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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概况

重庆足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足下”）隶属重庆足下科教

集团，从事互联网技术 16 年，足下集团立足科技创新产业，一直致

力于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为响应国家促进教育改革

的政策，满足广大院校对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的需求，足下集团依托

职业教育联盟、产教融合研究院等平台，整合优势资源，结合足下科

教集团强大的科技+教育研发能力为中国职业教育添砖加瓦推动职业

教育发展。

2005 年，重庆开始大力发展软件科技行业，在重庆市经济与信息

化委员会的引进下，足下科技入驻重庆大学国家科技园，并被认定为

“双软企业”。2009 年 3 月，在政府的引荐下，足下与美国 Direct IT

联合在重庆西永微电园建成西南首屈一指的软件创业、教学实训基地，

即足下 Direct 国际创新产业与人才孵化基地，后发展成为西南地区

专业的软件外包服务基地和互联网人才培养基地，是重庆市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

2014 年 12 月，足下集团成功组建，获批双高企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高新技术产品)，重庆市重点软件企业，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

集团公司业务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国际电子商务、软件研发、服务外

包、系统集成、互联网技术咨询、软件人才外派、职业教育、信息化

建设等领域。足下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华为等企业

开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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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获得各级政府部门荣誉 80余项，受到社会、企业及合作单位的

一致肯定。

足下集团的定位是通过科技创新服务教育行业，是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单位，已申报国家产教融合示范企业，现拥有与教育

相关的软件著作证书有十余项，与全国 10个省 40 多所高校开展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公司的使命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教育服务让人们的生

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教育服务于产业。

二、 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1．合作背景介绍

为落实《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深入贯彻《国家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引进社会与企业办

学资源，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为满足行业对高素质、应用创新型

人才的需求，构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我校于 2021

年 9月于足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双方在信息技术学院共建“足

下项目班”，实现优势互补，扩大办学规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

平，为当地信息化建设和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

双方合作专业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大数据技术。

2．合作项目班在读学生数量统计

年级 专业
班级数

（个）
人数（人） 合计（人）

大一

（2022 级）
计算机网络 3 14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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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资源投入

1．有形资源

(1)共同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营造企业环境

足下项目班在人才孵化方面，引进最新的体验式人才培养模式，

还原真实的企业环境，提升学员职场适应能力，通过企业式订单培养，

按照企业的实用需求，为企业提供全方面的技能型人才。签约后，双

方全力投入打造企业化学习环境，共同建立了项目操作室、项目讨论

室等企业化环境建设。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生，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职

业素质，公司组建教师团队长期驻扎学校，为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职

业技能随时提供指导和帮助。

(2)基于信息化手段的教学模式建设

为进一步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及时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足下着力打造了评估系统、成长系统、产教融合平台和实验平台等为

一体的线上教育现代化学习平台，并被重庆市科技委员会认定为重庆

市高新技术产品，每个系统都获得了相应的著作权登记证书。通过教

育现代化学习平台实现个性化学习、娱乐化学习、智能化学习、终身

化学习。从而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目前项目班所有学生都在

使用相应的教学系统。

大二

（2021 级）
计算机网络 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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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资源

(1)共建师资队伍

为了深化校企合作，提升教师授课能力，足下每年寒暑假都会组

织多种形式的培训和交流学习，截止目前信息技术与创意系共计 3位

老师到重庆总部进行了学习，并取得了公司认证，充分实现了师资融

合、共同提升、共同进步。

3．无形资源

(1)打破传统培养模式，提升学生学习意识

传统的培养模式是：直接培养技能，很多人被知识和技能摧垮。

因为缺少一套思维意识系统来引导他。足下项目班采用的是金字塔培

养模式，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意愿，往上是自信，再是兴趣，最后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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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先从培养思维意识系统开始，让学生知道为什么学习、为谁学

习、树立（人生）学习的目标、找到学习的动力、建立自信等，再通

过兴趣课程的设置及课程体验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找到自己

感兴趣的专业和方向，最后通过理论+实践+岗位体验的模式提升技能。

(2)引入“三维出三才”、“公司化管理”培养理念

学生入学后，按照企业的管理标准对学员进行要求，学生定位就

是“准职业人”，树立“准职业人”观念。以班级为单位模拟公司的

组织架构，设置董事长（班主任担任）、总经理、技术总监、健康总

监、思维总监、品牌总监等公司核心管理岗位；每一个岗位有明确分

工和考核指标；以此来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2021 级学生经过

大家共同的努力，成立“星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科技有限公司”、

“日新科技有限公司”，设定了公司完善的管理制度，公司 LOGO，

企业文化，组织架构等，严格按照企业模式培养“准职业人”。

从健康、思维、技术多方位培养学生，不仅仅教给学生技术，更

基石：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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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学生健康的理念，包括良好的作息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

心态习惯等，获得一个终身受益的健康习惯；还拓展学生的良好的思

维方式，包括“爱”、“一切向内求”、“不抱怨”、“成长就会出

丑、出丑才会成长”、“团队、责任、合作”、“开会”、“公司化

运作”等。培养三类人才：技术型、管理型、创业型。不仅仅培养技

术型人才，还通过公司化管理、开会、项目运作、表达能力、沟通能

力、市场能力等，培养管理型人才；通过创业孵化基地，从场地、工

商、税务、法律、项目、技术、市场等各方面指导，支持各类学生项

目运作，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要求学生每天坚持写日精

进，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 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1．专业建设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实时采集全国企业的用人需求，通过

数据标注、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展示等技术手段，形成实时的

行业需求。

通过 AI智能平台可以精准导出专业建设中的两大需求：一是指

导专业的研发（开发什么专业、设置什么课程、包含什么知识点），

这样让开设的专业与就业市场精密结合，真正实现行业与专业无缝对

接；二是指导学生就业，学生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找到用

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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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建设

(1)评估系统

通过评估系统建立课程线上教学资源，即时反馈学习效果，提高

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指导学习者进行专业选择。

把每个专业进行知识点化，每个知识点都有对应的知识点微视频，

每个知识点都有评估题库，学生可以利用评估系统一个知识点一个知

识点反复学习，学习者和老师可以通过评估系统实时掌握学生每个知

识点的掌握情况，从而调整下一步教学动作（如：小班辅导，课堂讲

解，针对练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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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教融合平台

在产教融合平台中可以让学生在校就接触真实的项目、真实的生

产环境、真实的岗位和流程，让学生积累真实的项目经验和工作经验，

真正做到“产教融合”。

产教平台上有两大类型的项目，一种是与课程紧密结合的学生必

做项目，每个专业梳理 15左右的必做项目（课程项目、阶段项目、

团队项目）；另一种是商业项目（有钱的项目）；每个项目用真实的

生产环境和生产流程用产教平台进行管理（包含发布项目、承接项目、

评估项目、交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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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训基地建设

专业建设合作以业，校内实训室有两间：3206 和 3211。3206 主

机数为 45 台，3211 主机数 48，本年度预算增加 2个机房，现阶段系

部没有空机房，希望在下一年度可以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四个：湖南

足下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德克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永旭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湖南雨人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校内和校外实训

基础目前基本能满足本专业学生实践需求和顶岗实习的需要，成为专

业教学的有效保障。

4．学生培养

通过成长系统打造自动化、可视化的成长体系，学生和老师在这

个平台上自动成长，让学习变得简单、高校、智能。

成长系统采用闯关式、游戏化的方法为学生和老师自动规划一条

清晰的成长路径，并提供成长配套的学习套件。全面关注学习者的成

长历程，包括学生学习情况、思维提升情况、健康习惯等。学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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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平板电脑自主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建立终身学习、

随时学习的学习习惯。将庞杂的量化数据轨迹全部记录下来，形成实

时统计分析、实时反馈，帮助学生和老师学会学习与规划自己的人生

方向。

教学过程当中调动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竞赛，现目前正在组织学生

备战“楚怡杯”湖南省院校技能竞赛，参赛赛项有“信息安全管理”、

“软件测试”、“网络系统管理”、“云计算”四个。为了让学生有

更加充足的准备去参加赛事，公司每周都会安排专业指导教师在线上

线下对参赛学生进行培训。

序号 姓名 班级 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1 吴肖钰 计网 1213 班
系部“抗疫”书法篇一等奖

获院“国家励志奖学金”
2022 年 12 月

2 刘琪 计网 1213 班
系部“抗疫”书法篇三等奖

获院“国家励志奖学金”
2022 年 12 月

3 张春霞 计网 1213 班 系部“抗疫”书法篇三等奖 2022 年 12 月

4 全慧群 计网 1221 班 军训时“队列先进个人” 2022 年 9 月

5 陈钰琦 计网 1221 班 军训时“队列先进个人” 2022 年 9 月

6 曾昂 计网 1221 班 军训时“队列先进个人” 2022 年 9 月

7 毕莎 计网 1221 班 英语“词达人”三等奖 202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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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彭忠咏 计网 1222 班 军训“个人先进内务奖” 2022 年 9 月

9 李俊杰 计网 1222 班 军训“标兵奖” 2022 年 9 月

10 祝雅轩 计网 1222 班 英语“词达人”三等奖 2022 年 11 月

11 罗芙蓉 计网 1211 班
系部“抗疫”文字篇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专科组三等奖
2022 年 11 月

12 黄霞 计网 1212 班
系部“抗疫”文字篇三等奖获

院部“优秀班干部”
2022 年 12 月

13 熊金阳 计网 1211 班

系部“抗疫”光影篇二等奖，

获院部“优秀班干部”

获院“国家励志奖学金”

2022 年 12 月

2022 年 10 月

14 苏嗣鹏 计网 1223 班 2022 年校园书法竞赛三等奖 2022 年 10 月

15 汪思维 计网 1223 班
2022 级新生军事技能训练队列评比“队列

先进个人”奖
2022 年 9 月

16 龚安 计网 1212 班

系部“百年五四，奋斗青年”视频朗诵比

赛优胜奖

获院“国家励志奖学金”

院部“三好学生”

2022 年 9 月

17 吴思思 计网 1213 班 获院部“优秀班干部” 2022 年 9 月

18 周上峰 计网 1213 班
获院“国家励志奖学金”

院部“三好学生”
2022 年 10 月

19 李煜 计网 1212 班
获院“国家励志奖学金”

院部“三好学生”
2022 年 10 月

20 屈欣欣 计网 1211 班 获院“国家励志奖学金” 2022 年 10 月

五、 问题和展望

1．面临的挑战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计算机技术呈现出更新迭代快，与产业

结合日趋紧密的形势。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计算机专业教育的地

位在高等教育中日益提升，重要性也持续增强。从最初的精英化教育

发展到如今的大众化教育，产业分工及社会需求对计算机人才专业能

力要求更为细化，标准也更为严格。这对后期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要快速、准确的把握行业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技术、迭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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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避免产学研脱节的问题。同时，合作专业相对单一，不能给

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也不利于学校专业群建设，企业的“合-

分-合”培养模式实施也收到受限。

2．未来的展望

为践行“产业引导、行业指导、校企主导”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机制，改革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我司计划与学院一起

组建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网络技术运维为骨干、以影视后期

制作为来发展方向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群，全面对接计算机行业的

产业发展。在专业群内共享优质产企校资源，推动产企校深度融合，

创新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聚焦“产业应用+人才培养+成果转

化”，构建“产学服用”特色生态链。在整个专业群内，通过优秀师

资培养，专业人才培育、精品资源课程开发、系列教材建设、实训实

习基地建设、职业技能证书共同开发， 组建产企校深度融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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