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申报公示信息表

成果名称 跨组织协同 跨院系协调 跨专业协作—“工科+商科”综合实训体系的重构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
杜 萍，蒋道霞，符学龙，嵇正波，刘锦翠

刘 军，赵 燕，笪林梅，高 阳，陈强兵

成果完成单位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学校名称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完成人是否为现任学校领导（如不是请填“否”，如

是请填写具体职务）
副院长

是否曾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未获得请填“否”，

曾获得请填写获奖时间、授奖部门及奖级）
否

成果简介

（300字内）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直面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产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使命，

针对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紧密度低、实训室建设同质化、学生技能结构单一等问题。2011

年起，学校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经过持续探索，先后提出文工交融、工管融合人才

培养理念，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综合、开放、共享的“工科+商科”实训体系，并经长

期实践，形成了本成果。成果以培养学生“技术素养+管理能力”的“工管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为目标，以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职业需求为抓手，政行企校协同，通过产业链、

人才链、专业链、课程链“四链集成”，跨组织协同、跨院系协调、跨专业协作，重构“三

位一体、三阶递进、二元共生、二全覆盖”的“3322”综合实训体系。

主

要

完

成

人

情

况

1

姓名 杜 萍 单位及职务 副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教 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校企合作、质量管理，统筹“工管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及“工科+商科”综合实训体系重构，组建跨专业教师团队，负责与政府、行

业、企业与校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推进成果方案的落地与实践。

2

姓名 蒋道霞 单位及职务

智能制造综合实训中

心主任/智能工程技术

学院党总支书记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协助完善“工管融合”项目的顶层设计，推进建设方案论证和实施，落实智能制

造综合实训中心建设，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统筹教学成

果报告与项目实施过程，落实成果核心思想和实践工作方案。



3

姓名 符学龙 单位及职务
智能制造综合实训中

心副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协助项目规划、论证与实施，落实资料收集，服务合作企业技术革新，协助智能

制造综合实训中心建设，完成成果理论整理、实践研究和教学反馈。实施项目研

究总体目标及工作方案，落实拟定成果研究报告和调研报告。

4

姓名 嵇正波 单位及职务

智能制造综合实训中

心副主任/南通超达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科技

副总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协助项目规划、论证与实施，与合作企业沟通协作，服务合作企业技术革新，落

实产教融合真实产品加工，申报省产教融合实训平台，落实智能制造综合实训中

心建设，统筹项目实施过程，凝练成果核心思想和实施工作方案。

5

姓名 刘锦翠 单位及职务
发规处、质量办

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等工作，开展“商科+工科+智能”专业建

设思路研究，将工科、商科综合实训课程纳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推进“工管

融合”理论研究，将人才培养模式成果固定为学校经验与特色。

6

姓名 刘 军 单位及职务
智能工程技术学院

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完成部分项目研究和成果申报的规划，根据项目组成员的特点，分配任务；整合

资源，协调指导老师与学生相关工作，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具体工作，贯彻

项目化教学改革思路，指导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

7

姓名 赵 燕 单位及职务
智慧商科综合实训中心

副主任（主持）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中心日常工作，负责制订中心工作职责，完善中心运行机制。负责与企业沟

通与交流，组织完成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工作；负责中心实训指导教师的管理和培

训，参与“工科+商科”多专业综合实训体系的理论研究。

8

姓名 笪林梅 单位及职务 智能工程技术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开展项目研究与实践，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竞赛，指导学生完成省市级科技创新创

业大赛。探索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在校企合作、教育理念、条件保

障等多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建设思路，为项目的顺利完成做出积极贡献。

9 姓名 高 阳 单位及职务 创新创业学院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协助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实施“3322”人才

培养模式；积极参与理论研究，2015年主持省级教改课题 1项，指导学生进行大

学生实践创新项目，作为商科综合实践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综合实训。

10

姓名 陈强兵 单位及职务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兼法人代表
专业技术职称

主要贡献

（100字内）

总结中国企业数智化与管理经验，提供数智化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将企业信息化、集团管控、内控与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业务流程技能和

企业真实业务场景转化成为教学场景，使学生完整清晰认知企业。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贡

献

1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校集聚优势资源，整合智慧商科、智能制造两大实训平台，跨组织

协作、跨学科协同、跨专业协调，从人员配备、设备采购、资金配套、实践场地和政策扶持等

方面给予支持。“工科+商科”综合实训体系具有多专业交叉融合优势，教育科研基础较好，具

有显著优势，易于形成团队合力。整合跨专业教师团队，有利于专业间培育出新的交叉点，有

助于形成新理论、新成果、新做法。深化校企合作，为合作企业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持。学

校办学规模日益扩大，经费来源逐步稳定，具备教改项目实施资金保障能力。

2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校企深度融合，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落

实“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2016年，由江苏省财政厅、学校、南通超达三方共同建设省级

现代模具智能制造与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全程参与智能制造综合实训中心建设方案论证，协助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教学课程建设与技术指导，提供岗位智能、人才需求与论证，形

成以“学校——模具工程技术中心——企业”三元协作共同育人机制，在学习和工作交替过程

中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

3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合作共建江苏财经·用友会计学院，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完善实践课程体系建设。2014年合作共建江苏财经·新道创新创业学院，企业成为学院的实习

实训基地、就业基地和“双师”师资培训基地，合作编写出版《智慧商科多专业综合实训教程》

等教材。合作举办 VBSE综合版教学师资研修班，为学生认知企业和企业管理，全面提升学生

老师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帮助老师学生掌握创新思维方法，提

升创新素养。

申报学校承诺

以上信息与该成果的申报表、总结报告及其他申报材料完全一致。

申报学校（盖章）：

2021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