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江西省教学成果奖青年项目

成果报告

成 果 名 称 风云变幻中的融合航程——气象

专业在民用航空与低空经济中的产教融合新路径

成 果 完 成 人 孙逊、康凡、江雪婧、刘向春、

王祥如、赵幸君、占明锦、周侃、雷震雨、赵奇、强裕君

成 果 完 成 单 位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江

西省蓝天科创有限公司

专 业 类 别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一、背景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低空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政策支持低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通用航空领

域，以通航和无人机为主导的低空经济发展快速。但低空区域的气象

条件复杂多变，培养高质量气象人才，保障低空经济气象安全对于推

动低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言，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社会

经济效益。

同时，对于高校而言，产教融合是一项人才培养的长期战略和主

导模式。随着国家以政策导向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改革，我院气象

专业对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积极主动服务

民用航空及低空经济产业链，探索了高职气象专业在民用航空与低空

经济中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取得了突出的育人成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各行业企业协同育人、产学研深度融合不够

一是因为气象在各行业领域应用场景服务不断创新发展，需要各

行业多方协同进行人才培养；二是因为单个单位规模小，依托少数单

位进行合作育人难于形成长效合作。因此，亟需创新建立各行业、龙

头企业参与的产教合作长效体制机制。

2.育人模式难于满足新时代气象人才培根铸魂的要求

无论是民航、艰苦台站，还是防灾减灾一线，基层气象工作往往

条件艰苦，亟需通过立德树人、铸魂育人模式创新，培养具备吃苦耐

劳、责任担当、乐于奉献精神的高素质基层气象人才。

3.人才培养规格难于满足智慧气象对复合型人才的新要求



国务院提出，到 2035 年以智慧气象为主要特征的气象现代化基

本实现。智慧气象对基层气象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既要掌握传统

的气象知识和技术，还要具备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能力。

亟需通过整合相关专业，创新构建气象专业群，多学科融合培养复合

型气象人才。

4.传统实践教学模式难于满足气象现代化新要求

气象设备越来越高端精密，对毕业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越

来越高，一是由于仪器设备贵重精密，很难给能力不够的学生太多上

手操作的机会；二是应对气象灾害往往责任重大且需要紧急处置，实

习单位难于给予学生实践试错的机会。亟需创新建立适合气象现代化

发展要求的实践教学新体系。

三、创新实践的主要做法

1.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模式，构建“军政行企校”五方协同育人

体制机制

构建了政府部门、军士生培养部队、气象行业各类主体、信息产

业和气象行业龙头企业、气象类本科院校共同参与的智慧气象产教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依据产业链、技术链、创新链分工，按照对人

才类型、层次、结构的不同要求开展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按照新技术

和行业应用场景要求进行产学研融合科研创新、技术服务和技能培训，

服务气象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如图 1 所示。



图 1 “军政行企校”五方协同的产教融合机制

（1）“三平台三委员会十共同”，推动联盟实体化运行

协同育人平台：联合机场、部队、南昌气象局、九江气象局、赣

州气象局、航天新气象公司等，吸收行业专家和教学名师组成智慧气

象专业协同育人指导委员会，指导开展教育教学，共建教学团队，以

用人单位人才订单对接人才培养。

协同创新平台：联合江西气象科研所、南昌农业气象实验站、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华云等公司，吸收各单位科研人员和技能大师组成

智慧气象协同创新指导委员会，共建名师工作室、协同创新中心等，

协同开展科技创新。

技能培训平台：联合部队、江西气象培训中心、江西防雷协会、

民航机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吸收各单位管理和技术人员成立智

慧气象培训服务指导委员会，以联盟单位培训服务订单对接员工技术



技能提升，促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联盟治理结构，“三平台”依托“三委员会”的管理指导，

创新运营机制，深化合作内涵，在人才培养、实训基地、教学实训、

学生考评、科技创新、技术服务、师资培养、技能培训、行业标准制

定等十方面共同实施。实现了“三对接”，即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对

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2）“两促进四优化”，推动行业引领专业升级

依托联盟，促进行业跨界协同。构建气象和其他行业之间、学校

和行业企业之间的人员和技术交流、协同育人和协同创新机制，推动

“气象+”赋能各行各业的深入发展。

依托联盟，促进行业创新发展。建立专兼结合的师资团队和双向

交流机制，师资团队共同参与行业标准、职教标准的制定，参与科技

创新、技术服务和技能培训，推动行业创新发展。

依托联盟，优化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实现专业群与岗位群、课程与技术标准、教学与生产的紧密对

接，推动专业发展。

2.创新面向人才培养的培根铸魂育人模式，构建“红色文化、军

队文化、气象精神和工匠精神”为一体的四色育人体系

“四色”中的“红色”指红色文化，是将江西本土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融入德育教育；“绿色”是指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培育塑造

军魂，将军队文化融入培养体系；“蓝色”是指将“准确、及时、创

新、奉献”的气象精神融入专业培养；“橙色”是指“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如图 2

所示。



图 2“红色文化、军队文化、气象精神、工匠精神”的四色育人体系

“四色”育人固思想，三全育人全保障。一是“四色”文化深度

融入教育教学，与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有机融合，与军政、体能、技

能训练深度结合；二是强化文化阵地引领，增设人文素养公开课程和

讲座，开展“首席预报员讲学”“军旅大讲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组织红色经典读书会等，建立红色文化长廊、气象精神教育专栏、大

国工匠荣誉墙，唤醒学生内心自我成长、自强不息；三是强化文化育

人实践活动，通过合唱团、朗读社、演讲比赛等社团活动平台，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突出思想教育引领，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充分利用江西红土地、

南昌英雄城特有的“红色基因”地域优势和本土红色教育资源，定期

组织学生赴井冈山、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红色场馆研学，加强理想信念

教育。

加强军士生素质锻造，砥砺优秀军人品质。一是以政治素质为先。

通过入学教育、思政课、课程思政，定期组织红色文化和军营文化相

融合的党团活动、主题讲座、主题演讲比赛、主题教育培训等激发学



生使命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家国情怀，坚定军士生

扎根军营、从军报国的理想信念。二是以作风建设为重。从学生内务

整理等生活细节抓起，从起居作息等行为规范严起，做到处处讲纪律，

事事促养成，培养“作风优”的学生。

强化职业素养培育，雕琢优良职业精神。将气象精神和工匠精神

培育融入教育教学，实现思政要素与课堂元素有机融入。通过教学标

准对标行业标准，实操要求对标行业规范，在实践中潜移默化进行精

神熏陶，在技能比武中进一步强化精神锻造，促进学生逐渐培养优良

职业精神和素养。

3.创新实施大气探测技术专业群建设方案，满足气象现代化对复

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整合我校优势专业组建“大气探测技术”专业群（以下简称专业

群），专业群服务于民航和低空产业链产业链的“综合气象观测、观

测数据分析与处理、气象装备保障、气象服务”四大环节，综合气象

观测是气象产业的“土壤”，观测数据分析与处理是“根基”，气象

装备保障是“保障”，气象服务是“应用”。因此，以大气探测技术

专业为核心，串联起这四个环节；云计算技术与应用和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专业为骨干，对于观测、服务、数据分析环节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雷电防护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支持，对于四个环节提供

有力支持。

制定大气探测技术专业群建设方案和管理办法，通过专业群各专

业内部资源的规划与调度，不同专业之间相互作用、优势互补，统一

规划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资源建设、教材与教法改革、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专



业群可持续发展等建设标准，实现专业、课程、教师、实训条件等优

质资源和要素的充分整合和有效利用，从而全面提升各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满足智慧气象对学科跨界的复合型人才需要。

4.创新实施“仿真实训-跟岗学徒-顶岗实习”三阶段实践教学

模式，满足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要求

第一阶段：仿真实训。学生第 1～3 学期在校内实训基地实践教

学，完成单项任务技能和项目能力训练，逐渐掌握岗位基础技能。主

要采用 VR实现沉浸性、交互性和空间性的虚拟仿真实训环境，较好

解决了传统方式难于解决的贵重精密设备操作、复杂天气模拟等问题。

第二阶段：跟岗学徒。学生第 4～5 学期采用工学交替、育训结

合方式，通过“以师带徒、分组轮训”的教学组织形式，学生与一线

工程师结成“师徒”关系，将真实项目转化为教学项目，学生通过一

年的跟岗学徒，不断提高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综合能力，逐渐掌握

岗位核心技能。

第三阶段：顶岗实习。学生第 6个学期以准员工身份到订单培养

合作单位顶岗实习半年，由学校和单位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学校指导

老师和单位工程师“师傅”共同提供专业化指导，进一步培养学生职

业能力和素养。

通过“三阶育训”实践教学模式，与合作单位共同实施了“九双

元”，即双身份、双导师、双课堂、双教材、双基地、双标准、双制

度、双文化、双评价。实现了以虚拟仿真为手段，以订单培养为路径，

以“学徒制”为纽带，学生分阶递进、育训结合，循序渐进提升实践

技能和职业能力，有效解决气象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对复杂技术技能培

养的新要求。如图 3 所示。



图 3三阶育训教学模式

四、成果的特色与创新

1.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了“五方协同”的产教融合体制机制

创新构建了智慧气象产教联盟，建设优化了联盟“军政行企校”

五方协同的治理结构，构建协同育人、协同创新、技能培训的“三平

台三委员会”，联盟单位实施“十共同”，在培养方案、实训基地、

课程建设等十方面共同实施，实现了联盟内利益共生的长效合作机制，

提供了适应气象现代化要求的产教深度融合可行路径。

2.铸魂育人创新：实施了“四色”育人体系

创新文化育人方式方法、载体、手段和管理模式，实现红色文化、

军队文化、气象精神和工匠精神融为一体的“四色”育人体系。将“四

色”文化贯穿于育人全方位、全过程，将“四色”育人元素融入思政

课堂和课程思政，思政元素与技能培养紧密结合，强化了“四色”文

化阵地引领和实践育人，创新了人才培养铸魂育人新模式。

3.专业建设创新：构建了大气探测技术专业群



将传统气象专业和信息类专业整合组建气象专业群，通过专业群

各专业资源的规划、调度与管理，不同专业之间相互作用、优势互补，

实现专业、课程、教师、实训条件等优质资源和要素的充分整合和有

效利用，满足智慧气象对学科跨界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

4.实践教学创新：实施了“三阶育训”实践教学新模式

通过实施“仿真实训-跟岗学徒-顶岗实习”三阶段实践教学模式，

以虚拟仿真为手段，以订单培养为路径，以“学徒制”为纽带，实施

了“九双元”。通过三阶递进、育训结合，学生循序渐进提升实践技

能和职业能力，有效解决气象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对复杂技术技能培养

的新要求。

五、成果的主要成效和影响力

1.人才培养成效凸显

毕业生覆盖全国 30个省份 1000 多个气象台站及民航单位，多人

在岗位工作中获得优秀奖项，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达到 98%以

上。近三年，学生获得省级以上竞赛奖项 85 项，其中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职业技能大赛奖项共计 20 余项。学院师生在中国气象局

主办的 2018 年、2020 年连续两届全国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

行业组第一名，并获得全国气象行业技术能手称号。

2.服务社会业绩突出

校企共同开发职业标准 2 项、教学标准 5 项。开展对外技术、技

能培训 3 年来累计培训 7979 人日。2021 年成为火箭军现役士官培训

基地，承接现役士官技能培训。2013 年获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提升

专业产业发展项目 347 万元。签订校企合作横向项目 35 项，开展技

术应用推广服务项目辐射江西、云南、贵州、河南、湖北等多个省份，



开展技术服务和培训近三年来累计到账 508.06 万元，获得良好口碑，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3.教学成果丰硕

建设了省高水平专业群 1 个，省优势特色专业 1 个，省骨干专业

1个，建成省级精品课程 2 门，获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1 项，国家级、

省级教学资源库 2个，省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课程思政示范中心 1

个。教师省级以上竞赛中获奖 30项，获“全国气象行业技术能手”2

人次。获批江西省“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1个。“五方四色”气象人

才思政教育中心获江西省职业院校课程思政示范中心。

4.校内外广泛推广应用

本成果得到国家气象行指委专家的认可，在教育部组织编制的气

象专业人才培养标准、2021 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简介、

培养标准、培养方案等项目中，被广泛采纳。在职教本科“智慧气象

技术”专业标准制定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大气探测专业顶岗实习标准、

应用气象生产案例库通过教育部气象行指委审核并推广应用。成果被

江西科技生物职业学院等院校借鉴，应用效果良好。

5.社会影响突出

2021 年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少将副主任李家勤带队莅临我校召开

了士官生培养研讨会，江西省气象局局长詹丰兴、江西省教育厅副厅

长裴鸿卫等陪同调研，我校士官培养经验做法在火箭军推广应用。

2022 年我校成为江西省虚拟现实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常务副理

事长单位。

本成果向国外大学推广，国际影响广泛。与俄罗斯叶列茨基大学

签订中外合作办学协议，每年招收联合培养学生近 200 人；与韩国釜



庆大学、西班牙卡塔赫纳理工大签订专本、专本硕合作协议。2019

年，我校获教育部首批“经世国际学院”称号。

中国教育在线、江西新闻、江西教育网、江西教育电视台等多家

主流媒体多次报道了我校产教融合、文化育人、教学改革的成效，本

成果在全国全省高职院校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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