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西昌学院地处国家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四川省首批应用型整体转

型试点本科学校和国家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

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学校。学校坚持“应用性、地

方性、民族性”办学特色，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

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抓手，以课程建设为主阵

地，扎实推进培养“技术强、素质高、用得上、下得

去、留得住”的应用型人才。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

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而不同的专业实践教学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本文

探讨的是计算机类和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实践教

学。因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学校所在

地凉山州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之一，这里的

计算机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薄弱，难以为学生提供

集中实习、实训和实践的实际环境。因此，西昌学

院信息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我院）提出并探索实践

了一种“课堂迁移+产业学院”的实践教学模式，利

用经济发达地区政策优势、行业优势和企业人才优

势整合实践教学资源积极开展实践教学，通过近几

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能够有效促进民族地区高

校计算机类和电子信息类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课堂迁移+产业学院”模式

1.1课堂迁移

1.1.1地区的选择

课堂迁移主要核心是“走出去”，将实践教学放

到经济发达地区进行，利用经济发达地区政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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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行业优势完成本地区无法实现的实践教学。近

几年来，我院主要的合作方是江苏省无锡市“无锡

高新区紧缺人才实训学院”，建立了“无锡实践教育

基地”，该基地是为响应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

济转型发展的号召，无锡市政府率先提出了人才先

行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全国各地本科院

校大学生到无锡就业，并为每个就业学生提供上岗

前8 800元的岗前专业实践培训费用。2007年无锡

高新区管委会与全球著名企业 IBM公司合作共建

“IBM软件及服务外包人才实训基地”，在此基础上

组建了“无锡高新区紧缺人才实训学院”（无锡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我院于 2014 年启动了与“无

锡-IBM软件及服务外包人才实训基地”合作的事

宜，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无锡基地已成为我院

‘3+1’工程人才培养与高端就业的优秀平台。为了

深度推进“教、学、做”等融合发展，西昌学院与无锡

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于2018年6月正式签订了“校校

合作协议”。

1.1.2 班级的组建

为充分利用经济发达地区政策优势和行业优

势，2014年，我院启动了与“无锡－IBM软件及服务

外包人才实训基地”合作的事宜。每年6月，我院针

对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打破原有班级建制，在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和电子科学技术 3个

专业中采取“自愿报名，综合考核”的方式组建“无

锡课堂迁移班”。8月起将该班的教学课堂迁移到

“无锡高新区紧缺人才实训学院”进行，完成为期 3

个月的实训。实训结束后，学生分散至无锡相关 IT

企业进行实习直至就业。近5 a来，累计完成课堂迁

移的学生人数为215人，如表1所示。

1.1.3实训内容

课堂迁移的实训内容主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开设课程为标准日语、Java基础、JSP技术、Oracle基

础、软件测试技术、SSH框架技术、职业素养、Java项

目开发实训总评共9门，计860学时，54学分。

为了解决“无锡课堂迁移班”大四学年人才培养

方案所需要学习的相关课程的学分问题，我院率先

在学校内采用了学分置换。拟定了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工程和电子科学技术3个专业的课程置

换方案，实现了课堂迁移与完成学业两不误。

1.1.4 保障条件

课堂迁移是一种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

区合作、IT行业发展滞后与 IT行业发达地区互补的

新的实践教学模式。为了保障实施，首先，成立了

领导小组，并设立基地管理机构，制定《信息技术学

院无锡课堂迁移管理办法》，为基地建设提供组织

和制度保障；其次，建立了一支既能够进行理论教

学又能够进行实践教学的队伍，实行专职与兼职指

导教师制，专职教师相对固定，兼职教师按实践教

育基地建设需求实行流动管理；第三，课堂迁移教

学评价体系，采取基地建设与管理评估、课程评估、

优秀教师评选、教学研讨等方式监控教学质量；第

四，全力服务学生，减少学生负担，如从2020届毕业

生开始，学生论文开题我院专门组织老师前往基地

开展论文开题答辩，避免学生从无锡-西昌两地来

回跑动。今后也将根据学生人数等实际情况，学生

毕业论文答辩考虑派教师前往基地进行组织开展。

1.1.5 课堂迁移效果

通过近5 a的实践证明，学生实训实习结束后，

有90%以上的学生完成了与实习单位的签约。主要

签约单位有：无锡凌志软件有限公司、无锡文思海辉

软件有限公司、微创软件有限公司、恩梯梯数据(中

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易保科技有限公司、六米科

技、远江盛邦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沃可贝得科技有限公司等。

这种课堂迁移的方式，解决了民族地区高校实

践教学的窘况，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实践动手能力，

提高了学生就业专业对口度和就业质量。

2 产业学院

2.1 ICT产业学院

西昌学院地处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之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处于非中心城

市。近年来，在人才引进上遇到了较大的困难，特

别是 IT行业的急需人才。因此给计算机类和电子

信息类专业的教学带来了困难，主要的问题集中在

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知识更新慢和行业经验缺乏几

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是解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瓶

颈问题。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

发展战略性之一，早在2010年国务院就出台了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该文件指出：加快建设宽带、泛在、融合、安全

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

代互联网核心设备和智能终端的研发及产业化，加

表1 课堂迁移学生年度统计表

人数

课程迁移数/门

2015

31

9

2016

29

18

2017

36

18

2018

60

18

2019

59

27

年份

陈万兵，等：民族地区高校“课堂迁移+产业学院”实践教学模式探索——以西昌学院IT专业为例 ·· 97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3卷

快推进三网融合，促进物联网、云计算的研发和示

范应用；着力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

高端服务器等核心基础产业；提升软件服务、网络

增值服务等信息服务能力，加快重要基础设施智能

化改造；大力发展数字虚拟等技术，促进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1]。为应对社会对新一代信息类人才的需

求，我院以新工科为建设背景，主动与企业深度探讨

产学合作思路，就信息类专业采用共建实训环境、师

资互聘、课程置换等多种合作方式加快工程教育改

革创新。为此，我们建立了“西昌学院-讯方技术 ICT

产业学院”（以下简称产业学院）。产业学院2018年

立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西昌学院投入

400余万元专项经费校企共建 ICT综合实训基地,率

先在二级学院层面建立产业学院理事会。通过项目

建设，强化校企融合，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

产业学院的主要核心是“请进来”。如果说课

堂迁移解决的是民族地区高校 IT行业实践大环境

的问题，那么，产业学院解决的主要是民族地区高

校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

2.2 支撑的课程

“西昌学院-讯方技术 ICT产业学院”的建设是

为有效实施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3个 IT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计算

机网络、通讯课程（群）等工程实践实训教学，并结

合行业发展，融合产业需求，校企协同培养专业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强学生专业应用技能，提升学

生参加各类专业技能竞赛能力。

ICT综合实训基地的建设，改变了专业实验课

程过多附属于理论课程的传统模式，在移动通信、

固网通信、数据通信等实训平台上，支撑“基础性实

验—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实训—创新性实验”

多层次模块化实验教学体系，缩减验证性实验比

例，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比重，提升应

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2.3 特色与优势

产业学院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企业与校方

发挥各自优势，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引入到通信、

网络等信息专业建设上来，强强联合，以共建产业

学院的形式进行合作。企业将整合行业优势资源，

设备、师资、技术等资源引入校方，以产业学院为依

托，与学校在专业设计、课程改革、师资提升、工程

实践、培训认证、实习就业、竞赛支撑、联合研究、学

生服务和在线学习等10个方面与学校深层次合作，

提升校方的整体教学水平及人才培养质量。借助

企业的资源，校方充分发挥其教学实施与管理的优

势，提升校方竞争力。进行“协同教学、协同育人、

协同就业、协同创新”的校企产教深度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和实施，促进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

企业发展的合作共赢。

2.4 效果

通过 ICT产业学院项目的实施，主要效果体现

在：一是培养了一批校内中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和教学水平，让教师积累了业界实践经验，促进教

师职业发展，得到师资培养计划的帮助，提高技术

技能，提升师资水平。二是搭建了电子信息类专业

的实践教学平台，具备 ICT相关的职业认证，面向在

校大学生，传递 ICT技术与产品知识，让学生在校内

就掌握全球领先技术，获得国际认证，贴近企业岗

位需求。三是可以参加 ICT相关的各种讲座、大赛、

实习生计划等活动，提升综合素质。近3年来，我院

3 个 IT 类专业在“信息安全大赛”“电子设计大赛”

“计算机设计大赛”“挑战杯”等大赛中获得国家级、

省级奖励50余项。四是深化校企合作，企业讲师进

校园课堂主讲，解决了民族地区高校 IT行业教师数

量不足、教师知识更新慢和行业经验缺乏的窘况，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3 结语

本文提出的“课堂迁移+产业学院”实践教学模

式，通过近几年来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它

的探索和实践解决了民族地区高校缺乏 IT行业实

践大环境、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知识更新慢和行业

经验缺乏的窘况，提高了计算机类和电子信息类专

业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

办学水平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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