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年 月
所获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教学成果奖

2021.12

《高职 ICT 专业群“三链三

群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获江西省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优质资源建设

2021.09

《电子产品制作工艺与实训

（第 4版）》获全国优秀教

材二等奖（软件技术专业智

能产品开发方向课程）

国家级
国家教材

委员会

2020.12

《组网技术实用教程》

《Photoshop 图像处理与制

作项目教程》获“十三五”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国家级 教育部

2023.06

《组网技术实用教程（第二

版 微课版）》《Photoshop

图像处理与制作项目教程

（第二版微课版）》为首批

“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

国家级 教育部

2021.07

软件技术专业教学团队获江

西省首批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2023.08

软件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

获批“十四五”期间首批省

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立项建设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2020.04
软件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认

定为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2019.08
《Web 前端设计》认定为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2023.10

《HTML5》、《Java 程序设

计》、《计算机网络基础》

认定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2023.11

《Web 前端开发》、

《HTML5》、《Python 数据

分析处理》认定为江西省高

等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专业建设成果

2024.06

软件技术专业入选教育部中

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第

二期项目院校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07
软件技术专业认定为国家骨

干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22.12

为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培训基地核心成员

单位

国家级 教育部

2023.04
入选教育部第二期供需对接

就业育人项目立项
国家级 教育部

2018.11
软件技术专业获省级优势特

色专业立项

省级

财政支持

600 万元

江西省教育

厅

2022.02
软件技术专业省级优势特色

专业通过验收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2023.01
软件技术专业群拟立项为江

西省第二轮高水平专业群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教师教学能力竞赛

2018-

2024

江西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

力大赛获奖 17项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2018-

202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7项 国家级

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组委会

2023.03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二等

奖

国家级

一带一路暨金砖

国家技能发展国

际联盟、中国发

明协会、教育部

中外人文交流中

心、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组委会

2020-

2023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13项 省级

江西省教育

厅

2024.07

第八届“一带一路”暨金砖

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

赛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

省级

一带一路暨金砖

国家技能发展国

际联盟、中国发

明协会、教育部

中外人文交流中

心、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组委会

其他荣誉

2019.10

学院为“一带一路”国家院

校和企业交流协会中方理事

会副理事长单位

国家级
哈萨克斯坦

教育部

2019.11 人文交流经世国际学院 国家级 教育部

2024.04

学院入选“工业信息安全”

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实施

单位

国家级
工业和信息

化部

2023.04

软件工程系被江西省总工会

授予“江西省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

省级
江西省总工

会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6 年 5月 实践检验起始时间:2020 年 9 月

完成：2020 年 8月



1.成果简介（不多于 1000 字）

针对国内高职院校独立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应对国内外事务力不

从心，育人平台联动不足；人才培养资源利用、软件技术专业国际化发

展的切入口难寻；职教出海步履艰难，国际交流合作与服务打不开局面

的问题。2016年起，学院与韩国全州大学、西班牙卡塔赫纳理工大学等5

所国外院校，开展“2+1+2”插班、课程衔接和国际教育交流等方面的项

目合作，依托软件技术专业“国家级骨干专业”等建设基础，2020年学

院成功申报中俄合作项目，致力于打破国际交流合作的“孤岛效应”，

服务于“双高”建设大局，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历经4年研究，4年

实践，打造了“三联动、四融合、五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1）创建“双元实体，三贯通三联动”的联动培养机制。学院与

武汉枫雅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实施双元协同育人实体运

行，发挥各自优势，汇集办学优质资源。双实体与俄罗斯叶列茨基国立

大学通过校企合作委员会、共同管理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三会贯通的方

式使中外人才培养无缝对接，推动突破中外合作项目中的重点和难点。

以企业为纽带有效衔接国内高校、国外高校两个办学主体三方联动，重

点推进中俄互联互通领域和教育领域方面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任务。

（2）形成“校企校际，四联建四融合”的发展规划路径。以共建

同育为主旨，通过“联育、联通、联培、联创”四联驱动，实现专业人

才联育、课程教学联通、岗位技能联培、出海模式联创，将“产业链与

专业群”融合、“技术链与课程群”融合、“人才链与岗位群”融合、

“创新链与业务群”融合，“四融合”提升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创新，

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增进技术与产业科技应用转化，使教学内容与人才需求紧密对接。

（3）打通“职教出海，五实施五促进”的国际交流通道。以推动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建设工作为重点，守正创新，实施“丝绸之路”

师资培训计划，促进人文交流合作；需求导向，实施“丝绸之路”合作

办学计划，促进教育资源共享；任务驱动，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

计划，促进专业发展提速；目标牵引，实施“丝绸之路”人才培养计

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行稳致远，实施“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

促进职教出海。

成果模式经过沉淀，博得赞誉，专业建设取得成绩、教学资源得到

丰富、师生获奖数量激增。该模式先后被俄罗斯南联邦国立大学等4所国

内外高校推广应用。学院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院校和企业交流协会中

方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入选首批“经世国际学院”、中德职业教育合

作项目、“工业信息安全”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实施单位。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不多于 1000 字）

2.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解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沟通协作难、业务同步难、出海对接

难”的问题。

（2）解决软件技术专业建设发展“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

续发展”转换不畅的问题。

（3）解决职业教育出海从“单向引进借鉴”转向“双向共建共享”

的“走出去”与“融进去”的问题。

2.2主要解决方案

（1）依据管理协同效应，创建“双元实体，三贯通三联动”的协

同管理机制。学校和企业双实体项目运营，发挥企业和学校的优势，企

业负责协调中方和外方语言不通、国情不同、对接不畅产生的困难，在

学校监督下开展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内容；学校指导监督进程、质量

把控，以“三会”为保障，掌握办学的主动权，我方院长担任共同管理

委员会主任，俄方高校教学工作副院长为副主任，负责批准、审查、制

定、协商成员组成、委员会组建、人才培养、管理办法、互访互派、赴

俄留学等相关事宜；俄方学校提供全过程咨询服务、选派俄方教师赴中

教学等，确保达到国际化教学技能标准和条件。三方联动形成共同投资

建设、运营管理、协商问题、承担责任、分享成果长效机制。

（2）对标教育改革方向，打通“校企校际，四联建四融合”的规

划发展通道。学校与企业、国内与国外，在数字化教学，产教融合、学

科融合，发展学生个性化教育、素质素养提升、国际接轨能力等方面共

建共育。通过“四联驱动”，实现专业群与产业链的紧密对接，推动校

企深度合作、校际资源共享、联合人才培养与创新创业发展，确保教育

内容契合产业需求；技术链引领课程群设计，采用“平台+模块”模式，

保障课程内容与技术进步同步；人才链与岗位群的整合，为学生提供明

确的职业成长路径和行业认证，提升就业竞争力；创新链推动业务群发

展，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培养具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3）确保合作办学效应，拓宽“职教出海，五实施五促进”的对

外开放形式。以培育家国情怀为基础，以拓展国际视野为延伸，推动人

文交流理念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发挥学院气象办学特色，实施大气科学

技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培养中俄所需“一带一路”下的气象事业建设

者。以职业教育特色引领，强化中外教育互联，加快软件专业国际化升

级，促进中俄教学交流，共建委员会，推动留学。加强合作育人，实施

“丝绸之路”人才联合培养计划，建立区域人文交流机制，搭建民心相

通桥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探索“语言+职业技能”教

育援助新路，尝试多渠道、实质性、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方式。



3.创新点（不多于 1000 字）

（1）“四转变”强化意识引领，促进教育开放先行。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学院推动教育理念、内容、质量和行动的

“四个转变”。理念向“立德树人、服务需求、开放办学”转变；内容

向“实践技能提升”和“国际视野”转变；质量向“品牌意识、办学特

色、争创一流”转变；行动向“奋进力量、改革勇气、创新智慧”转

变。45名优秀中国学生出国交流“讲中国故事”，开展“语言+技能培

训”为中俄双方提供教育援助，拓展了规模。软件技术专业入选中德先

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立项为高水平专业群。不断突破省级教学团队数

量、刷新教学竞赛奖项，成为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核心成员单位，新增多个国家级省级教学资源库和教材。

（2）“三联动”打破传统壁垒，开创校企共建模式。

率先在江西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3+2”模式，企业协同育人国内培

养3年，帮助学生节约成本，俄罗斯叶列茨基国立大学培养2年，人才输

出的同时，文化输出。通过“国内+国际”教育合作战略，实现教育资源

共享互通。三方联动创办国际特色专业，建立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实现人才联合培养，精准匹配市场需求，打造国

内外课程融合体系，建立国际化师资培养机制，推动专业建设高质量发

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3）“四融合”彰显职教特色，推动教学创新发展。

成果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落实了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职业教育的指示精神，聚焦现代产业和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产业链与专业群、技术链与课程群、人才链

与岗位群、创新链与业务群的有机衔接。“四链”与“四群”融合促进

技术向产业应用转化，使教学内容与人才需求紧密对接，提升了人才培

养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这一创新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

还贡献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江信方案”。

（4）“五实施”推动职教出海，从“办成”到“办好”。

成果突显职业教育特色，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学院获批教育

部“人文交流经世项目”，入选首批“经世国际学院”，成为“一带一

路”国家院校和企业交流协会中方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学院通过中外

教育的互联互通，实现了软件技术专业的国际化升级，拓展了办学规模

新增大气科学技术中外合作项目，实施了“一带一路”建设者的专项培

养计划。通过网络平台加强中俄教学互鉴，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了“双高”、“两强”人才，推动中国教育

标准、方法和制度“走出去”。



4.推广应用效果（不多于1000字）

（1）专业发展：推动专业建设高质量发展

软件技术专业2018年获批省级优势特色专业立项并验收通过，2019

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骨干专业，2021年专业教学团队获批江西省首

批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2023年软件技术专业群立项为江西省第

二轮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2024年入选教育部中德先进职业教育合作

项目。专业群现有省级教学资源库2个，江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入

选“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2部，入选“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

规划教材2部，省级在线精品开放课程13门。成果对接行业需求，构建“

1+X”岗课赛证融通的课程体系，学院现为1+X JavaWeb应用开发、Web前

端开发等10个证书的牵头单位。

（2）学生受益：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近三年培养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学生655人，赴国（境）

外院校交流学生45人。学生在国家级技能竞赛获奖8项，省部级技能竞赛

获奖141项，其中“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获奖

5项。近几年软件类专业招生报到率95%，毕业生去向落实率95%以上，教

学满意度98%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4%以上。

（3）产业服务：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构建企业化运行的工作室和生产型工坊，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组建4

个软件工作室，承接企业项目，为江西邦正科技有限公司、江西航广科

技产业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产生经济效益达310万元。服务企

业海外发展，2020年为俄中合资新源有限公司20名员工举办技能培训，

2022年为湖北省恩莱斯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20名员工举办俄语和JAVA

软件开发培训，为企业输送具有“俄语+技能”的毕业生。

（4）推广辐射：凸显较强示范引领作用

为国内外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与新

方法，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等10余所院校前来交

流学习并借鉴成果模式。学院为“一带一路”国家院校和企业交流协会

中方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学院两位教授分别被聘任为“一带一路”国

家院校和企业交流协会中方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副秘书长。

（5）人文交流：搭建中外合作交流平台

与俄罗斯叶列茨基大学共建“中俄文化交流中心”，联合开展汉语

和职业技能培训。2020年组织我校8名骨干教师赴俄罗斯参加技能培训，

2021年为25名中籍师生举办俄语培训、2022年为20名俄籍师生举办汉语

培训、2023年为13名中籍学生举办俄语培训，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

才打下语言基础。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职业教育局、叶列茨基大学、彼

尔姆化学工艺中等技术学校、彼尔姆产业和信息中等技术学校等单位来

我校进行访问与交流。































完成单位情况

第（二）完成

单位名称

武汉枫雅国际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 武汉机械工程学会

联 系 人 韩永广 职务 总经理

办公电话 027-84880995 手机 18971560136

通讯地址

武汉江汉区新华街街

道建设大道 588 号卓

尔国际中心 29楼 10

室

电子邮箱 jekhem@163.com

主

要

贡

献

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规划，加强

了职业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引进境外优质资源发展职业教

育，2020 年与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为了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教育领域的建设，针对“三联动、

四融合、五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进行了的实践探索与检

验，加速了成果的形成。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贡献了力量：

1.搭建中外院校合作互鉴的桥梁，协调教育资源的引进和教

科研的共建。

2.组建团队负责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教学、管理工作。

3.选派有留学经历的资深教师承担具体的授课任务。

4.定期举办中外院校交流会，共商共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

标准等。

5.建成合作项目学生的企业实习和就业服务体系，提供就业

服务工作。

6.完成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服务工作。

7.协助学校总结成果，宣传、应用和推广成果，完成相关佐

证材料的整理。

单 位 盖 章

2024 年 8 月 31 日



完成单位情况

第（三）完成

单位名称
叶列茨基国立大学 主管部门

俄罗斯联邦教育科

学部

联 系 人
谢尔盖·维克托罗维

奇·什切尔巴提克
职务 校长

办公电话 -7(863)305-19-90 手机 +79205186087

通讯地址
俄罗斯利佩茨克州叶

列茨市社员街 28号
电子邮箱 rektor@elsu.ru

主

要

贡

献

为服务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

经济战略全面对接的目标，促进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教育领域的

交流及合作，叶列茨基国立大学联合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共同实施软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共

同探索“三联动、四融合、五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承担

主要工作如下：

1、联合制定合作项目的人才培养方案;；

2、负责为合作项目的建设提供全程咨询服务,确保合作项目

达到国际化高技能人才的教学标准和条件;

3、提供负责合作项目的教学督导 1名,与中方院校教学督导

协调有关教学事项;

4、负责选派具有资格的俄罗斯教师和专家至合作项目进行

教学及相关工作,确保实施高质量的教学;

5、为中方院校提供教材原件，教学资料以及电子版资源;

6、为项目学生赴俄罗斯继续学习提供诸如签证、住宿、交通

的便利条件。

单 位 盖 章

2024 年 8 月 30 日





六、附件

1.反映成果的总结报告（不多于 5000 字）

2.其他支撑材料（如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以及获奖证

明等其他必要的材料）

3.展示网页链接及展示材料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