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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企业概况

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经过十九年的发展，

成长为一家面向未来的教育技术企业，以专业的教育团队和互联网+的技术平台，

将企业资源引入大学，实现全球领先企业与专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并形成连接合

作院校的协同网络，打造面向行业的一站式产教融合服务平台。

华晟经世致力于将先进技术转化为教育技术，以技术和服务创新教育方式与

生态，促进简单学习和教育进步。过去的十九年，整合行业前沿技术及全球领先

企业的设备，为高校提供实践教学解决方案，实现大学实践教学与行业技术发展

的同步；以来自行业的企业工程师驻校服务，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开启深度产教

融合模式；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典型项目为载体，采用“一课双师“模式开发

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资源；基于 VR、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提供教育技术产品，

改变学习、教学、专业管理方式，促进教育生态的优化升级。十九年来，华晟经

世与超过 140 所院校达成深度合作，在校学生 47666 人，累计培养学生 63700

余人。未来，华晟经世将继续践行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持续创造教育价值，推动

产教融合迈向 2.0 时代。



图 1 校企合作 ICT 行业创新基地

二 、参与办学

南通职业大学与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ICT基地为平台进行

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校企双方共同成立了“中兴通讯互联网学院”，通过联合人才

培养机制的创新，在“管理模式、专业建设、专业教学实训、学生教育管理、社

会服务”等多个方面开展“产教融合”的深度合作。以移动通信、云计算和应用

两个专业为合作专业，体现“双主体”管理原则，企业主导、合理分工负责中兴

通讯互联网学院的运营，进行日常管理、专业建设、核心课程教学及学生实训等

工作。

按照“懂行业、能科研、会教学”的双师素质要求，校企双方共同组建混编

师资团队。利用企业资源为学校培训一定量的教师，努力建设一支教学水平高、

实践经验丰富、了解技术发展和行业需求的师资队伍。今后团队规模将逐步增加

到 20人左右。目前中兴通讯互联网学院 2020级共计 6 个班 77 名学生，2021 级

共计 5个班级 78 人，2022 级共计 5 个班 98名学生，总计合作学生人数 253 人。



图 2 工程师现场授课

图 3 ICT 行业创新数据标注业务培训照片



图 4 参加技能大赛辅导

三 、资源投入

2017 年由校企双方共同投资约 1000 万元，以“工业 4.0、互联网+教育”为

规划理念，围绕“智慧教育、智慧企业应用解决方案研发”为设计目标，完成南

通职大 ICT 行业创新基地建设。基地总面积 1000 平米，按照“1+4”模式建设，

设有 1个展厅、4个设备实训室。采用中兴通讯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按照与现网

生产环境完全一致的设置，打造的第四代实验室，用以保证实验实训环境的先进

性和一致性。

4个设备实训室是“4G-LTE、光通信、数据通信、云计算”对应我们的不同

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授课。采用的中兴通讯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与通信运营商

生产环境全一致的设置，模拟打造出与生产环境完全一致的场景。

专业课程采用“理实一体化，实践为主”（做中学、学中做）方式进行教学

练习，针对学生特点和行业岗位需求，尤其强调动手操作练习的重要性。2/3 时

间学生都在动手实践操作。采取的“项目化教学”方式注重学生团队意识，通过

“团队分组对抗、探究式研讨”等多种手段，更大程度地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

情、提升学习效果、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特点。



以互联网+教学资源（国际化、信息化、数字化、大数据、开放性、碎片化），

校企合作办学是依托南通职业大学原有基础，注入企业优质资源。校企合作、企

业主导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企业主导建设实训基地；企

业主导进行教材、课件、教学设计等资源库建设，同时企业工程师承担专业核心

课程的授课（总课时的 1/3）。通过校企强强联合、双师合作，学校老师的实践

能力得到提升，同时企业的工程师理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图 5 共建实训基地

四 、参与教学

4.1 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模式上采用以师带徒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充分利用 ICT 创新基

地的联合教师团队针对实际社会服务项目中进行技术技能积累，以师带徒的方式

对学生进行符合行业发展的针对性培养机制。同时在第五学期开始，ICT 行业创

新基地的专业老师带领学生参与实际项目运营，提高学生对技术、技能的综合应

用能力。

课程设置上，专业结合公司自身的企业资源和优势，对毕业生面向的岗位群

进行调查和分析，总结出适应市场需求和学生长期发展的核心课程。对岗位技能

进行细分，指导相关核心课程的建设。利用对最新技术的掌控同步更新教学资源，

最大限度淡化与现行知识滞后的问题。

采用职业导师模式，将传统的辅导员职责转变为学生职业素质培养引导讲师，

为企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工作岗位适应能力，为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提

供了充分的保障。

目前 ICT 行业创新基地有专职教师 18 人（校企混编师资），结构如下：职

称结构：高级 4人，中级 8人，初级 6人。学历结构：博士 4、研究生 9人，本



科 5人。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学位结构比例适中，有一定的企业实践经验，不论

在知识要求、素质要求，还是教学能力、项目研发能力，能适应专业长远发展需

求和教学需求。

按照：“课程教学理实一体化、实践项目企业化、实习场所职业化”的高技

能人才培养理念，建设满足课程教学需求的教学场所，现有校内实训机房 4个，

以保障基于工作过程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体现专业的职业性、开放性，培养

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

校内实训建设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最佳场所，能提供真实的实

践环境和模拟企业的职业氛围，使学生直观、全方位地了解各种软、硬件的使用，

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在具体的实习中提高。

4.2 专业核心课程设置

专业将结合自身的企业资源和优势，对毕业生面向的岗位群进行调查和分析，

总结出适应市场需求和学生长期发展的核心课程。同时将对岗位技能进行细分，

指导相关核心课程的建设。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如下：



图 7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课程体系

图 8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课程体系

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以及拓展选修课程。

其中专业基础课程为学生夯实专业基础知识，注重理实一体化教学，重视理

论教学的同时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专业核心课程围绕移动通信岗位需求，以实



践教学为主线，以理论教学为基础，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强调手脑并用。

拓展选修课程为学生拓展 ICT 行业横向知识，注重知识的广度，让学生具备更加

综合的技术能力。

第三学年主要为毕业设计与岗位实习，岗位实习分为企业集中实习和自主企

业实习。学院与基地共同开展企业集中实习，以基地社会拓展业务为基础，以基

地优质师资为依托，让学生在实习基地体验到真实的企业工作环境，提升学生的

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顺利过渡到自主企业实习，提升学生自信心，提高用人单

位的满意度。通过实习基地集中实习，推荐企业自主实习的双重保障，真正实现

本专业毕业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平稳衔接。

4.3 就业方向及主要职业岗位

表 1：就业岗位

4.4 教学成果

1）2022 年针对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专业以及现代移动通

信技术专本衔接三个专业混编团队共同完成最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2）累计完成 144 门专业课，共计 10057 课时的教学授课。

表 2：课程教学表

学期 课程门数 课时量

2016-2017-02 4 254
2017-2018-01 9 648
2017-2018-02 10 908
2018-2019-01 17 1252
2018-2019-02 14 1254



2019-2020-01 20 1476
2019-2020-02 13 768
2020-2021-01 16 888

2020-2021-02 12 824

2021-2022-01 10 653

2021-2022-02 11 692

2022-2023-01 8 440

汇总 144 10057

3）在专业课教学工作中强化学生职业管理的内容，专业课讲师日常教学时，适

时进行岗位、行业的宣传与贯彻，就工作环境、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问题，提

前进行渗透，让学生在顶岗实习前，对未来的工作提前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真正

做到不盲目、不激进，认清现实、脚踏实地。

4）强调一课双师的教学方式落地。运用工程师自主教学与一课双师教学模式结

合的方式，加强混编师资融合，工程师自主教学是最能直接的体现校企合作专业

特色的，项目部讲师全部来自企业，有行业工作经历，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是我

们追求的目标。企业讲师董新奕与学校老师葛滨共同开发教材《移动通信概论》

已经出版。

教学成果

（1） 一课双师试点：

董新奕、葛滨/董新奕、居金娟/陈永、沈建涛/张晓锋、王力

（2）2022 年荣获“信创大比武-大学生系统集成大赛“三等奖。

（3）2020 年荣获江苏省“云计算大赛”三等奖。

（4）2020 年荣获江苏省“通信网络与部署”二等奖第二名。

（5）2017 年完成了南工院两本教材的开发工作，张晓锋-《宽带接入技术》，

张欢迎-《现代交换技术》。2020 年董新奕、葛滨与吉林电子和日照职院共同开

发《移动通信概论》教材。

教材名称 人员 状态

现代通信交换技术 张欢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出版

宽带接入技术与应用 张晓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出版



移动通信概论 董新奕 吉林电子出版社出版

（5）2021年完成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与太湖学院通信工程专业5+0专本衔接申报，

并完成招生。

（6）2021 年获得江苏省“移动通信网络与部署”三等奖、“云计算大赛”二等

奖和三等奖。

（7）2022 年获全国“信创大比武”全国选拔赛一等奖、决赛三等奖。

（8）2022 年获江苏省“移动通信网络与部署”三等奖、“云计算大赛”三等奖。

五 、保障体系

教育部出台的相关校企合作的政策，为项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

策支撑。校企合作模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校企合作实现了让学生在校

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节约了教

育与企业成本，是一种“双赢”模式。随着校企合作保障制度的健全，将会促进

校企之间更加紧密地合作，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技术人才，让更多的能工巧匠

为“中国制造”筑牢发展根基。

在内部治理结构中，校企双方签订《卓越 2016 教育促进与发展专业合作实

施与服务协议》，明确内容和双方职责。校企双方教育资源共享，共同探索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为学徒提供高质量的培训，满足企业对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需求。

协议对校企共建学院、校企共管学院、专业发展双轨制、专业设计、专业教学、

专业管理、学生职业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明确 ICT 行业创新基地培养过程中

各自承担的责任、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