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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微（企业）与北软（院校）深度产教融合 

年度质量报告（2019）》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资源开发的

基本制度安排。《意见》要求“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拓宽企业参

与高校办学的途径，发挥企业在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步入“速度变化、结

构优化、动力转化”新常态，社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

促使院校不断改进办学思路，提升内涵建设，创新发展模式。近 10 年

来，高职院校和地方本科高校在校企结合和产教融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

展。但这些院校转型发展的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学校的主动是不够的，

产教融合要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让企业真正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主

体。 

沈阳格微软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格微）自举办沈阳北软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北软）以来，始终致力于“产学研”一体化办

学模式，坚持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道路，将自身在技术、资源、

项目方面的优势充分转化为北软的教学优势，实现格微-北软产教深度

融合。 

一、格微与北软产教融合背景 

格微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14 日，是以两化融合、军民融合、产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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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经历了从大学研究室、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软件学院和产业园区近 23 年的发展历程，具备两化融合、军民

融合领域的产业平台优势，形成了集研究开发、人才培养、成果产业化

为一体的产、学、研基地： 

“学”：投资近 4 亿元创建了沈阳北软职业技术学院（非营利性），

其前身北方软件学院是由格微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现为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共同组建的辽宁省第一所省级示范性软件学院。提出“爱的教育

&快乐学习”教育理念，主要针对软件开发设计、数控加工、知识管理

和协同翻译方向进行了复合型、实用化人才培养。现有在校生 3000 余

人，已有毕业生 7000 余人。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

的“青春号”众创空间（平台），倾力培养了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迫切需要的“互联网+工业”的两化融合型人才近万名。 

“研”：拥有多语言协同翻译国家工程实验室，国防创新团队；辽

宁省高校创新团队；辽宁省重点工程中心和实验室；拥有机器翻译和知

识工程管理等人工智能领域一流的研究团队，打造了具有整体国际领先

水平的协同翻译生产线，提出大数据比特能理论和管道技术，累计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97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

防预研、国防基础科研等项目 70 余项。 

“产”：在国内率先打造了为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服务的工业互联

网——中国工业淘堡网；拥有涉及 8 种语言，2000 余个行业，100 多个

国家的专利、标准、论文和情报 2 亿余篇；拥有 150 万个比特能-机器

人，是目前应用规模最大的工业大数据云平台，被国家发改委评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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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互联网+百佳实践（协同制造）”，被国家工信部评为“中国服务型

制造示范平台”，并且格微凭借两化深度融合的领先优势，代表辽宁沈

阳抢占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制高点。在国家军民融合公开竞标的四个重大

项目中中标三个（“中国军民融合网”、“国家军民融合业务导向的大

数据挖掘分析”、“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的供需业务分类模型”），

同时承担了“军委军民融合重大专项规划管理系统”，以及“十三五”

军委装备预研项目“人工智能与智能控制前沿技术研究”等多个项目。

通过格微产学研集聚的全力突围、肩负使命的拼搏努力得到了中央融委

办、国家发改委、军委战略规划办的充分认可。 

作为北软的举办者，格微将两化融合、军民融合、产教融合中的特

色项目、平台和资源进行总结、提炼和升华，指导北软的专业建设，形

成了对接产业的课程体系、蕴含产业经验的创新性教材以及专项教学实

践平台，同时也为专业打造和培养出了一支全流程双师队伍，实现了格

微产业优势向北软教育优势的充分转化，肩负起与北软同样的教育教学

主体地位和责任使命。 

公司发展历程： 

1995 年 10 月创建沈航人机智能接口研究室（张桂平教授回国创业） 

1997 年 07 月成立沈航人机智能研究中心（省级科技研发中心） 

1999 年 07 月成立格微软件公司（中国侨联科教兴国示范基地） 

2001 年 09 月成立北方软件学院（省第一所示范性软件学院） 

2004 年 10 月组建国防知识工程中心（省重点工程中心） 

2008 年 07 月组建知识工程与人机交互中心（国防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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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组建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实验室（省级重点工程实验

室） 

2010 年 08 月国家两化融合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国家科技集成创新

平台） 

2010 年 10 月比特能——中国工业淘堡网（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示范

基地） 

2014 年 12 月译翻翻——协同翻译生产线（整体国际领先） 

2015 年 01 月青春号——众包众创平台（省级示范青创空间） 

2015 年 12 月多语言协同翻译技术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 

2016 年 07 月获中国互联网+百佳制造实践（国家发改委） 

2017 年 09 月获中国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国家工信部） 

二、产教融合目标与任务 

充分发挥格微的产业优势在专业建设上的指导作用，办社会需要、

自身擅长的专业，以课程建设和创新型教材为合作载体，以实习实训基

地为合作平台、以“双师型”教育团队建设与科学规范管理为合作保障，

全面发挥企业在校企协同育人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产教融合深入到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全面提升校企合作的内涵，将格微的技术优

势、平台优势、资源优势、项目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将团队优势转化

为师资优势，将合作优势转化为就业优势，充分发挥格微在北软人才培

养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 

为实现这一总体目标，格微依靠“产学研”一体化优势保证转化的



5 

实时性、完整性和不间断性，重点落实了如下几个方面： 

（一）紧抓课程建设，打造面向产业的课程体系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从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出发，与北软计

算机、数字媒体艺术、机器翻译、电子商务以及数控技术和飞机机电设

备维修等专业（群）共同构建面向产业的课程体系。 

（二）提炼产业经验，形成创新性教材 

根据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行业软件服务、翻译服务等领域的项

目经验以及相关资源的积累，结合北软计算机、数字媒体艺术、机器翻

译、电子商务以及数控技术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等专业（群）学生的实

际能力水平，与相应专业课教师共同编写蕴含产业经验的创新性教材，

并依托北软“酷课网”，创新教材形式，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 

（三）打造“产教融合型”师资队伍，提升校企协同育人能力 

积极打造由格微工程师与北软教师组成的教师团队，形成“产教融

合型”师资队伍。选拔公司内部优秀员工进入北软课堂，并为北软教师

提供“工位”，以便在密切产学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稳健的“双师结构”

专业教学团队。 

（四）借力格微产业优势，提升实习实训质量 

将项目实施经验转化为实训平台与实习基地的案例与题库资源，缩

短课堂与职业技术岗位间的距离，同时将格微的合作企业转化为学生的

顶岗实习基地，保障学生的实习和实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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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教融合的具体举措 

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

学活动，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适

应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需要，建立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标准

联动开发机制。创新顶岗实习形式，强化实习实训考核。深化现代学徒

制，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组织实施职工教育培训，设立学生实习和教

师实践岗位。建设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推进学历证书

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应用英语和电子商务专业多年来已形成校企合作（举办）的模式（事

实），产教直接融合，天然现代学徒制。专业授课教师大多是格微资深

员工，有着丰富的一线生产实践经验，能够很好地进行项目教学、案例

教学和工作过程导向教学；学生参与企业（公司）生产实践，工学结合。

大多数课程、教材都是结合生产实践开发而来，企业（公司）的生产线

就是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专

业建设标准，与职业标准完美契合（或提出/建立职业标准），加大对

外推广和社会服务（培训）力度，建设成为省级（以上）公共实习实训

基地。进一步加大格微与计算机专业群产教融合的深度，修订专业建设

标准，制订具有鲜明产教融合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增加企业参与

教学的力量和投入，专业教师以员工身份进入企业，校企联合开展一体

化教学、育人，校企合作开发产教融合课程和教材。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群与格微在生产和运营层面开展校企合作，师生直接参与企业产品设

计，或为企业提供专业（或技术）服务；企业（市场）需求和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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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专业完善建设标准，创新培养模式，变革教学方法。推进数控技术

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结合格微在航空领域所做工作的特点，转变传

统观念，探索适合的产教融合路径，办出活力和特色。 

（一）校企合作制定课程体系 

为确保课程体系真正对接实际工作岗位，真正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

获得产业经验，格微与北软各专业（群）密切配合，通过对企业需求人

才能力标准的调研分析，对专业典型岗位的工作过程分析和对岗位能力

分析，并结合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共同研究和设计课程体系。例如，

在大数据工程师职业方向课程中，计算机专业群围绕格微提供的实际工

作过程开发课程。现已经形成《数据采集与跟踪》、《数据分析基础》、

《数据分析进阶》、《数据可视化》、《互联网大数据（比特能实战）》

等课程。又如，根据格微所提出的实际岗位能力需求，应用英语专业细

化了翻译类课程，开设针对标准、专利、商务等专业领域的系列课程。

目前，北软的课程体系呈现出如下特征： 

1．面向职业技能培养的理论课程体系 

专业整体课程类型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职业方

向课、毕业设计。教、学、做一体化课程达到 60%，实践课达到 50%，

校企合作课达到 30%。课程体系设置与“产学研一体化育人”、“工学

交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相呼应。两化融合专业、软件技

术专业和大数据工程、应用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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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化融合专业课程体系 

 
图 2 软件技术专业面向岗位的课程体系 

 



9 

 
图 3 大数据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图 4 应用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2．实践内容与工作岗位技能“无缝对接”的实践课程体系 

格微将企业具体岗位划分出若干个岗位能力等级，并与北软相关专



10 

业（群）共同为每一个能力等级设计课程，学生自能力等级低的课程开

始学习，考核合格后进入下一个等级课程的学习，学生在最终完成所有

等级的学习后完全具备对应岗位所必需的技能。以大数据工程师岗位为

例，格微与北软共同设计出的能力模型与对应课程体系如下图示。 

 

图 5 大数据推送工程师能力模型 

 

图 6 大数据推送工程师能力模型课程体系 

（二）校企合作自编教材 

格微的一线技术骨干具备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是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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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的升华，是能够让学生迅速提升工作技能的第一手资源。自编

教材是对格微项目实施以及产业经验的提炼与总结，由格微的一线技术

骨干与北软专职教师共同编写。对于北软使用的大部分自编教材，首先

由格微对产业经验进行整理并总结成文字和应用案例，之后，格微相关

技术骨干与北软专业教研室共同对这些内容进行筛选、整合和提炼，确

保编入教材的内容难度与数量符合要求。另一部分自编教材则是北软教

师在参与企业实践后，与格微工程师共同编写而成，比如 2014 年两化

系教师协助格微为企业提供两化融合服务、免费规划等，在服务的真实

过程中，了解到企业的真实产品，通过大数据挖掘，最后整理出《现代

制造技术》的校本教材。目前，校企合作教材广泛用于相关理论课或职

业方向课/实习实训课，提升了课程质量。 

1．形成一批创新形式的教材 

目前形成了《数据采集与跟踪》、《数据分析基础》、《数据分析

进阶》、《数据可视化》、《互联网大数据（比特能实战）》、《基于

大数据的企业决策支持训练》、《互联网情报分析》、《互联网常用工

具》、《中国工业淘堡网典型企业营销案例精析》、《计算机辅助设计》、

《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 CAPP》、《航空情报信息整合推送》、《新航空

概论》、《现代制造技术》、《关联计算应用技术》、《知识库基础》、

《工艺规程标准》、《翻译技巧精析》、《标准翻译案例精析》、《英

汉专利翻译技巧精析》、《汉英专利翻译技巧精析》、《汉语表达与译

文润色》、《三阶式语法实战》、《跨境电商客服技巧》等 30 余本自

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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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面向产业经验总结

形式上：纸板书、结构化的电子
教材、

已建设：

《新航空概论》

《现代制造技术》

《关联计算应用技术》

《知识库基础》

《工艺规程标准》

……

格微优势转化——教材

 

图 7 自编教材 

2．推出电子化教材，学习与师生沟通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电子化的教材具备在任何地方进行重点知识标记的功能，无论是北

软专职教师还是格微的“企业教师”均能够在教材上进行教学重难点标

注，以便教学经验的积累以及之后的教材改版与教学经验交流。同时，

学生能够在任何地点查看电子教材来进行知识学习与笔记查找。 

图 8 电子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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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微与北软合作开发的“酷课网”上可查阅目前使用的所有纸质

教材。 

（三）着力培养“双师”队伍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离不开具备产业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北软教

师能够传授给学生过硬的理论知识，而企业导师（格微工程师和一线技

术骨干）有着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能够保证学生深入到项目中，应用

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专业教师与企业导师组成“产教融合”教师团

队，实现了让专业教师进入企业参与项目，让企业导师进入课堂参与教

学，是一种优势互补。因此，格微始终坚持为北软培养、培训双师型教

师队伍。 

1．推进格微工程师、一线技术人员在专业群任教，为北软打造出

一支全流程生产型师资队伍 

格微鼓励一线技术骨干与格微工程师和总监走进课堂，实现了实战

技能实战传授，保证了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能够转化为实际工作

经验。而且，进入课堂的公司技术骨干也并非集中于几个岗位，格微会

根据专业（群）的实际需求，从相应工作流程中的各个岗位选拔技术骨

干，对其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授课水平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

企业导师每次开课前都要进行试讲，格微内部企业导师团队会对其课程

内容设计提出指导意见，只有试讲合格后，才可准予授课。如此形成的

一支全流程生产型师资队伍，可以确保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技能能够精

准对接到具体工作岗位。以北软应用英语专业为例，参与专业教学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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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导师包括以下几类：来自格微的技术总监团队，共有 37 人，全

部参与教学，参与的方式主要是专家讲坛、高级导论课程和高级学徒制

等形式；核心的技术研究团队共 40 余人，由于团队仅负责导论类的课

程，参与教学的人数为 5 人；平台研发团队，共有 100 余人，团队为专

业教学环境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其中 6 人参与教授平台操作类、技术类

课程；资源挖掘团队，其主要任务是维护教学资源库，其中 8 人参与教

学，负责教授资源获取、采集、挖掘类课程；翻译团队，由核心专职团

队与网络兼职团队组成，其中核心专职团队 50 余人，26 人参与教学，

负责教授语言类课程，协同翻译类课程；DTP 排版团队，团队的 10 余人

均参与教学，负责教授计算机操作技能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会将实

际项目的 DTP 排版经验引入教学环节，让学生体会客户的真实需要；项

目管理团队，10 余人均参与教学，负责教授工程化思维、项目管理类课

程。 

表 1格微工程师授课统计情况 

 

2．建立北软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机制，促进北软教师“深入”企业 

格微在促进企业导师走进北软课堂的同时，也为各专业教师走进格

微参与实践提供条件和机会，安排北软教师参与到真实项目环节，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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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技术人员负责指导，北软教师在项目中获得第一手项目实践经验，有

助于其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改进教学内容。以计算机专业群为例，其专

职教师中 70%以上的教师参与格微的实际项目，直接参与软件设计开发、

大数据服务、数据库设计、知识管理、网络维护、项目实施、软件测试、

员工培训等工作。至 2017 年，有实践经验的专兼职教师占其专业教师

总数的比例已达到 80%以上，实现了各专业在人才培养问题上质的突破。 

（四）实习实训基地 

1．借力于格微及公司业务服务企业，实现实习与就业一体化 

格微建设的中国工业淘堡网依托全国服务网络，在 20 余个省市区

建立了服务平台，累计为 3800 余家工业企业和 110 余个政府部门提供

大数据服务，积累了丰富的企业服务经验，是具价值的案例资源。据此

形成的一系列案例课程以及教材库与训练库，可供学生理论课与实训课

程使用。同时，中国工业淘堡网已与 4033 个两化融合企业建立了合作

关系；这些企业可以满足学生实训、顶岗实习及就业需要。目前，学生

不仅可在中国工业淘堡网实习（实习结束后，优秀者可获取证书），还

可以被安排进行两化融合定制培养，成为两化融合企业急需的人才。 

2．转化格微产业优势，支撑北软实训基地建设 

格微专注工业信息化 16 年，服务客户 820 余户，其中包括航空科

研院所 30 多家，涉及项目 88 项，涉及知识化、智能化工业软件产品 38

余种，产品用户数量达到 84 万多，产品已经覆盖工业软件的工业设计、

数据管理、业务管理、知识管理四大模块。另外，格微目前拥有航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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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机械制造、电子等 20 个能源领域，2.76 亿条信息，2 亿份情报资

料的关联图谱，150 万数据采集机器人，超过 10 万款产品数据，并已经

为军事、航空、航天等 18 个行业企业提供大数据服务。这些产品中信

息化、智能化的产品有 38 余种，且覆盖了六大工业软件类别中的三大

类：工业设计软件、业务管理软件、数据管理软件。格微的这些资源已

经逐步转化为北软课程实训基地案例资源和实训平台上的题库资源。 

 

 

 

 

 

 

 

图 9  实习实训基地 

目前，格微和北软共同建成基础性实训基地 8 个，生产性实训基地

8 个。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筑面积 4000 平，近三年已完成 2000 余学

生及900余校外人员的生产性实训。可以满足企业常用信息化应用实训、

虚拟制造应用实训、知识图谱、情报采集、大数据挖掘、知识管理和商

业智能等服务型工业企业应用实训。 

四、产教融合工作成效 

自举办北软以来，格微始终致力于将技术、平台和项目优势向北软

教育优势的转化，凭借这些优势，北软在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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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模式和学生就业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而且，优势的转化还进一步

促成了格微与北软文化上的融合。 

（一）专业建设取得新成就 

2017 年 12 月 4 日，北软因计算机专业建设特色被辽宁省教育厅确

定为“辽宁省职业教育高水平特色专业群”立项建设单位，使得北软成

为唯一一所进入全省高职教育“双高”建设序列的民办高职院校。民办

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群的建设离不开格微在技术、资源、平台以及人员

等各个方面所给予的充分支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格微与北软在

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了产教深度融合，格微以优势转化工程为载体启动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产业端的产业平台转化为了人才培养端的课

程资源与实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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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辽教函〔2017〕798号 -“双高”批复文件 

（二）强调能力进阶的企业实践课改革 

为进一步推进格微-北软产教深度融合，格微对企业实践课进行改

革，创新性提出“阶梯式授课体系”，分阶段开展企业实践课程，变单

一类型的企业实践课为“企业实践课+企业实战课”，重新调整“实践

课”与“实践课”的内涵，强调能力的提升。学生首先参与企业实践课，

考评合格之后，再进阶到企业实战课。 

 

图 11 阶梯式授课体系 

企业实践课是教师将已完成的实际项目拆解为案例，再转变为授课

内容逐步讲解，学生在课堂上所完成的整个流程是对以往项目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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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在企业实践课程中逐步熟悉项目的整个实施流程，了解在项目实

施期间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企业实战课是学生在格微

参与真实的项目，没有“预先准备”的解决方案，需要学生在遇到问题

时独立思考应对之策。在实战环节，学生融入到产业工作环境中，由企

业导师与学生结成师徒，企业导师伴随学生成长，将工作技能传授给学

生。在师徒教学过程中，用真实的企业项目、真实的企业需求、真实的

项目经理、真实的工作压力、真实的工作机会对学生进行培养，“实战”

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项目中学到真技能，磨练真本领。 

 

 

 

 

 

图 12 学生参与企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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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生参与企业项目案例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号 指导教师 
参 与 项

目 
项目成果 

1 刘鑫鹏 63510704 2016035107145 郭浩 

单 招 系

统 ,沃克

真人 CS,

选课系统 

单招系统:完成部分前台

显示页面和后端接口实

现；沃克真人 CS:完成部分

前端页面 选课系统:部分

功能实现 

2 崔经洲 63510701 2016035107029 王立力 

沃克真人

CS,沙船

APP,直播

APP,沃支

撑 APP 

真人 CS 正在开发,沙船

APP 开发完成,直播 APP 开

发完成,沃支撑 APP正在维

护 

3 高峰 63510702 2016035107059 彭默 

蓝牙点名

程序，资

源导入工

具，新版

翻 译 系

统，word

插件 ,错

误翻译文

档标识 

维护蓝牙点名系统，资源

导入工具中的录入、保存

数据模块，右侧文件树状

图接口，word 单位换算插

件，查询指定数据并红色

标记 

4 汪鑫 63510706 2016035107213 彭默 

word 插

件，资源

导 入 工

具，新版

翻译系统 

资源导入工具中的录入、

保存数据模块，右侧文件

树状图接口，word 单位换

算插件，查询指定数据并

红色标记 

5 崔洪殊 73510703 2017035107085 彭默 
原型交互

图设计 

仿照八爪鱼制作原型交互

图 

6 范云鑫 73510702 2017035107048  彭默 
大数据监

控系统 

前台界面制作，本日\本周

\本月数据统计 

7 王和旋 73510706 2017035107239 彭默 
word 插

件 
word前台界面 

8 王亭轩 73510702 2017035107076 彭默 
大数据监

控系统 

制作原型图 、地图控件设

计及最近热度排名 

9 高建民 73510702 2017035107064 彭默 
大数据监

控系统 

统计各省份排名，制作柱

状图及表格 

10 崔伊萌 63510701 2016035107033 彭默 

网 络 安

全，渗透

测试 

sql注入 

11 崔鹏 63510701 2016035107030 彭默 

网 络 安

全，渗透

测试 

xss攻击 

12 崔志峻 63510701 2016035107034 彭默 

网 络 安

全，渗透

测试 

shell 提权 

13 郝建宇 63510702 2016035107034 彭默 
word 插

件 
用户登陆模块 

14 王婧娴 63510706 2016035107216 吴驰 
“工业淘

宝”名片

名片页显示样式，拨打电

话、一键复制、同步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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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设

计 

通讯录、收藏 

15 宁浩 63510704 2016035107168 陈建军 

情报雷达

系统、数

控教学系

统、word

写 作 助

手、搜索

引擎整合

系统、飞

机导线工

具系统 

情报雷达系统调研设计开

发、数控教学系统调研设

计开发、word 写作助手参

考文献模块开发。搜索引

擎整合系统全栈开发、飞

机导线工具系统开发 

16 罗浩楠 63510704 2016035107156 陈建军 

情报雷达

系统、数

控教学系

统， wps

插件开发 

情报雷达系统初级开发、

数控教学系统工具、wps

插件工具的实现 

17 刘聪 63510704 2016035107136 陈建军 

情报雷达

系统、数

控教学系

统 

情报雷达系统初级开发、

加工工艺参数查询工具 

18 刘淳 63510704 2016035107135 陈建军 

情报雷达

系统、数

控教学系

统 

情报雷达系统初级开发、

通用数据查询工具 

19 吕泽鑫 63510704 2016035107153 陈建军 

情报雷达

系统、数

控教学系

统 

情报雷达系统初级开发、

公差标注工具 

20 刘洪麟 63510704 2016035107138 陈建军 

情报雷达

系统、数

控教学系

统、word

写 作 助

手、搜索

引擎整合

系统、飞

机导线工

具系统 

情报雷达系统调研设计开

发、数控教学系统调研设

计开发、word 写作助手参

考文献模块开发。搜索引

擎整合系统全栈开发、飞

机导线工具系统开发 

21 郭浩东 63510702 2016035107062 袁金福 

guns ，

silver 

bullet，

专题云 

完成后台代码，前端部分

代码，用户管理模块，词

典管理模块 

22 王润申 63510706 2016035107234 袁金福 

专题云移

植，知识

工程，航

空辅助翻

译 

完成大部分前端界面代码

与部分否段功能代码，添

加库管理模块 

23 杨宁 63510707 2016035107341 袁金福 “银弹” 完成搜索功能样式设计 

24 张昊 63510707 2016035107281 袁金福 
工业云平

台 
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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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春号推动学生创业 

青春号众创空间由格微创建，主要是面向大学生兼职、创业的综合

服务平台，平台的创办宗旨是以“众包促众创 众创引众筹”。大学生

在青春号众创空间中，首先通过完成由包括格微在内的各类企业在青春

号网站上源源不断发布的各类兼职任务，不断积累打工经验和业务能

力，当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再注册公司，创办小微企业。青春号众

创空间通过众包-众创-众筹“三众”模式，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

目前青春号众创空间已经成功服务 30 支创业团队，被辽宁省共青团团

委授予“青创空间”称号。 

 
图 13 省共青团授予青创空间 

表 3 "青春号"学生创业团队（部分）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队成员 服务范围 

1 
伊诺维特信息科

技工作室 

徐书迪（负责人）、石骐

源、白斌 

嵌入式产品、安卓开发、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 

2 
酷视在线工作室 李贵杰（负责人）、张志

波、张宁 

视频点播系统、PC 客户端应用、

Android 客户端开发服务。 

3 
T.R POWER 工作

室 

王鑫（负责人）、李婉颖、

赵伟 

软件本地化、机器翻译、论文翻译、

图片处理服务。 

4 

原拓空间工作室 李潇（负责人）、姜芳涵、

马谭宇轩 

平面设计、室内装修设计、美工、

CAD制图、MAYA 建模、MAYA动画、

3DMax 建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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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艺颖工作室 魏先正（负责人）、孟胜

杰、李金伦 

平面设计、室内装修设计、美工、

CAD制图、MAYA 建模、MAYA动画、

3DMax 建模服务。 

6 

青葱印象创业工

作室 

阚亮（负责人）、张远航、

魏延旭、刘洋、刘宪鹏、

王佳楠、刘荣先 

服装 DIY热转印、杯子 DIY烫画等

服务 

7 
逐梦商贸 巴顿（负责人）、庞超影、

王圣泽、车宝才、高和奇 

产品推广、销售代理、校园 O2O 产

品代理服务。 

8 
毅成科技工作室 王毅成（负责人）、李佳

俊、宋健、葛微奇 

软件开发、动态网站设计服务。 

9 
红叶科技工作室 孙宇林（负责人）、郎项

羽、刘佳业 

动态网站设计与开发服务。 

10 
百瑞科技工作室 赵建辉（负责人）、刘泽

宇、张常瑞 

动态网站设计与开发服务。 

11 
指尖工作室 张紫荆（负责人）、高畅、

马家兴、赵南宁 

UI设计、平面设计、APP设计、LOGO

设计等服务。 

12 
沸水团队工作室 黄楷铂、李一轩、邓清峰 人机交互、动态网站设计与开发、

桌面应用设计与开发服务。 

13 潮尚移动工作室 闫子桥（负责人）、刘铭 IOS设计与开发服务。 

14 
WG-99KM 刘洪泽（负责人）、王特、

李开 

系统安全检查，安全设计方案。 

15 
维派移动工作室 崔经洲（负责人）、姜广

昱、刘金鹏 

安卓设计与开发服务 

（四）从目标任务到文化理念融合 

格微与北软共同开展专业建设，在专业课程体系开发、合作校本教

材编写、“双师”队伍培养以及实习实训建设方面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合

作，实现了格微产业优势向北软教育优势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彼此

就教学目标的设定与教学任务的实施进行长期、不间断的探讨、研究与

实践。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争论辩证”和“去粗取精”的过程中，格微

与北软在教学理念、认识和行动上越来越能够保持高度一致，双方在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和开展各项教学活动时都能充分理

解和兼顾彼此的主要关切。从最初的思想“碰撞”，到建议的相互借鉴，

再到如今的文化融合，这是格微与北软产教融合程度日益加深的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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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五、产教融合工作规划 

未来三年，格微将继续凭借自身在项目、技术、资源方面的优势，

积极参与到北软的师资、课程与实训基地等方面建设中，共育面向行业

软件开发、智能制造、翻译服务、知识服务与管理的实用型技术技能人

才。 

（一）成立产教融合系部，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格微三大事业部将下设专门服务于产教融合的部门，成员包括部门

产业总监、产教融合系主任、格微企业导师以及根据实际任务需要加入

的北软专业教师，共同制定产教融合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负

责制定和编写相关制度文件。计划在 2019 年 7 月前完成三大事业部内

产教融合部门的人员选用工作，并分别与北软各专业制定出 2019-2020

学年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案。 

（二）积极参与对接岗位的课程体系建设 

在深入了解大数据、软件、智能制造、机器翻译领域前沿技术、企

业人才需求现状及人才培养现状的基础上，将格微的技术优势、资源优

势、项目优势转化为软件、大数据、智能制造、翻译类课程以及配套的

课程资源，包含课程教学大纲、课程内容、讲义、PPT、教案、教材、

视频、题库、配套平台或网站等；计划在 2021 年 12 月搭建出与岗位技

能无缝对接的课程体系实训平台 2 个，与北软合作新增配套教材 10 本

（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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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产业平台优势，优化实训基地环境 

目前，格微承担了北软大部分学生的实训工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企业实训课程体系，并在针对北软学生开展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方面积累

了许多宝贵经验。未来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1）根

据当前北软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内容，完善格微现有实

训基地管理制度，改进和完善能力训练与评价模式。企业导师要根据学

员实习过程的学习能力、操作能力、工作效果进行综合评定；（2）建

立动态调整的职业方向管理机制，格微将根据所掌握的企业员工岗位需

求变化，以及北软职业方向课程体系，增设和撤销企业实训课上设定的

职业方向，最大程度确保企业开展的实训与学生未来就业岗位无缝对

接；（3）充分运用七大产业平台与项目资源库。这些平台与资源库中

包含了大量实际项目，能够转化为供学生实训使用的真实案例与试题

库，有助于学生实现能力进阶；平台中还为每个职业方向提供配套的实

训任务，便于实训内容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同时，格微为每个职业方

向指定企业导师，由企业导师对学生进行专门技术培训和项目指导，将

实际项目分解给学生。计划在 2021 年 12 月形成可供北软学生在格微实

训使用的试题库 3 套。 

（四）加强“产教融合”教师培养，推进“产教融合”教师团队建

设 

企业导师队伍是保证专业课程、职业方向课程以及企业实训课程质

量的关键，也是落实校企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为保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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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队伍的水平与层次满足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要求，未来 3

年，格微三大事业部将从培养企业内部实训导师以及提供北软专业教师

实践工位两个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到由格微工程师与北软教师组成的

“产教融合”团队的建设中。在企业内部实训教师培养方面，格微依据

人才培养方案选择和定向培养相关技术人员，并制定出格微企业导师培

养规范。新的企业导师由已在北软授课 3年以上的格微工程师负责培训，

并以“老带新”的方式逐步参与到职业方向课和企业实训课的学生指导

环节，经格微与北软产教融合系主任考评合格者独立承担相应专业的专

业课或企业实训课；在北软专业教师参与格微项目实践方面，格微将在

部门内的各项目组内分别预留 1 至 2 个工位，并依据参与企业实践的北

软教师的授课安排，指定北软教师定期参与实践项目工作并负责评价。

计划到 2021 年 12 月，格微团队中至少 30 名工程师将转化成为独立承

担企业实训课以及专业课的企业导师，至少组成 3 个“产教融合”教师

团队，至少接纳 10 名北软教师参与格微实际项目。 

产教融合是北软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格微发展的需要。未来，格

微将继续提升与北软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深化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顶岗实习的过程监督和考核管理，加大双

方的沟通交流力度，在课程开发、师资培养、实习实训、社会服务等方

面有更大担当。 

 

沈阳格微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