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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图案设计数字化创新就业实习基地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开元教育科技 (深圳)有限
公司共建的产教融合项目，旨在通过数字化设计技术推动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升。项目提供

了图案设计领域的实习岗位，结合理论与实践，培养了实用型、创新型人才。通过校企合

作和创新创业模式，学生在就业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项目还通过非遗文化与数字技

术的结合，推动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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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ttern Design Digital Innovation Employment Internship Base is a collabo-
rative project between Shenzhen Polytechn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 aimed at enhancing students’ employability through digital desig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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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图案设计数字化创新就业实习基地

项目类型：就业实习基地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2022年 12月 1日-2023年 11月 30日
项目立项编号：20230113329
项目合作企业：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联系人：李昌奎

项目承担高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项目负责人：徐明明

一、项目合作内容及开展情况

（一）合作内容

图案设计数字化创新就业实习基地项目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开元教育科技 (深圳)有
限公司共建的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其合作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 校企合作共创平台
提供数字化图案设计内容编辑和加工等实习岗位，培养实用型、复合型和紧缺型人才，

并推向就业。通过校企协同合作，推动人才供需有效对接，实现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依托“校企联合供需对接的就业模式”，实现学生技能与行业需求无缝衔接。

2. 打造就业实习基地
提供符合图案设计数字化转型的实习岗位，提升学生的设计实践和创新能力，做到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升学生的长远就业能力与综合素养。项目结合“数字化转型驱动的就

业能力提升理论”，让学生在数字化设计的背景下掌握实用技能，增强创新能力，促进职业

发展。

3. 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产教融合
通过校企合作，立足企业需求，推动技术改造和创新，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项目

运用“产教融合创新推动就业的理论”，通过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提升学生的就业适应能

力，推动企业产业升级。

（二）开展情况

项目依托开元教育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的数字化技术和资金设备投入，通过校企合作，
逐步打造供需对接的就业育人项目，现阶段已经完成前期建设，持续优化中：

1. 建立就业实习基地
与开元教育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建立就业实习基地。校企双方拟定实习方

案，涵盖实习周期、能力培养目标、实践项目等。通过“校企联合供需对接的就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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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2. 搭建岗前培训平台
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基地，长期合作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素养。项目通过“创

新创业与就业双轨并行的新思想”，在岗前培训和创新创业大赛中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

社会责任感。

3. 持续产生就业成果
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结合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动手能力，使课堂教学与实

践相结合。通过实习基地的培训，学生顺利过渡为合格的设计师，增强市场适应力。项目

结合“产教融合创新推动就业的理论”，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就业适应性。

4. 实习基地迭代升级
根据学生的实习反馈和企业需求变化，优化实习基地，提升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

力。通过“文化自信助推就业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文化自信，创造出具有

文化价值的作品。

通过这些举措，项目全面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深化了校企合作，助力企业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

二、项目主要成果及创新

（一）主要成果

1. 基于基地培养的学生就业能力提升成果
学生岗前培训与就业基本情况。2023 届毕业生 67 人，100% 实现就业或升学。53 人

签订就业协议，2人创业，1人赴英国深造，11人升学国内本科。所有毕业生获得至少一
个符合行业需求的技能证书。这体现了“数字化转型驱动的就业能力提升理论”，学生通过

数字化图案设计平台，掌握了创新和实际操作技能，增强了长期就业竞争力。

创新创业能力提升成果。依托该平台孵化的“深港同心源”项目获得广东省红旅组银

奖，学生获奖 22项，参加全国展览 3次。该成果体现了“创新创业与就业双轨并行的新思
想”，通过参与创新创业大赛，学生不仅提升了就业能力，还增强了创业素养。

2. 基于基地培育的教师教研成果
项目负责人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和合美学思想指导下的非遗共创设计实践探索》

和《丝路》。通过该项目，教师的研究和教学成果显著，支持了“校企联合供需对接的就业

模式”，高校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实现了双向互动，提升了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3. 基于基地产出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
该项目帮助广东省非遗教育研究院完成了 24节气 72物候图案的设计，并获得 3项专

利。项目与企业的合作推动了技术创新，体现了“产教融合创新推动就业的理论”，不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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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学生的实际技能，还为企业解决了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推动了企业的产业升级。

（二）创新

1. “非遗共创”创新模式，树立文化自信

通过“非遗共创”模式，项目将文化传承与现代就业技能相结合，体现了“文化自信

助推就业的教育理念”。学生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增强了创新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展示了传

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2. 引入非遗大师，共建双师型教师团队

项目通过与国家级工艺大师和企业导师合作，形成了双师型教师团队，促进学生在实

践中的成长。

3. 数字技术活化传统文化，丰富课程资源

通过数字技术打造中华文化图库，学生在接触现代科技的同时，学习传统文化，提升

了设计实践能力。

4. 校企联合，促进产业技术创新

项目通过深度的校企合作，为企业的技术攻关和创新提供了支持，学生在企业的设计

研发中得到了实际锻炼，提升了就业能力。

三、成果应用及推广情况

本就业实习基地项目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中心，通过“本校-兄弟院校-中小学-企业”
四个层面推广其成果和经验。

1.本校推广。通过创新型选修课和创客教育，将“非遗共创”模式融入校内课程，形
成“文化自信助推就业的教育理念”，孵化出的创客团队在互联网 +大赛中获奖，并帮助学
生实现创业，体现了“创新创业与就业双轨并行的新思想”。

2.兄弟院校推广。通过学术交流和论文推广“非遗共创”模式，展示了“校企联合供
需对接的就业模式”，项目负责人在北大人文论坛上的分享得到了广泛认可。

3.大中小学一体化推广。联合非遗大师开发实践课程，将平台成果推广至深圳中小学，
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实践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

4.企业推广。学生深度参与重大设计项目，推动企业创新，践行“产教融合创新推动
就业的理论”，并吸引更多企业与学校开展合作。

四、学校评价

本就业实习基地项目的建立，优化了本校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实习和就业条件，特别是

在数字化图案设计内容编辑和加工等顶岗实践领域，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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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依托“数字化转型驱动的就业能力提升理论”，通过校企合作共建的数字化平台，使学生

在数字化转型的环境中获得了丰富的实习机会，增强了实际操作和创新能力，从而有效提

升了学生的长期就业竞争力。

该项目建立了高效的校企供需信息流通机制，依托“校企联合供需对接的就业模式”，

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通道，实现了高校人才供需的精准对接。这种

模式不仅提升了毕业生就业的契合度，还实现了高校与企业发展的互利共赢，对推动毕业

生更高质量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项目在推动校企合作的同时，也实现了“产教融合创新推动就业的理论”。通过深入的

产教融合，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优质的实习岗位，还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帮

助解决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瓶颈。学生通过参与河南省运动会奖杯设计等重大项目，得到

了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和设计研发的机会，提升了实践能力和市场适应力。

此外，项目通过“创新创业与就业双轨并行的新思想”，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学生通过参与创新创业大赛，提升了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孵化了多个创业团队，

并在各类设计大赛中获奖，进一步展示了就业实习基地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

该项目还结合了“文化自信助推就业的教育理念”，通过“非遗共创”模式，将文化传

承与现代就业技能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化认同感，增强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中

的竞争力。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设计能力，也促进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学生

能够在现代设计中体现传统文化价值。

实习基地的平台建设，构建了更多优质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有效联动，不仅为学生提供

了优质的就业实习岗位和机会，培养了符合时代需求的复合型设计人才，还为企业进行了

技术改造、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推动了企业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展现了项目的广泛

应用价值和显著成效。

五、公司评价

本就业实习基地项目针对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毕业生在岗前技能与行业发展和企业需

求脱节的痛点，通过我司的数字化技术和硬件支持，系统化优化了课程的数字化转型、虚

拟现实与智能制造教学，并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岗前培训水平。该项目成功实现

了校企合作在就业育人方面的创新，充分体现了“数字化转型驱动的就业能力提升理论”，

让学生在数字化环境中获得实习机会，提升了实际操作和创新能力，增强了其长期的就业

竞争力。

通过我司的深度参与，该项目有效构建了“校企联合供需对接的就业模式”，打通了高

校与企业间的双向互动机制，精准对接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确保培养出的人才能

满足行业的实际要求。这种模式不仅推动了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也实现了校企之间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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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赢，成为供需对接的典范。

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积极支持学生参与技术创新和实践，通过“产教融合创新

推动就业的理论”，该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实际技能提升机会，同时推动了企业的技术

创新与升级。项目中学生深度参与了河南省运动会奖杯奖牌的设计和技术攻关，这不仅提

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还为企业解决了技术难题，推动了行业的技术进步。

此外，该项目在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展现了“创新创

业与就业双轨并行的新思想”。通过岗前培训和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学生不仅提升了专

业技能，还增强了创业能力。项目辅导学生在互联网 +大赛中获得省赛银奖，展示了该模
式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项目还结合了“文化自信助推就业的教育理念”，通过“非遗共创”模式，将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现代设计技能相结合，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就业竞争力。学生在学习现代设

计的同时，深刻理解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增添了独特优势。

综上所述，我公司认为本就业实习基地项目对校企供需对接、推动就业育人的发展具

有重大的示范性作用，值得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广泛推广。

六、结束语

图案设计数字化创新就业实习基地项目的实施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平台，也

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该项目培养了具有创新能

力和文化自信的复合型人才，增强了学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这种创新的校企合作模

式，不仅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还为行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持续支持。项

目的实施推动了传统图案设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掌握最新的设计工

具和技术，提升了他们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前景。

同时，项目的“非遗共创”模式为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开辟了新的路径，学

生通过亲身参与非遗文化的数字化设计，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够将其融入

现代设计，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这一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

审美能力，使他们在具备专业技能的同时，更加自信地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示和传播中国文

化。

展望未来，图案设计数字化创新就业实习基地项目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优化产教

融合机制，持续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和就业机会。通过与更多企业和高校的合作，项

目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数字化设计的应用，推动行业技术创新，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

产教融合模式。此外，项目也将继续发挥文化传承的优势，探索更多将非遗文化与现代设

计结合的创新路径，助力学生在未来职业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综上所述，该项目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推动了企业的技术进步，还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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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创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为图案设计领域的产教融合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模

式，未来将继续在数字化设计、文化传承和就业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行业与

人才共同进步的典范。

〔责任编辑：李昌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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