&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ns/navi?dbcode=CJFQ&baseid=ZYJU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uYGmZm7-xbOaWKJRurGY0Fv2AE18kaLOBndo2FuNRrqaxLbaGitJsUB5xacyoq5stjqv4sq7xfiseKK9dUX89ROkjoDRvrs9s9_eOKQbjElfM4y3SIwxMr&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eK9vp3KgfwuYGmZm7-xbOaWKJRurGY0Fv2AE18kaLOBndo2FuNRrqaxLbaGitJsUB5xacyoq5stjqv4sq7xfiseKK9dUX89ROkjoDRvrs9s9_eOKQbjElfM4y3SIwxMr&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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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科研项目和

已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建议 1000 字左右）

在过去五年，项目申报人在教学改革、科研项目和指导学生“双创”大赛方面，

取得一系列工作成绩。

2.1 项目申报人近五年承担的教学改革项目

[1] 2023 年 3 月，主持“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材料类专业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深圳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编号：dwzz22159）；

[2] 2021 年 10 月，牵头“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材料工程技术专业群）”，

广东省教育厅项目；

[3] 2021 年 10 月，主持“高职材料类专业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与实践”，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

[4] 2019 年 05 月，主持“高职材料工程技术专业创新工匠型人才培养路径探

索”，全国石油和化工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研课题（编号：HG2019060）；

[5] 2017 年 10 月，主持“基于 OBE 理念的‘六融合’重点建设专业（材料工

程技术专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

2.2 项目申报人近五年承担的纵向科研项目

[1] 2022 年 10 月，主持“广东省先进电池材料研究创新团队”，广东省教育

厅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22KCXTTD055）；

[2] 2022 年 9 月，主持“基于 MOFs 的无负极锂金属电池集流体界面设计及电

化学性能调控”，深圳市科创委课题（项目编号：6022210089K）；

[3] 2021 年 8 月，主持“无负极锂金属电池集流体界面设计、制备及电化学性

能调控”，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21KTSCX278）；

[4] 2019 年 1 月，指导学生主持“双碳保护结构的氧化物基复合负极材料的制

备及高效电化学性能研究”，共青团省委课题（项目编号：pdjh2019b0857）；

[5] 2018 年 7 月，主持“基于三维微纳结构碳气凝胶调控及双保护策略制备过

渡金属氧化物基负极材料及储锂机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2018A030313371）；

[6] 2018 年 4 月，主持“自支撑三维微纳结构的碳气凝胶基复合负极材料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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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储锂性能研究”，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7GkQNCX061）。

2.3 项目申报人近五年指导学生“双创”大赛

[1] 2022 年 7 月，指导学生获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省赛金奖，第一指导老师；

[2] 2021 年 12 月，指导学生获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国赛铜奖，第一指导老师；

[3] 2021 年 8 月，指导学生获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省赛金奖，第一指导老师；

[4] 2021 年 7 月，指导学生获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广东省一等奖，第一指导老师；

[5] 2020 年 12 月，指导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高分子材料“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二等奖，第一指导老师；

[6] 2020 年 10 月，指导学生获第八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二

等奖，第一指导老师；

[7] 2019 年 12 月，指导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高分子材料“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二等奖，第一指导老师；

[8] 2018 年 10 月，指导学生获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

大赛指导学生一等奖，第一指导老师；

3.校级或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开展情况（含立

项和资助等）（建议 500 字左右）

本项目已具备前期研究基础与学校校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立项支持。

[1] 高职材料类专业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校级项目. 罗大为主持，3 万，2021 年 10 月。

[2] 基于 OBE 理念的“六融合”重点建设专业（材料工程技术专业）. 深圳职

业技术学院校级项目. 罗大为主持，12 万，2017 年 10 月。

项目负责人与深圳市新材料行业协会、深圳市高分子行业协会和深圳市电池行

业协会保持密切联系，近三年，带领项目团队成员多次深入协会开展人才需求调查

与分析，获得了丰富的调查资料、统计数据和分析结果，熟知深圳市新材料产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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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求状况，并于深圳市 80 多次新材料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并挂牌校外实习基地，

为“科教融汇视角下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项目的研究打下坚实

的基础。

项目负责人 2009 年 7 月开始在深圳从事职业教育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材料

类职业教育，多次参与高职院校材料类专业的专业建设与教学实践。项目组的团队

由具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研究背景和丰富的教学改革经验的人员组成，7名具有博士

学位，2教授，2名副教授，3名讲师，人员结构合理，都是高职院校的专职教师或

教学科研人员，在课题相关领域都取得过科研成果，并有充裕的时间做好课题研究

工作，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完成研究任务，大量的前期工作为本课题的深入研究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五、保障措施

1.学校教改项目管理和支持情况（建议 1000 字左右）

学校规章制度齐全、政策支持到位。为了加强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工作的管理，

学校 2001 年制定发布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深职

院〔2001〕173 号文），2014 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深职院〔2014〕27 号文）。该

办法对项目申报与评审、研究进度检查、经费资助与配套、结题鉴定与验收等事项

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为了规范项目经费管理，学校 2015 年发布了《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试行）》〔2015〕73 号文），2019 年和 2021 进行了修

订（深职院〔2019〕226 号文、深职院〔2021〕21 号文）对经费的收入与支出、预

算与决算管理作了严格细致的规定。为了调动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研究的积极性，学

校将省教改项目纳入教师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的教研成绩计算。

对于获得省厅立项的教改项目，学校严格执行省厅 2012 年立项通知的规定：

“对省财政资助项目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配套资助，对非资助项目按 3万元的标准

进行资助。”

制度保证、资金支持、考核推动，三大措施有力地支持了学校教师开展教改实

践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