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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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 
 罗颖、王喜、刘文军、何亮、伊雯雯、  

陈园园、黄金晶、方一新、王发华   

成果完成单位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协同创新智能制造装

备有限公司、 苏州申浪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申报学校名称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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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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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在智能制造领域工业互联网技术中数据上云及可视化关键技术的背

景下，紧随产业转型，服务国家战略，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紧缺人才。针对课程体系与岗位对接存在“偏离、

错位、滞后”等问题开展探索与实践。从 2015 年开始，学院联合苏州协

同创新、苏州申浪信息等一批地方企业培养人才，遵循理念重塑、团队重

组、平台重建、课程重构、产学重叠的“五重构建”人才培养模式设计理

念，采用“企业出题，团队解题，成果育人”的路径，实现岗位向教学转

化，形成“岗课赛证创”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丰富了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理论体系。经过 4 年的实践运行检验，培养了大批符合企业需求的

学生，获得丰硕奖项与优质案例。 

 

主

要

完

成

人

情

况 

1 

姓名 罗颖 单位及职务 
软件与服务外包

学院副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2016 年起担任软件与服务外包学院教学副院长，并担任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专业带头人，对整个成果进行总体设计规划，并梳理出 “岗课赛证创”

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成果的实施，并主持具体项目实

施。 

 



2 

姓名 王喜 单位及职务 
软件与服务外包

学院院长助理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探索“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做为

专业带头人负责专业建设，开展校企深度合作，进行学生学习团队的组建，

指导学生参加竞赛，落实学生学习效果评价。 

3 

姓名 刘文军 单位及职务 
软件技术专业带

头人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骨干专业软件技术专业带头人，探索“岗课赛

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负责“岗课赛证创”

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岗课赛创等项目具体方案的实施 

4 

姓名 何亮 单位及职务 
网络技术专业带

头人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网络技术专业带头人，负责“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下云计算技能人才培养和师资培养，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并将赛

项技术技能转化为课程教学资源，作为国培省培任课教师培养全国大赛指

导教师。 

5 

姓名 伊雯雯 单位及职务 
云计算技术专业

教研室主任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教研室主任，探索“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负责“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下中专业建设中岗位定位、课程建设、技能竞赛等具体方案的实

施。 

6 

姓名 陈园园 单位及职务 大数据专业教师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在成果建设期间，探索“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研究课程内容，结合岗位课程赛项，建设各类课

程资源。 

7 

姓名 黄金晶 单位及职务 校企合作专员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在成果建设期间，探索“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指导学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云计算技术

与应用赛项一等奖 1 项，并获得国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1 项。 

 8 姓名 方一新 单位及职务 
软件与服务外包

学院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以智能车间为专业群的服务主体，与在苏工业互联网代表性企业开展全面

合作。探索“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路径，

负责学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围绕典型案例，开发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资源。 

9 

姓名 王发华 单位及职务 

 苏州申浪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专业技术职称 
产业教

授 

主要贡献 

（100 字内） 

本成果实施期间，带领申浪科技建设的姑苏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作为州

市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及模拟试验基地；代表苏州申浪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和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进行工业互联网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贡

献 

1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成果建设期的贡献： 

①学院高度重视教学改革，从政策、经费等方面制订系列的支持措施，为项目研究提供

有利保障。 

②学院在国家高职专业建设中所取得的系列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经验，确

保本研究方向的正确性和针对性。 

③在学院领导下，项目组人员与时俱进，树立新的人才观、质量观和教学观，于 2015

年结合实际提出了本研究课题，成果所在专业群被列学校重点建设专业群，使本成果各

项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2 

苏州协同在成果建设期为教学改革提供贴合智能制造产业的有力支持： 

①全面参与软件学院建设工作，参与专业群人才培养规格的论证以及协助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  

②深度践行人员共享、双岗双聘，校企组建协同研发中心、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创新应

用实验室，研发团队密切协作，共同承担企业横向课题 5 项，并共同开发课程。 

③校企共建工业大数据实验室、工业云与大数据研发平台，为贴近企业生产场景的实训

环境建设把关。 

3 

苏州申浪与校方围绕“岗课赛证创”一体的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改革提供

工业互联网方面的支持，主要体现在： 

1.王发华获批省产业教授，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申浪工业互联网学院”院长，参与

专业群人才培养规格的论证以及协助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2. 与学院合作开展“申浪工业互联网班”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3. 企业与学院合作申报苏州市教学成果奖获一等奖。 

4. 校企合作申报科研课题 4 项，合作开展专利申报和项目研发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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