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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让“科研”成为学院前行的助推器

方雪梅

高职院校未来

的竞争，从根本上

来讲是人才培养与

科技服务的直接较

量。早在新世纪初，

教育部《关于加强

高职高专教育人才

培养工作的意见》，

就将高职院校的科

研工作摆上了“兴

校之计”的重要位

置，要求高职院校

以科技成果推广、

生产技术服务、科

技咨询和科研开发为主要内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对应这一要求，学院自 2002

年改制以来，积极寻找学院科研工作的准确定位，努力完成“两个结合”，即将

科研工作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使科研工作既服务于学院“现

代班组长”型人才培养，又服务于江阴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实现“科研工作”、

“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三位一体”。目前，学院建成了“江苏省信息

融合软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江苏省服装实训基地”、“江苏省软件与服务

外包实训基地”和“江苏省外包服务培训基地”；拥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

省高校哲社课题、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省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项目等省级

以上项目及课题近 30 项；2012 年学院首次申报省自然基金项目，青年教师屠莉

的“不确定数据流聚类关键技术研究”被立为青年基金项目，并获得江苏省科技

厅 20 万元资金资助；学院拥有授权专利 48 项，其中发明专利 15 项……科研工

作推动学院事业发展、服务社会的成效日益显著，成为畅通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

的“立交桥”。

服务人才培养，促进学院内涵发展

科研工作只有深度融入人才培养，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水平提高的“倍增器”和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发动机”。

科研工作融入人才培养，首先是重视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紧紧围绕

“现代班组长”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就业导向、素质教育等，开展有针

对性的研究。早在2006年，学院成立了“高职研究室”和“学院文化中心”，编

写完成了《双手的力量——班组长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分教育思想篇、教学

改革篇、道德教育篇，计80万字，全面梳理了学院世纪初提出并实践的“班组长”



人才培养模式，还围绕人才培养编写出版了《现代企业班组管理》、《高职生成功

导引》、《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研究》等近10部编著。

2012年，钱红院长主编出版了《十年求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论文选》，从办

学探索、理论研究、教育管理、教学改革等七个方面展示了学院教师对高职教育

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在教学实践领域，则从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重点建设专

业、特色专业等教育教学的热点问题入手，深入研究符合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的

人才观、质量观、教学观、就业观。学院建成了2个国家级重点建设专业、6个省

级特色专业（群）和3门省级精品课程、13门市级精品课程。“班组长——高职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课题于2007年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高

职服装设计专业‘工艺单’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推广” 于2009年获江苏省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将科研融入人才培养，很突出的一点是抓学生参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让学生深入一线，“零距离”接触科研，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最为有力的途径。

学院坚持让教师到企业去找横向课题、找科研项目，让学生参与教师的项目和课

题，促使学生结合生产需要选题，结合工程实际研究，把课题研究、项目开发与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结合在一起。近年来，依托校内的“江苏省信息融合软件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江苏省服装实训基地”、“江苏省软件与服务外包实训基地”

和“江苏省外包服务培训基地”以及专业实验室，在校外与100多家校企合作单

位建立了一批产学研联合基地，做到校内校外有机衔接，引导学生到生产实践中

去，在实践中“接地气”，让企业的技改项目和攻关难题成为学生实践技能训练

和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的首要来源，着力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近几年，

我院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结合地方工程需求和企业研发项目的超过了60%，有19

篇作品在江苏省本专科毕业设计(论文)评优中获奖，其中有5篇获一等奖。管理

系陈冉等四名同学还参与了徐霞客旅游文化研究课题，《徐霞客精神解读》、《〈徐

霞客游记〉与旅游学》等4篇论文日前顺利入选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会刊《徐霞客

研究》（第25辑）。通过学生参与企业科研项目和社会服务项目，学生的知识结构、

实践能力、职业素养得到明显提高。近年来，在国家级职业技能、机器人、创意

设计等竞赛中共有师生21人次获奖，其中如“华东地区第三届嵌入式系统创新设

计应用竞赛”、“IEEE 标准电脑鼠走迷宫”等项目中6人次获一等奖。在省级职业

技能、机器人、创意设计等竞赛共有师生165人次获奖，其中如“江苏省高校数

学建模大赛”、“江苏省高校室内装饰设计大赛”中16人次获一等奖。

聚焦科研优势，服务地方产业升级

无数事实表明，任何远离企业和市场的闭门造车式的科研，都注定是盲目、

无意义的徒劳。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和科研优势为地方产业升级服务，成为学院

的重点科研方向。近几年来，学院确立了以各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为载

体、以横向合作项目和技术服务为重点的科研工作思路，扬长避短，因地制宜，

结合企业的需求在“短、平、快”上多做文章。

针对江阴不少企业升级换代的情况，学院鼓励专业教师参与企业的技术研

究、开发工作，成为“星期天工程师”。如电子系为协青机电、信灵电子、华凯

电子、国信航空、科达仪表等企业开发产品 10 余个品种；化纺系计建洪老师的

污水处理在江阴已经打出名气，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艺术系的倪红老

师则为江阴源润纺织进出口有限公司研制了“基于精毛纺面料力学性能的服装缝



纫平整度等级客观评价系统”，2009 年被江阴市科技局立项，得到了 5万元的资

金资助。近几年，学院还与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共建研发中心或实验室，并

以此为载体开展技术服务。如 2008 年机电系与鑫裕装潢材料有限公司合作，公

司先期投入风险资金 30 万元，建立“新功能材料研发中心”，双方共同开展“热

型连铸（OCC）超弹记忆合金研究”，机电系教师自主研制成功了热型连铸设备，

并先后拉制出单晶铜、单晶铝、超弹记忆合金铸丝，申报了两项发明专利和两项

实用新型专利。近三年，来自企业的横向课题立项达到了 56 项，“超声聚焦无损

伤海扶技术手术刀”、“计算机辅助工时定额器”、“路桥全封闭弹性结合件”、“丙

烯酸钠与醋酸乙烯酯聚合生产高强度吸水性树酯”、“能将基准刻度线画出的体温

表基准刻度自动标定刻线装置”、“按不同刻度范围自动分拣的体温表自动分类分

拣装置”和“体温表自动分类分拣随行夹具装置”等 20 多个科研项目已获得成

功。

同时，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引导科研工作者把论文更多地写在车间里、

工地上，真正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化纺系项本平、陈亚萍老师研发

的“氧化-交联淀粉上浆器”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效果很好，得到了丹阳一家企业

15000 元的成果转让费；计算机系依托“江苏省信息融合软件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不少研究成果迅速被运用到机关单位或企业的日常运行中。如吴懋刚主持

的“展望软件创新中心”为江阴市公安局开发了机房监控点自动观测系统、车牌

车标识别系统等，已经投入实际使用且性能稳定。潘永惠副院长主持的“江阴市

花家坝社区数字化管理与服务的应用示范研究”，被江苏省立为重点社会发展项

目，和机电系共同开发的“温度计自动刻线装置”也是省级成果转化项目。机电

系不仅拥有“超弹性记忆合金材料”省级成果转化项目，“高强度高塑性高阻尼

锰基记忆合金及其制备方法”在 2011 年转让给无锡市科虹标牌有限公司独占许

可企业有偿使用四年，实现了我院的首个专利转让；徐丽红等老师研发的“多功

能弹性管接头”也已在江阴诺亚不锈钢有限公司投产。电子系以吴震大师工作室

为平台的科技服务团队，为霞客镇研发的“智能型污水排放监控系统”被立项为

江苏省 2012 年度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项目，并获得江阴市科技进步奖。这

些科研成果的转化，为企业和产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扎实的服务。

高职院校的科

研工作不仅要服务

企业发展，更要推

动甚至引领企业发

展，最终成为行业

标准、人才标准的

制订者、修订者，

从而走在产业发展

的前列。近年来，

我院电子系、机电

系、化纺系教师多

次参加行业标准的

制订或修订工作。

今年 5月 13 日，我

院机电系青年教师

许洪龙老师参加了



中国《手风琴通用技术条件》标准审议会和手风琴簧片研发基地工作汇报会。之

前许洪龙老师起草了手风琴气密性检测的标准，在会上他就检测原理、试验方法、

数据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在现场进行了实际演示，为手风琴行业解

决了琴体密闭性量化检测的一个难题。

“高职院校一不留神很容易被边缘化，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学校各方多管

齐下，及时搜集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的科研信息，整合资源，主动与企业取

得联系，通过为生产企业解决问题，让企业更好地了解我们学校。” 学院科技处

处长介绍说。2012 年，学院成功注册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科学技术协会账号，为

老师的科技创新、科技服务、科技咨询提供了便捷的平台。为在第一时间将获取

信息发布下去，年初科技处还在网上注册了学院科研 QQ 群。老师申报课题的积

极性明显增强，2013 年学院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4 项、省规划

课题 13 项、省自然基金课题 5 项以及省哲社课题 7 项。

对接地方战略，服务区域社会发展

学院必须把自身的发展与地方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促进地方发展中实现有

为有位，把学院拥有的人才优势、创新优势和智力优势不断转化为地方发展优势。

近年来，学院围绕江阴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战略目标，集中对接地方重大战略需

求，强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着力打造一支高效的科技咨询团队，为

政府出谋划策，特别是在理论上提供有效依据。

在“城市发展”方面，2010 年，我院为市经贸局开展江阴国际化发展思路

研究，为发改局进行江阴创新型发展研究，还为市科协起草了《江阴市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十二五”规划》；2011 年，我院围绕江阴城市能级提升、江阴市民消

费品质提升两个项目积极开展研究，为市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提供了重要依

据。在“繁荣大文化”方面，学院先后开展了“江阴文化发展战略”、“吴文化”、

“徐霞客旅游文化”和“江阴地税文化”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较高水平的研究

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编著，其中《盛开在边缘的花朵——中国女性诗歌

研究》荣获无锡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 年，管理系赵爱

民的“两淮盐商文化遗迹开发整合研究”，获得了中国商业史学会立项。同时学

院利用“小样设计室”、“服装技能鉴定站”、“体能测试中心”等处于领先地位的

实验中心对外开展技术服务。在“农村建设”方面，管理系佟磊、刘亚珍老师组

织科技下乡团队，为江阴市顾山镇漍东漍东村把脉，从村的愿景规划到产业转型

和村民福利等对未来五年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划，开创了江阴市村级十二五规划

的先河。该项目于 2012 年被评为无锡市厂会合作优秀项目。

此外，通过组织专家学者为地方政府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提高政策研

究能力，做服务政府和地方文化发展的“智囊团”。2006 年，江阴成立了“中国

江阴区域产学研战略联盟”，我院 70 多名有科技服务经验的老师进入产学研战略

联盟科技转化服务中心的专家库，涉及机械、电子、计算机、化工、纺织等多个

行业。2010 年还参加“江苏省教授博士柔性下企业”活动，曹红卫、倪红两位

老师先后成为该项目的受聘人。

经过10多年的探索，学院的科研工作走过了从播种、开花到结果的艰辛过程，

通过融入人才培养、服务产业升级、对接地方战略等，实现了“科研工作”、“人

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三位一体”。今后，学院将着力培养或引进科技领

军人物，努力打造跨学科、交叉型的优势科研团队，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

技成果，以“科技公司”技术研发为基础，逐步做成“高校产业园”，最终实现



科研产业化，并从机制、人员、政策等方面加以保障，如在科技成果推广上体现

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对教师实行效益提成，为教师参与科研提供学术假期

等，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相信，通过学院上

下的共同努力，学院的科研工作一定会从花开满园走向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