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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背景 

1. 选题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提出要强调要“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部

积极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并印发了《关于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

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三全育人”是一个系统的全面育人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
求高职院校既要凝聚全校力量实施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又要协调社会力量，

利用社会育人资源，实施全方位育人，并对科研育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面对新

形势、新要求，高职院校的科研能力已经成为院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已经成

了高职院校育人、社会认可程度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表现。  

因此，全面贯彻落实“三全育人”理念，以高职院校科研育人机制为研究对
象，探索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创新运行管理机制，聚集科技创新资源，提升师生

科研能力，构建科研服务社会体系，提升高职院校办学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2.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全育人”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教育模式,迄今为止,国外尚未提出这种教
育理念。这种理念要求高职院校科技创新既要凝聚全校力量实施全员育人、全过

程育人，又要协调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育人资源，实施全方位育人。韩慧莉（2012）、

门宏悦（2012）等基于“三全育人”针对构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格局、新模式

方面进行了探讨。吴子贵（2015）对“三全育人”体系下高校部门协同机制的建

立进行了研究。潘丽萍（2013）对高职学生目标教育模式构建进行了探讨。刘胜
男（2016）新时期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教育模式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探讨。

凡友福（2015）基于“三全育人”，对高职学生管理信息化建设进行了初探。 

对高职院校科研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 

高职院校的科技创新工作有别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应在生产一线寻找科技

创新点，注重校企协同创新，重点开展技术革新、应用、推广和培训等，推动产

教深度融合，然而尚会妍（2017）、孙毅颖（2012）何添锦（2008）、赵玉龙（2006）

等指出高职院校科研管理与服务目标认识模糊且投入不够，科研定为不准确。 

科研育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高校特别是高校中的研究生教育，高职院校关

于科研育人研究较少，高职中的科研和育人关联性不大。骆郁廷（1997）开始关

注科研和育人间的关系。周光礼（2012）陆锦冲（2012），王李金（2012）提出应

当转变观念，科教融合，强化科研育人理念，并对高校科研育人的内涵、方向和

途径进行了探索。白强强（2015）对民办高职院校校企协同科研育人机制进行了

探析，方桐清（2017）探讨了高职院校科研如何承载育人功能。 

高职科研工作无平台，无渠道，科研平台层次低，科研平台作用不大。胡坚

达（2013）、谢萍（2013、）刘延民（2011）、李静（2008）、颜道胜（2006）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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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职院校科技创新高职院校建校时间短，科研工作起步晚，科研工作基础薄弱，

经费投入不足；缺乏有效的科研平台和科研渠道，平台缺乏稳定的经费支持，缺

乏高效的资源共享体系，缺乏成果转化的前瞻性。 

管理服务体系不完善，如产教融合等方面有待于加强；科研管理服务机构不

健全，科研管理服务的职责不清，科研管理服务的重点不明确；郑爱平（2016）、
宋嵘嵘（2014）、徐元俊（2011）、雷小生等（2009）等探讨了科研管理激励机制

的重要性，指出科研制度不完善，科研组织机构不健全，人才流失严重，教师参

与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缺乏完善的科研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徐元俊，2011）；评

价机制不尽合理，成果的评价更倾向于学术性，而轻视了实用性（王雅芬，2007）。

科研管理信息化方面，林珊湉（2016）探讨了“互联网+时代”时代高职院校科研

管理的机遇与挑战，宋嵘嵘（2011）指出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明显滞后且多处于

信息化的初级阶段。 

近年来，高职院校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教师教学任务重，参加科技创新、外

出进修、学历晋升的精力受限，影响到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高职院校科技创新团

队建设方面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的工作机制（曹可，2014；胡春林，2012）、人员

组成（向敏，2011）等，多以定性研究为主，或停留在经验性的层面，缺少多方

面实地调研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杨珍，2013；郭长平，2012）。科技创新缺乏

带头人，整体科研实力不强，与本科院校在同一平台申报项目时处于劣势，项目

申报成功率低，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朱建柳（2016）、李克林等（2015）、王秀

清（2011）、杨德山（2011）、等指出教师科研水平低科研素质偏低、科研意识薄
弱，教学科研无法兼顾、自身心理准备不够、科研综合素质欠缺等比较突出的制

约因素。高职院校科研创新方面，潘策（2018）、李晓菲（2015）、冯敏（2005）

等指出高职院校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科研缺乏创新性。同时，社会认可度低，好

多企业更愿选择本科院校协同科技创新（孙兵，2010）。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三全育人”分门别类的研究已有一些，而对其整
合研究的比较少，特别是缺乏科研育人机制方面的理论研究，尚无现成书籍参考，

散见于部分期刊论文中，研究成果不成熟。 

2.2 发展趋势 

综观我国高职科研近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其观点主要集中于高职院校科研定位、

是否需要科研、科研现状、科研与教学关系等方面，但是针对高职院校科研育人

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根据现有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结合高职院校实际育人所需，

加强高职院校科研育人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