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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产业是高端智造的根基。作为
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集成电路人才培
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高校设备资源有限，教师项目经验欠缺，
很难达到实践的要求，而企业可提供先进的技
术平台，提高培养质量。故高校人才培养过程
中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助于推进人才
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与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变
革及需求迭代相匹配，有效支撑产业发展。在
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中需构建与之相应的课程
思政体系，实现立德树人。

本文以产业需求和发展为导向，围绕新工
科和工程认证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利用

“三课两线一实现”体系，在全课程中融入思政
元素，校企协同开展集成电路人才培养。

一、基于新工科和工程认证理念，立足于
校企合作的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构建集成电
路人才培养机制

以产业和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依据集成
电路人才培养需求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基于三螺旋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融合
OBE 理念，构建并实施校企深度协同育人体
系。建立工程认证与产教融合双向驱动的集
成电路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有效的内外循环持
续改进闭环反馈机制。围绕教育情怀、专业素
养、教育艺术和创新素养核心教学要素，融合
单位用人评价与反馈，确定知识、能力和素质
培养目标；制定12条毕业要求，细化30余个能
力指标点；设计课程体系，修订课程大纲，确定
考核标准及方式，通过反馈-整改的闭环迭代
不断提高集成电路人才的培养质量。

高校和企业协同育人、共建课程，基础知
识和专业理论模块主要由高校负责，但课程大
纲由高校和企业共同制定，保证了理论知识的

扎实性和有效性；专业实践模块由企业根据产
业需求制定，通过项目实训提高了学生的动手
能力。例如《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和《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等课程由高校教师负责讲授，《模拟集成电路
版图设计》和《数字集成电路版图设计》等课程
由企业专家负责实训。学生培养采用双导师
制，毕业设计选题向企业前沿需求靠拢，通过
企业级EDA工具仿真设计，提高毕业设计的质
量和水平，确保学生掌握企业所需的扎实理论
基础和版图设计工程技术能力。

集成校企协同育人优势，整合资源创新知
识，推动基础知识、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三螺
旋上升，企业派住校辅导员共同参与建设第二
课堂与第一课堂两翼互补的集成电路产学研
协同育人体系。与行业企业和高校院所五维
合作，邀请企业专家融合产业前沿知识及技
术，共建课程共编教材共培学生，校企一体、产
教融合、协同育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
价值创造与共享的集成电路共同体。

二、践行“大思政”理念，提升政治、道德、
专业等综合素质水平

课程思政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
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大思政”是在更大的维度
上思政教育。紧密结合通识课、专业课和企业
实训项目，梳理思政内容层次和脉络，运用沉
浸式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设计，有效阐述课程思
政的理念内涵，实现一体化德育育人。

根据集成电路课程体系性质，培养学生的
专业思维、科学态度、工匠精神和使命担当，有
机融合价值导向、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以课
程为抓手，凝练课程思政案例，将课程内容和
思政目标有效“溶”“融”，分层次、有机融合、潜
移默化地融入教学全过程。例如通过研讨“卡

脖子的芯片卡在哪里”“国内外EDA软件”等强
化社会责任和人文情怀，培养使命担当的素
质，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
入集成电路人才教育体系中，形成全员、全方
位、全过程育人的教学体系。

依据集成电路学科专业特点，分析思政元
素的特征及层次性，践行“大思政”理念。建设
教学团队，分解课程思政内涵，通识课程中强
化思政理论、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等；专
业课程中强化工匠精神、工程伦理、创新思维
和国际视野等；企业实训课程强化专业技能、
团队协作、工程伦理和大国工匠等，实现思政
教育和专业课、实训课“三课”协同的全课程思
政教学模式。

在上述课程思政体系中，借助信息化教学
手段，多元化讲授知识和全方位传递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厚植大国工匠和爱国主义精神。
充分利用校企两方面优势，与青软实训合作构
建服务于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可视化、专有化
线上教学平台，结合线下教学的言传身教，实
现思政教学的同向同行协同教育，实现校企双
主体育人。实施过程的关键推手在于教师。
思政教师参加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专业教师进
行思政教学、企业导师践行思政育人等，注重
知识传授、技能培训和价值引领相统一，形成
协同育人教学团队，实现全过程育人和集成电
路人才培养过程的全过程思政教育，培养既具
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又满足企业行业发展需求
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人才培养效果
2015年开始进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招生。目前已招生9届
学生，在不断完善和改进校企合作的培养机制
基础上，逐步扩大培养规模（招生人数从60人/

年增加到80人/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采用
“企业进校，专业教师进企业”的理念，注重校
企合作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经过近10年
的合作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形成了较好
的人才培养经验和基础。学生的培养质量逐
年提高，就业率（尤其是对口就业率）显著高于
普通本科专业，16.7%学生的就业年薪≥10万/
年。毕业生中，70%以上的学生就业于海思半
导体、Cadence等集成电路产业领域的企业，为
集成电路产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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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神话，是人类关于天地、万物由来的
最早的幻想性神圣叙事。叙事性是创世神话
的基本特性，而仪式本身具有叙事功能。仪式
叙事指的是民众撷取仪式行为动作、仪式场
域、仪式活动等表意系统而进行的叙事形式。
神话仪式叙事指的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以仪式
来表现神话故事的叙事形式。

活态性是中国多民族创世神话仪式叙事
的根本特性，也是中国多民族创世神话隶属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中国多民族创
世神话仪式叙事的活态性表现为，中国多民族
创世神话是建立在民间信仰基础之上，融入民
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以仪式行为动作、仪
式场域、仪式活动为表现手段，依托于人的生
存活动而得以传承和延续的活态神话。中国
多民族创世神话以仪式叙事的方式得以在民
俗生活中活态传承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中国多民族创世神话通过在仪式场
域演述神话内容得以实现神话仪式传承的活
态性，即演述的活态性。中国多民族创世神话
是南方各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记忆的活态演
述，在民俗仪式中则表现为以口头文本或文字
文本的形式演唱或讲述神话。神话的唱述或
吟诵，能不能作为仪式叙事，我认为是可以的，
但并不是所有唱述或吟诵的神话都具有仪式
叙事性，仅仅只有在仪式中唱述或吟诵的神话
才属于仪式叙事。首先，神话本身就是以口头
语言文字来表达，这是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本
质特征。神话仪式叙事是否早于神话语言文
字叙事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神话仪式
叙事并非独立于神话语言文字叙事之外的表
意系统，而是与神话语言文字叙事互为表里，
互疏互证。可以说，没有了语言的表意功能，
那么仪式也就失去了意义。其次，神话仪式叙
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事象，它与民族的历
史、文化、信仰密切相关，其本身自然包含了口

头、文字、表演、符号等诸多要素，这些要素共
同构成了神话仪式叙事的表意系统。最后，仪
式叙事的目的在于讲述神话，而置身于仪式中
的神话语言文字叙事则以最直接的方式将神
话唱述或吟诵给听众，两者的巧妙结合完成了
神话的仪式叙事功能。因此，对神话仪式叙事
的研究必须以多点透视的方法，深入到仪式的
各个环节，宏观地、整体地把握仪式的表层叙
事结构，这样才能准确地、完整地揭示神话仪
式叙事的深层叙事内涵。许多中国多民族创
世神话都是在仪式场域中由巫师或祭司进行
唱述或吟诵，这种演述或吟诵是现场的，是即
时的。以洪水神话为例，在祭祖仪式上，土家
族师公演述《摆手舞》；在婚礼仪式上，景颇族
要演述《目瑙斋瓦》；在祈雨仪式上，壮族要演
述《布伯》。具体而言，与各类仪式相结合的盘
瓠神话之演述彰显了神话仪式叙事的特征。
在瑶族的“还盘王愿”仪式中，师公要演唱《盘
王歌》，向听众讲述关于瑶族开天辟地、万物起
源以及祖先盘瓠带领族人迁徙、生产劳动、繁
衍生息的神话故事。壮族的“蚂拐节”祭祀仪
式上，师公要演述《龙王宝》。《龙王宝》讲述了
这样一段神话：一位姓李的老人收养了一只蚂
拐，四十九天后蚂拐变成了一个俊俏的小生，
名叫“龙王宝”。一天，外敌入侵，皇帝发榜招
贤，凡能退敌者封镇殿大将军，以好、公主嫁
之。龙王宝揭下榜文前往御敌，成功保卫了国
家。皇帝践行诺言。龙王宝虽然成为驸马，但
走到哪里都披着蚂拐皮，为人所耻笑，皇帝趁
其不备将蚂拐皮扔到火里烧毁，没想到龙王宝
也就此被烧死。为了纪念龙王宝，便有了蚂拐
节。《龙王宝》神话与盘瓠神话的故事情节基本
一致，只不过是将盘瓠形象从龙犬替换成了
蛙，反映了盘瓠神话在壮族流传过程中的变异
性与民族性。黎族在祭祖仪式上要演述盘瓠
神话《五指山传》，该神话讲述了天狗为天帝之

女治病立功的故事：天狗在蛇和蜜蜂的帮助下
治好了天帝女儿的脚伤，二人结为夫妻来到人
间繁衍生息。一次打猎时，儿子扎哈误杀了天
狗，天狗死后两只手变成了一大一小两座五指
山，衣衫变成了石头和石板，眼睛和鼻子变成
了大小洞天。上述盘瓠神话之所以能够在仪
式庆典上被现场演述，取决于神话所赋予的神
秘力量，这种力量使听众获得了对民族历史、
文化的认知，也理解了仪式的内涵，有助于强
化其民族认同感。可见，仪式是中国多民族创
世神话极为重要的演述场域。

第二，中国多民族创世神话活态地存在于
特定的民俗仪式之中，通过仪式的对象来表现
神话人物形象与事件。如祭祀仪式往往以神
话人物形象为祭祀对象。纳西族祭天仪式以
天神劳阿普为对象，天神子劳阿普是一位兼具
自然形象与人格化形象。在纳西族神话中，天
神子劳阿普阻挠从忍利恩和衬红葆白的婚姻；
发洪水淹灭人类；因人类不知感恩惩罚人类。
祭天仪式正是为了感激天神子劳阿普而举行
的祭祀仪式。基诺族的太阳鼓祭祀仪式实际
上是在向人们讲述创世女神阿嫫腰白在洪水
灾难之前用木鼓保存了人种。苗族、瑶族、畲
族的盘王祭祀仪式也是如此。这种传承方式
由于能够直接、明了地向人民传达创世神话的
内容，称之为显性传承。

第三，中国多民族创世神话潜藏于特定的
民俗仪式背后，通过仪式来解释神话的原始意
义。如彝族人将石头视为生育力量的象征，每
年农历二月要举行祭石仪式，即在两棵龙树前
放置两块圆形石头，并摆上肉、酒作为祭品，持
续三天。祭石求子仪式阐释了彝族石生人神
话的原始意义，即将石头这种自然物奉为神灵
加以崇敬，以祈求获得和石头一样的生育力和
生命力。与之类似的还有云南纳西族有浴水、
饮水祈子仪式。久婚不孕的妇女与丈夫一起

到有水潭的山洞中沐浴，并且喝下山洞中的清
水，民间俗信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其怀孕生子。
这种祈子仪式是民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既
有水崇拜的原始信仰又包含了视山洞为母亲
的崇拜观念。这种传承方式由于不能直接表
现出创世神话的内容，而是需要解剖仪式的深
层结构才能剥离出创世神话的内核，称之为隐
性传承。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多民族创世神话在仪
式场域中的演述者、演述场景、演述过程都是
鲜活而具有生命力的。对演述者来说，创世神
话的文本并非是固化的、静态的，演述者可以
在演述过程中即兴创作或改编，有属于自己的
风格，也有一定的民族底蕴和地域特色。就演
述场景而言，创世神话可以在祭祖仪式、祈雨
仪式、丧葬仪式等不同的场域中进行演述。从
演述过程来看，创世神话演述的开始到结束都
是演述者和观众积极互动的过程，在场的每个
人既是创世神话仪式叙事的参与者也是创作
者，整个演述过程始终处于动态之中。中国多
民族创世神话在民俗仪式中的显性传承和隐
性传承无疑也是活态的，需要依赖于民众的集
体参与。

可见，活态性是中国多民族创世神话仪式
叙事的本然特征，这一特征是中国多民族创世
神话得以在民俗仪式中传承与延续的重要价
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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