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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6日-29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主办、

常州工学院承办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题研修班”在常州成

功举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姜恩来，常州工学院党委书记汤正华出

席并致辞。本次研修班邀请多位国家首批现代产业学院获批单位有关领导作报告或

进行经验分享，来自全国高校分管校领导、教务处长以及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相关管

理人员、骨干教师等近600人参加。研修班由常州工学院校长张兵、天津科技大学

副校长高发明、常州工学院教务处长邹一琴先后主持。

姜恩来在致辞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关键时期，主动服务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及全方位深层次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是我国高等教育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任务。现代产业学院作为解决产教脱节

问题的创新举措，对于实现产教融合、主动服务产业发展和培养卓越工程师具有重

要意义。做好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要坚持育人为本，明确重

点任务；二要坚持产业为要，探索服务路径；三要坚持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

四要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一体格局。

汤正华在致辞中指出：常州工学院作为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立项建设高校

和国家“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首批启动高校，始终坚持面向基层、服务地方

的办学定位，持续培育产教融合和创新创业教育“两个办学特色”，在人才培养和

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正向着建成一流应用技术大学的目标不

断迈进。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郭建如，东莞理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廖文波，常

熟理工学院校长姜建明，哈尔滨剑桥学院校长张福利，中国现代产业学院创新平台

常务理事长、宁波工程学院原党委书记苏志刚，常州工学院校长张兵，长一i角现代

产业学院协同育人联盟秘书长、常州大学教务处处长薛冰，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监

事长史国栋，南通大学教务处处长华亮，盐城工学院副校长王伟，台州学院剐校}，

李钧敏等专家，先后围绕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与发展作专题报告。

本次专题研修班的成功举办，对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工信部和中国一L：程院

在《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提出的

创新教育教学组织模式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助力高校探索如何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的深层次变革，实现应用型人才特色培养、推动现代产业学院明确定位、把握建

设晕点、打好产教融合的组合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姜恩来致辞。

2．常州工学院党委书记汤正华致辞。3．常州工学

院校长张兵主持并作报告。4．现场考察常州工学

院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5．现场考察常州工学院

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6．研修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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