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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s a key ro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mentors must adapt to this change and 
move towards a professional and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path. The paper explores in depth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deological 
mento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cas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universities	first	need	to	develop	comprehensive	career	development	plans;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ideological mentors and collaborate with social enterprises to 
gain practical training experience; Finally,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easure and guide the degre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mentors. In order to enable ideological mentors to better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task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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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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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正在成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思想导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角色，必须适应这种变
革，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路径。论文在产教融合背景下，结合实际案例，对思想导师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究表明，为了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首先需要高校制定充实的职业发展规划；其次，要加强思想导师的职业能力训练，
并与社会企业合作，获得实训经验；最后，应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衡量和指导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的程度。为了使
思想导师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和任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其职业化、专业化路径的探索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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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

产教融合正逐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在产教

融合的背景下，思想导师作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关键角色，更需要积极适应这种变革，探索并实行职业化

和专业化的发展路径。可以观察到，思想导师的角色在高校

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们不仅是传递知识的教书育人者，

更是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者，他们的影响

力深远且关键。就此，本研究意在探寻思想导师在产教融合

背景下的职业化与专业化的发展路径，旨在对思想导师的工

作实践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推动思想导师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2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思想导师发展的新趋势

2.1 产教融合和高等教育的关系
产教融合作为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其核心在于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有机结合，加强高

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 [1]。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产教融合

促进了课程设置的优化，使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更紧密地结

合，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实践机会和职业发展路径。这

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满足了社会对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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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高等教育的转型与升级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

要环节，产教融合的实施促进了高校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

创新。其通过联合培养、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方式，引导

高校突破传统教育局限，推动知识与技能的同步发展。随着

高等教育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产教融合在

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高校不仅要在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上

进行创新，还需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

准 [2]。通过引入企业导师、开展联合科研项目等方式，提升

教师的实践能力与师资水平，以满足新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

的新要求。产教融合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成为

其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的关键推动力。

2.2 思想导师在产教融合中的重要作用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思想导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角色，承担着多重关键责任。他们不仅是学生思想政

治的引路人，还在促成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有效衔接中扮演着

桥梁角色。思想导师能够通过产教融合提供给学生更多实践

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体验并理解所学知识的实

际应用。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不仅可以提升职业素养，还能

更深入地领会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思想导师在产教融合中的作用还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方

式上，他们能够更好地结合企业需求，调整教学计划，使理

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相辅相成。这种调整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

适应能力和竞争力，还能促进教育内容的更新，为教育体系

提供持续的活力 [3]。

在实际操作中，思想导师能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通

过引导学生参与企业项目或实习，帮助他们将课本知识转化

为实际应用能力。这种深度的参与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迅速融

入社会，成为具备实践经验的人才。

2.3 职业化专业化成为思想导师发展的新趋势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思想导师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已

成为大势所趋 [4]。这种趋势不仅来源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

需求，也响应了国家推动产教协同育人人才机制的号召。职

业化要求思想导师具备系统的职业素养和技术，能够在复杂

的教育环境中有效履行职责。专业化则强调思想导师在培养

学生思想道德、政治意识及文化素养方面具有深厚的学术背

景和实践经验。职业化与专业化的发展能够帮助思想导师更

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生态，提升其在教学、研究及社会

服务中的效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影响力。

3 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所需的策略

3.1 制定充实的职业发展规划
在推动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制定

充实的职业发展规划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一规划应以明确

的目标、系统的步骤以及科学的方法为指导，需从思想导师

的岗位职责出发，梳理其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规

划的核心在于厘清思想导师需具备的核心素质和能力，并据

此设计相应的培训和进修课程，以确保其能够胜任在产教融

合背景下的新要求。

职业发展规划应注重个性化与针对性，能够为思想导

师提供切实可行的职业路径和发展机会，从而激发其专业成

长动力。因此这一规划还须引入动态调整机制，以适应教育

政策及产业发展的变化，确保思想导师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

职业能力。

为了提高职业发展规划的实施效果，高校需与企业密

切合作，搭建双向沟通平台，使思想导师能够适时了解社会

需求的变迁。高校还需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和支持系统，及

时评估职业发展规划的实施效果，并根据反馈不断优化规划

内容，从而提升思想导师的职业满意度和专业能力，实现其

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规划不仅能为思想导师的发

展提供明确的方向，也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持。

3.2 加强职业能力训练与社会企业手段的结合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思想导师的职业能力训

练至关重要，尤其在产教融合背景下，与社会企业手段的结

合更显必要。加强职业能力训练，需要高校与社会企业密切

合作，通过多种途径提升思想导师的实践能力和理论素养 [5]。

高校应积极引入社会企业的实践资源，为思想导师提

供丰富的实训平台。这不仅可以帮助思想导师了解企业文

化、市场需求和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还可以加强其适应力

和创新能力。在这样的实训过程中，思想导师能够将理论知

识应用于实践，增强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解决问题能力，从而

提升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社会企业可以通过专家讲座、经

验分享和项目合作等方式提供指导，促进思想导师在职业能

力上的全面提升。

加强与社会企业的合作，不仅是为了满足高等教育对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升要求，而且可以实现思想导师个人

职业发展的目标。有效的职业能力训练与实践，能够帮助

思想导师在深化产教融合的过程中，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环

境，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合作

模式为思想导师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开创了新的路径和

可能性。

3.3 建立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在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中，建立评价体系

具有关键意义。评价体系不仅能够提供量化指标，帮助判断

思想导师的工作成效，还能通过反馈机制，指导导师专业能

力的提升。有效的评价体系需涵盖导师的教学效果、学生反

馈、实践参与度及持续学习能力等多维度评估。通过这样的

体系，高校能够识别导师在产教融合背景下的适应情况，并

通过数据分析和定期评估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效果。

此举有助于推动导师主动适应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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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践与展望——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
的路径未来展望

4.1 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路径的实施状况分析
在当前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

路径的实施已经在多所高校有所探索并取得了初步进展。高

校通过制定详细的职业发展规划，积极推动了思想导师队伍

的转型与提升。这些规划通常包括职业目标的设定、进阶步

骤的明确以及必要资源的配置支持，为思想导师的职业化发

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基础。

在职业能力训练方面，各高校与多家社会企业展开合

作，引入实践经验，为思想导师提升实际操作能力提供了有

效平台。这种“校企合作”的模式不仅拓宽了思想导师的视

野和技能范畴，也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其职业化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社会机构之

间的合作机制逐步得到完善，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除了规划和培训，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样成为高校推进

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科学合理的

评价体系，高校能够对思想导师的能力提升和发展成效进行

实时跟踪与反馈。这些评价指标通常涵盖思想导师的教学能

力、实践技能以及科研创新等多个维度，确保其全面发展。

尽管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路径的实施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如资源配置不足、

企业合作不够深入以及评价体系亟待完善等问题。这些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导师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4.2 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形势的挑战与对策
在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形势的过程中，思想导师的

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

体现在教育内容的更新、职业素养的提升，以及社会需求的

多样化等方面。

社会现代化带来的快速变革要求思想导师必须不断更

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教育方法。高等教育领域的信息化、国

际化趋势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与时俱

进，以适应新一代学生的需求。思想导师不仅需要具备深厚

的理论基础，还要在信息技术的使用上游刃有余，以便将先

进的教学资源和技术手段融入教学实践，提高教育的吸引力

和实效性。

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的进一步推进还面临着提升

职业素养的挑战。在实践中，必须不断加强思想导师的专业

能力，特别是在跨学科知识的整合、实践技能的运用及心理

辅导等方面。通过引入社会企业的培训资源，思想导师可以

获得更多切实的实践经验，这对于培养其综合素质和职业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思想导师之间应形成有效的交流与协作机

制，以借鉴成功经验、分享教育资源，从而提升整体教育

质量。

社会需求的多样化趋势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

标和方向。思想导师需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和灵活的应变能

力，了解学生多元化的成长环境和需求，提供个性化和针对

性的指导。在社群化、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加强与学生之间

的互动，打造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步骤。

5 结语

论文通过分析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

化发展路径，明确指出了在新时代高等教育中思想导师的

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的

主要环节，包括丰富的职业发展规划，强化职业能力训练，

与社会企业的合作以及有效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论文

也切实指出了其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重

要性。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思想导师在职业

化、专业化的发展路径的详细实现步骤及其对学生的具体影

响等尚未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这些

问题，深化理论的地位和影响，以便向相关领域提供更多的

实践指导和理论支持。总的来说，为了响应新时代的挑战，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思想导师职业化、专业化的发

展，努力使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期待

相关研究和实践在未来能够产生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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