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产教深度融合“双群对接、集成培养、团队输出”

工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的研究缘起与持续改革 

成果研究依托于 2012 年山东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立体

化打包式”连锁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贯彻教育部职业教

育“创新产教融合机制，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指示

精神，在 2012 年获批“山东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基础上，联

合如家、家家悦等 20 家连锁企业（含门店 5000 余家），经 4 年研究、5

年实践，构建实施了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理念的工商类专业群“双群对接、

集成培养、团队输出”人才培养模式。 

“双群对接”，是指将连锁经营企业“管理岗位群”分解为“运营管理岗、

营销管理岗、人资管理岗、物流管理岗”，学院根据这些岗位建设“工商企

业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物流管理专业”对接。“集

成培养”，是依企业人才订单项目组建学习团队（含运营、营销、人资、采

购物流岗位人才），同时，对培养过程、培养内容进行集成，培养学生具

连锁岗位技术技能，掌握同一行业特点、文化特质，形成同一行业认知和

企业认同。“团队输出”，是将经集成培养的团队，成建制企业就业，经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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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延伸培养（约 1-3 年），作为管理团队使用或开办新店，减少企业组

建团队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增加默契，提升协同效率。 

成果还采用了“三阶段、项目化、导师制”等具体手段落实该模式。“三

阶段”实施“2+1+N”培养，即 2 年校内学习，1 年企业顶岗，N 年延伸培养

1-3 年。“项目化”以项目驱动人才培养，1、2、3 年级分别实施教学、工作、

生产项目培养，毕业后 N 年实施成长项目培养。“导师制”为每团队配校企

各 1 名导师，指导其完成全部学习过程。 

成果构建了 3 个平台：连锁经营实训平台（含 10 个实训室）、连锁

经营创新平台（含 3 个校内研究所、院）、网络化资源共享平台（含 20

家企业及实习实训基地，3 家连锁相关社会机构）；3 个机构：连锁经营

管理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委员会、校企合作基金委员会、校企合作发展理事

会；3 套机制：建立了校企资源共建共享、师资互聘互培、校企合作评价；

以及高水平结构化师资团队：来自学院 53 位、来自企业 30 位，共 83 位

教师，学院连锁业“双师”比 82%。 

成果深度契合习总书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

式、办学模式”指示精神，每年为连锁企业提供准管理团队 40-50 个，并

提供人才新标准和培训服务，团队保有率、晋升率及门店绩效显著高于同

行，助推了行业发展。成果促进国家首批新文科教改等多项项目立项，发

表 CSSCI 来源期刊教研论文 6 篇。在山东商业职业学院、济南大学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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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所院校得到普遍推广。被《大众日报》、《济南时报》等省市媒体报道

10 余次，反响强烈。 

二、成果的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高职高专工商类专业同质化严重，培养模式单一。如何能够将该类专

业做到培养与就业“无缝对接”，适应企业需要，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企

业长期关注的问题。虽然多年来不少院校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实验，但是还

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1.“四链”衔接不够，教育、人才、产业贯通不足 

“教育链”对于“产业链”各环节特色化人才（管理团队）供给不足，对“人

才链”人才成长与终身学习供给不足，对“创新链”校企人才协同创新不足。

教育链未能与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有效连接、协同贯通。 

2.“专业”彼此游离，与新业态、新模式人才需求脱节 

高校各专业间知识、能力体系和培养模式彼此游离不融，缺乏特定行

业背景下的融合协同，难以满足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人才需求。 

3.人才孤立输出，团队协同成本高 

高校专业化培养、孤立性人才输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企业团队化

人才需求，以及组建人才团队的交易成本、运行协同成本、磨合时间、沟

通效率等被忽视。 

三、成果的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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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群对接”解决“四链”贯通问题 

“专业群”与连锁经营企业门店“岗位群”，在知识、能力、培养目标与方

案、课程与实践教学、评价等方面全方位对接，以校企深度融合打造基于

“校企命运共同体”平台的人才培养和成长环境，以“教育链”为抓手，实现

“四链”衔接与协同。 

（1）依据连锁经营企业职业岗位群的人才需求制定工商类人才培养

目标与规格。将工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连锁经

营管理人才，即培养具备先进连锁经营理念和扎实的管理理论功底，掌握

连锁经营职能管理方法和知识的企业储备经理。毕业生在 3-5 年内完成职

能部门基层工作人员→业务主管→总部或分店职能经理。 

（2）依据连锁经营企业职业岗位群所需人才培养目标制定课程体系。

工商类专业中每个专业针对其在连锁企业的职能岗位需求，调整了人才培

养目标和培养规格，重新构建了实现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课程体系。课程体

系由“通识课程+平台课程+专业课程+特色课程”四大模块组成。 

（3）依据连锁经营职业岗位群所需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实践教学体

系。为适应社会发展对连锁经营管理人才知识、素质和能力结构的需求，

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顶岗实习等学做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将教学

过程和企业工作过程紧密结合，按照生源特点和岗位需求，以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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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岗位适应能力和创新意识为主线，系统设计实践教学体系。 

（4）依据连锁经营职业岗位群人才培养目标制定素质教育体系。素

质教育体系主要由思想政治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职

业素质教育和创新（创业）素质教育 5 个模块构成。 

（5）构建实践能力导向的学业考核与评价体系。该项目以实践能力

培养为导向改革考试方法，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查和学生能力的评价。通过

过程考核与结业考核相结合、理论考试与实践能力考核相结合、校内导师

考核与校外导师评价相结合，构建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有

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业考核与评价体系。 

2.“集成培养”解决专业游离，人才供需脱节问题 

集成培养包括对象集成培养、过程集成培养、内容集成培养。 

（1）对象集成培养。将大一学生按照企业订单组建学习团队班，每

班含 3-5 个学习团队，同一学习团队的学生集合成一个整体，进行统一培

养。 

（2）过程集成培养。将学习分为“2+1+N”三阶段。2 年校内教学和工

作项目培养、1 年企业顶岗（企业付工资、学费、住宿费）完成生产项目

培养、毕业后（在企业入职）N 年（一般 1-3 年）完成人才成长项目培养。 

（3）内容集成培养。将某企业人才团队订单所需要的基本理论、行

业特点、企业文化、岗位知识等内容进行统一培养，使团队成员有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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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认知和企业认同。 

3.“团队输出”解决团队化人才需求及成长培训问题 

针对连锁业态分店扩张团队化人才需求，学生入学即依据企业岗位团

组组成学习团队，培养适应连锁业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高协同度、高

效率的人才团队，团队化输出到企业就业；采用“导师制”全程指导学生学

习成长，直至校企共同评价其达标成长项目要求。 

四、成果的创新之处 

1.“团队输出”的人才培养理念与定位 

新生入校，既以连锁经营企业分店管理团队为标的，组建学习团队班，

每班含 3-5 个团队，团队化学习、培养，团队化输出到企业就业，团队化

完成就业后的人才成长项目。紧密对接企业需求，大幅降低了连锁企业扩

张中组建分店管理团队的交易成本、团队磨合成本、协同成本和效率提升

成本。 

2.“2+1+N”三阶段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联合实施三阶段人才培养。将学程分为 3 个独立又密切联系的阶

段，实施问题导向、项目驱动的人才培养，第 1 阶段完成 2 年年校内教

学项目（依据专业课程体系）和工作项目（依据工作岗位职责体系）培养；

第 2 阶段，1 年企业顶岗实习，完成企业生产项目（基于企业生产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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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岗位协同）培养；第 3 阶段，毕业后 N 年，完成人才成长项目（基

于团队晋级、提升，体现团队成长、裂变）培养，直至校企共同评价其团

队达标，结束本轮次人才培养。 

体现了“校企命运共同体”理念，贯彻了终身学习理念，给予人才团队

的终身学习一个良好的开端，体现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3.形成了多个“集成培养”的体系、系统 

培养对象集成，形成学习团队班，每班含 3-5 个团队，学生走班学习

专业课，团队化完成项目学习，团队统一培养，这是学生学习组织的创新。 

培养过程集成，形成针对连锁行业的“2+1+N”三阶段项目驱动培养流

程，这是培养过程的创新。 

培养内容集成，形成 1 个对标连锁经营教学内容体系，包含通识教育

内容、专业教育内容和以项目为中心的多专业混合教育内容;3 个服务培养

内容的平台，包含连锁经营实训平台、连锁经营创新平台、网络化资源共

享平台;3 个保障培养内容的体制（连锁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委员

会，校企合作基金委员会，校企合作发展理事会）;3 个保障培养实施的机

制（校企资源共享共建机制，师资互聘互配机制，校企合作评价机制）。 

四、成果推广应用范围 

本成果自形成以来，在山东女子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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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3 个院系应用，同时受到兄弟院校广泛关注，济南大学、山东工

商学院、山东管理学院、山东协和学院等一批国内外高校来我院进行考察

交流，并在其学校进行推广应用，受益教师 470 人，受益学生 15900 人。 

高等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人才创新培养系列教材 2014 年由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吉林、四川、山东、湖北等省份和

地区，累计销量五万余册，使用效果良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1.学生受益、企业欢迎 

该模式帮助学生实现了知识、技能的高效统一，不仅解决了学生的就

业问题，而且解决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问题，提升了学生的发展潜质，

学生在一系列技能竞赛中获奖，表现出较高的竞技水平。学院每年至少向

连锁企业成功输出 40-50 个管理团队，根据学生毕业后两年、四年和六年

的持续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团队流失率低于其他院校毕业生 3 个百分点，

低于社会招聘 5 个百分点；团队晋升率明显高于其他院校毕业生及社招。

管理团队的门店绩效整体高于其他门店 20%以上，具有显著差异性。学

校被合作企业分别授予“战略合作单位”“最佳合作院校”“最佳实训生源基地”，

获济南市“市校融合发展战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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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丰富、效果显著 

总成果获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校企合作优秀案例二等奖和校级教学成

果特等奖，各项子成果分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5 项，省企业

培训与职工教育成果奖 3 项；出版系列教材 6 部、教研论文集 1 部，在

《中国高等教育》等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教研论文 6 篇，获山东省高等

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业群获批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培育立项

建设专业群，教师团队获批山东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取得了山东省

教学名师、国务院特贴专家、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本成果促进了国家

首批新文科教改项目立项 1 项，省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立项 2 项，省级

教学改革一般项目立项 4 项，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 12 项，全国商科教育

重点课题 8 项，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 5 项。 

3.助推产业、快速发展 

承担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课题 11 项，协助制定零售门店店长标准，编

写了行业培训教材《零售数字化营销》，为连锁企业培训管理团队已有

2100 人次。负责人张可成教授就本成果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校企合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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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任会议（每年 2 次）、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年会（每年 1 次）、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人力资源高峰论坛（每年 1 次）等会议上多次作专题报告，

对连锁企业人才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认为“该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了行业和企业的需求，

培养的毕业生广泛分布在如家集团、家家悦等大型连锁企业，其中 80%

以上担任各级管理干部，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4.示范辐射，推广交流 

成果完成以来，积极推广到兄弟院校的专科层次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获得了同行学校及教育科学研究机构的一致好评。包括山东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山东女子学院会计学院、旅游学院等，济南大学商学院，山东工商

学院金融学院、统计学院，山东管理学院会计学院、经贸学院，山东协和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受益教师 470 人，受益学生 15900 人。同时部分

师生也被交流到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马来西亚

思特雅大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该成果还受到教育部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教授，山东农业大学原校长助理、教务处长王汉

忠教授等专家学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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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体聚焦，反响强烈 

大众日报以《打造女性人才培养“生态链”——山东女子学院创新培养

模式形成鲜明特色》进行报道，认为该成果助推学生就业，成效良好。济

南时报以《先考察用人单位再实习》为题报道了专业实习改革。相关成果

新闻也多次见诸山东省教育厅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