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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立足于“岗课赛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分析高职院校创新能力现状，对高职院校基于岗位需
求的专利创新型人才培养方式进行了探索，并详细描述了“一种船用轴向双波管隔振通舱接管”专利从选题、申报
到授权指导的全过程。本研究认为，以培养专利创新型人才的创新教育，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及创业能力，还有
助于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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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和创业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的核心动力。早在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旨在推动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化改革，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２０１９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把握好正确

的改革方向，按照“管好两端、规范中间、书证融通、办学多
元”的原则，提倡和激励学生积极获取职业技能证书，从而提
高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岗课赛证”的融通模式强调以岗
位需求为导向，通过课程体系优化、学科竞赛驱动以及职业
技能认证保障，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更有
助于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为专利创新教育与创业能力
培养提供了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

近十年来，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已延伸到课程、教法、实践、教师等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实现了知识教育、能力培养、素质养成的有机结合，有效
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科技创新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坚强内核。高职院校是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摇篮，承担着为一线输送创新人才的重任，是
中国在２０３５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的重要保障。

专利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和创新精神。而把专利作为驱动创新的重要手段，以专利创
新教育引领高职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立足于“岗课赛证”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湖北科技职业
学院开展创新与创业教育，本文通过对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实
践教学体系的分析，以指导学生成功申报专利“一种船用轴
向双波管隔振通舱接管”为例，并以此专利为点、成功应用到
工程利用，且产生了一定经济效益，提升了学生创新与创业

能力，也为学校进一步加强创新教育与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
提升信心与决心。

一、高职院校创新能力现状
（一）高职院校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表现
高职院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国家
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推进，高职院校的创新
能力有所提升。国家政策引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政
策支持。各地政府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也出台配套政
策，支持高职院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许多高职院校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将创新创业教育融
入专业课程教学，初步形成了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部分高职
院校建立了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等实践平台，为学生提
供创新创业实践机会。各高职院校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竞
赛（如创新创业大赛），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产学研合作也逐步深化，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共建实训
基地、研发中心，推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
部分高职院校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
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所提升，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业意愿有所提升。在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和实践中
积累了经验，实践能力得到了锻炼。

（二）高职院校创新能力面临的挑战
高职院校缺乏具有创新创业实践经验的教师，难以有效

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部分高职院校在创新创业教育
方面的经费投入不足，影响课程建设和实践平台的发展；创
新教育尚未融入高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课程设置中也较
少有创新教育类的课程，创新教育也没有与专业课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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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创新课程及实训室普遍缺乏，学生很难在抽象的理论中
获得创新的想法；课程体系不够完善，部分高职院校的创新
创业课程内容偏理论化，缺乏实践性和针对性；与专业结合
不紧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度不高，不能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实践平台建设滞后，平台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学
生的实践需求，且平台利用率低，一些实践平台的功能未能
充分发挥，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产学研合作深度不
够，合作形式单一，部分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停留在表面，
未能形成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由于缺乏有效的转化机制，许多科技成果未能实现产业化
应用。

学生对创新创业的认识不足，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学
生实践能力有限，学生有想法但很难将其功能和结构用专业
的图纸和文字描述出来，除了专业能力外，还缺乏成本估算、
市场考虑、项目运作等环节，从而导致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存
在一定的困难；部分学生专业知识不扎实、知识面普遍较窄，
无法搭建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很难在创新项目制作上综合
应用专业知识。

创新能力培养方式单一，在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体系中创
新能力的培养主要由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两部分组成，二者
互为补充，但培养方式相对单一。但在实际操作中，学生主
要还是通过参加相关课外创新创业活动即第二课堂活动锻
炼创新能力，但课外活动很难让学生系统地培养创新能力，
并将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学生的在校生涯。

二、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专利创新型人才培养措施
探索

专利具有“三性”特征，即创造性、实用性和新颖性。这
就表示了专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驱动创新，发明专利能够促
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大部分高职学生不知道如何进行
创新，同时对专利的认识也不足，这就需要把专利与创新联
系起来，通过开展专利教育促进创新教育。高职学生经过专
利挖掘、设计、制作、编撰、申请等一系列过程，最终获得一本
专利证书，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可激发他们的专利创新
意识，还可以进一步结合指导教师对专利与市场的分析，将
专利创新价值与市场需求联系起来，通过创业教育模拟实
训、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进一步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
业意识的培养。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在专业
专利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岗课赛证”
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下，通过探索有效的培养措施，开展基
于岗位需求的专利创新教育，使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的
同时，具备敏锐的创新思维，能够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提出
创新性的技术思路。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一）基于岗位需求的专利创新教育目标设定
不同岗位对专利创新能力的要求有着明显的差异。研

发岗位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前沿的技术洞察力，能够
独立开展创新性研究，提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专利技术方
案；市场营销岗位则侧重于理解专利价值，能将专利转化为
市场卖点，挖掘潜在商业机会；知识产权管理岗位要求熟悉
专利法规，具备专利申请、布局和维权的能力；技术岗位则需
要能够发现问题，并能提出创新性的技术思路，快速解决实
际问题等。

基于岗位需求，专利创新教育目标应明确为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养。一方面，使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具备敏锐
的创新思维；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使学生了
解专利申请流程、法规政策，学会运用专利工具保护创新成
果。通过明确教育目标，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清晰的方
向，为未来适应不同岗位的专利创新需求奠定基础。

（二）优化课程体系，融入专利创新教育
在现有课程体系中融入专利创新教育内容，需从多方面

着手。课程设置上，可增设专利法、知识产权保护等专门的
专利创新课程，系统传授专利知识和创新方法。同时，在专
业课程中渗透专利创新元素，例如在专业核心课程里，结合
实际案例讲解专利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
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创新成果，帮助学生理解专业知识在实际
创新中的应用。

明确各课程中专利创新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增加与专利
相关的教学要求和考核指标。比如在实训课程中，要求学生
设计具有创新性的实施方案，引入ＴＲＩＺ（发明问题解决理
论）、设计思维等创新方法，并鼓励其尝试申请专利。此外，
还可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学术报告等形式，邀请行业专家分
享专利创新经验，拓宽学生视野。通过这些方式，将专利创
新教育有机融入课程体系，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接受系统的专利创新教育。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专利创新能力
聘请具有专利创新经验的企业专家、工程师担任兼职教

师，为学生提供实践指导。通过培训、企业实践等方式，提升
校内教师的专利创新能力和指导水平。对指导学生申请专
利或取得创新成果的教师给予奖励，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在
职称评定中，将教师的专利成果和创新指导作为重要考核
指标。

（四）搭建实践平台，提供专利创新实践机会
建立专门的专利创新实验室，配备必要的设备和工具，

为学生提供创新实践场所。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使用实验
室，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与企业合作共建实践基地，让学生
参与企业的研发项目，积累实践经验。建立专利孵化基地，
为学生提供从创意到专利申报的全流程支持。

（五）鼓励学生参与专利创新活动
定期举办专利创新竞赛，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鼓励学

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校外
竞赛，在竞争氛围的激励下，学生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努力
挖掘自身的创新潜力。在竞赛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运用所学
知识进行创新设计，还要深入了解专利法规和申请流程，提
升专利创新实践能力。同时，竞赛还能促进学生之间的团队
协作，培养其沟通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这些能力的提升，
对于学生未来从事专利创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了专利
创新教育的发展。通过竞赛，他们不仅提高了创新能力，还
学会了如何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设立专利创新基金，为
学生申请专利、开展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对具有潜力的
创新项目给予资助，帮助学生将创意转化为专利。

（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专利成果转化
加强校企合作，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推动专利成

果的产业化应用。建立技术转移机制，将学生的专利成果转
让给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搭建专利交易平台，促进专利成
果的市场化。为具有专利成果的学生提供创业孵化支持，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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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们创办科技型企业。
（七）完善评价机制，激励学生专利创新
将学生申请专利、参与创新活动纳入学分认定范围，激

励学生积极参与。允许学生用专利成果替代部分课程学分，
减轻学业压力。对申请专利或取得创新成果的学生给予奖
励。设立专利创新奖学金，表彰在专利创新方面表现突出的
学生。

（八）营造专利创新文化氛围
通过校园媒体宣传专利创新的典型案例，营造创新氛

围。邀请专利专家、成功创业者举办讲座，分享创新经验。
成立专利创新社团，组织学生开展创新交流活动。鼓励不同
专业的学生组建跨学科创新团队，开展综合性创新项目。

三、以“一种船用轴向双波管隔振通舱接管”专利申报
为例

（一）专利选题
组织学生到合作企业实习或开展实践项目，学生在企业

生产一线，能发现实际生产中的痛点，如本专利选题的契机
就是学生在船舶制造厂实习时，发现船舶通舱接管的损坏事
故亟待解决。

（二）选题指导
教师指导学生分析创新想法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是否能

够实现。例如，学生提出解决船用通舱接管事故的设想，教
师要帮助学生查阅资料，判断当前隔振技术和隔振装置制造
工艺能否支持该设想的实现。

引导学生考虑专利实施的成本和潜在收益。如设计隔
振通舱接管装置，要评估设备制造成本是否在市场可接受范
围内，以及投入使用后能否为船用接管带来显著经济效益，
以此判断该选题是否值得深入研究。

指导学生使用专业专利检索数据库，如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检索系统、万方专利数据库等。通过检索相关领域
现有专利，对比自己的创新点与已公开技术的差异。例如，
学生设计此隔振通舱接管装置，经检索发现市场上已有类似
结构但功能不完全相同的隔振装置，教师可指导学生进一步
优化设计，突出独特的创新功能，如轴向双波管结构装置。

鼓励学生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同类产品或技术的市场需
求和竞争情况。若学生提出一种新型隔振通舱接管装置，通
过市场调研发现市场上无类似产品，且该产品能满足市场需
求，那么该选题就具有较好的创新性和市场前景。

（三）专利申请文件撰写指导
教师指导学生明确专利要保护的核心技术特征，以此确

定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例如，该隔振通舱接管装置专
利，其核心创新点是独特的隔振结构，那么权利要求书应围
绕这个关键特征进行撰写，合理界定保护边界，既不能过窄
导致保护不充分，也不能过宽而缺乏新颖性。

教师指导学生准确描述发明创造所属的技术领域，如
“本发明涉及船舶减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通舱接管隔
振装置”。在背景技术部分，详细阐述现有技术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如“目前市场上的通舱接管隔振装置隔振效果不
明显、结构复杂等问题”，为后续发明创造的提出做好铺垫。
要求学生清晰、完整地阐述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包括具体
的结构、步骤、原理等。对于轴向双波隔振通舱接管装置，要
详细描述隔振装置的结构、实施方式等。同时，配合附图对
技术方案进行直观展示，附图应清晰准确，标注明确，如绘制

隔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标注各个部件的名称和功能。
（四）申请流程协助
在学生完成专利申请文件初稿后，教师仔细审核文件内

容。检查权利要求书是否合理、说明书是否清晰完整、附图
是否准确规范等。如发现隔振装置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
求书的保护范围界定不清晰，教师及时指出问题并指导学生
修改。

邀请校外专利代理机构的专业人员或高校以及企业相
关领域的资深专家对申请文件进行复审。专家从专业角度
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某专利代理专家指出隔振装置的隔振原
理阐述不够详细，学生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完善申请文件。

教师指导学生通过电子申请系统或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如指导学生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电
子申请网注册账号，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申请信息，上传申请
文件。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及时关注审查意见通知。若收到审
查意见，教师与学生共同分析意见内容，指导学生撰写答复
意见。如针对轴向双波隔振装置专利申请中关于轴向双波
结构的新颖性的质疑，教师和学生一起查阅相关资料，进一
步阐述发明创造的独特之处，按照要求及时提交答复意见，
直到专利授权。

四、结语
高职院校“岗课赛证”融通的专利创新教育与创业能力

培养，是职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突破口，可以
通过设定基于岗位需求的专利创新教育目标、优化课程体
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搭建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参与创新活
动、深化产学研合作、完善评价机制、营造创新文化氛围等措
施，有效地破解“创新难落地、创业缺技术”的痛点，全面提升
学生的专利创新和创业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还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湖北科技职业学院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充分利用教育资
源及地域优势，在“岗课赛证”融通模式下，积极探索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及创业能力，为培养新时
代“科技创新型工匠”提供可复制的路径，为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１］赵岚，朱彬彬．以专利为载体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创

新能力［Ｊ］．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２，
３２（４）：５２－５４．

［２］叶泉．高职院校专利创新教育与专业课程融合的探
索与实践———以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１７３
班为例［Ｊ］．中国现代教育装备，２０２１（１）：１１１－１１３，１２８．

［３］林众民，杜建鑫，徐以佳，姚双贤．一种船用轴向双波
管隔振通舱接管：ＣＮ２２１００４２７３Ｕ［Ｐ］．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２４－５－２４．

［４］秦静．基于“互联网＋”大赛的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Ｊ］．电子质量，２０２４（６）：３０－３３．

［５］余愿．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专业综合实训”课程改
革与实践［Ｊ］．湖北开放大学学报，２０２３，４３（２）：４１－４６．

［６］张玲艳．“１＋Ｘ”背景下岗课赛证融通培育物联网应用
技术人才教学改革研究［Ｊ］．物联网技术，２０２５，１５（３）：１５９－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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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此外，教学评价还应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针对不同
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评价标准。例如，对学习
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设置更高难度的任务和挑战，激发他
们的潜力；对学习困难的学生，应提供更多的辅导和支持，帮
助他们克服困难，逐步提高学习效果。构建多元化、个性化
和过程性的评价体系，以全面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发展需
求，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结语
基于ＭＵＳＩＣ动机模型的“五位一体”教学体系，符合现代

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促使高职院校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产
业的发展需求，培养出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１］平婧．产学研深度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实然困囿与应然路径［Ｊ］．现代职业教育，２０２４（１６）：
１６１－１６４．

［２］姜宏，周欣奕，宫广娟，贾宁．企业课堂行动导向教学
法探究———基于ＭＵＳＩＣ学习动机模型的思考［Ｊ］．江苏教育，
２０２０（５２）：７４－８０．

［３］刘晓璇．高职院校技能人才培养赋能新质生产力的
内在逻辑研究与路径探索［Ｊ］．现代职业教育，２０２４（１６）：
１４９－１５２．

［４］伍星．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探讨［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４，３７（９）：１６４－１６６．

［５］陈凯．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创新研究［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３，３６（２１）：１５－１７．

［６］张加朝，覃军．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探索：“岗课赛证”融通的视角［Ｊ］．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２３，３９（９）：２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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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ｐａｔ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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