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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期成果和效果（建议 1000 字左右） 

6.1 预期成果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首先是结合潮汕地区产教融合的调研情况，形成高职烹饪

类专业产教融合的调研报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广东省其他地方的高职

院校烹饪类专业产教融合的实践提供借鉴，服务广东特色烹饪教育的发展；其次是

构建高职烹饪类专业产教融合的逻辑框架，通过该框架，建立有效的产教融合的实

施模型，将该模型应用到高职烹饪类专业的产教融合实践之中；再次是构建高职烹

饪类专业“产业实践路径+专业实践路径”的产教融合实践路径，并将该路径作为

项目的关键内容进行推广，以期获得良好的实践应用效果，产生良好的可复制、可

推广、可借鉴的实践成效；最后是形成项目的研究学术成果，以期对高职烹饪类专

业产教融合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并产生相应的学术价值、实践价值。项目

相关预期成果如表 2（表 2：项目相关预期成果表）所示。 

表 2：项目相关预期成果表 

序号 预期成果形式 成果要求 

1 项目相关学术论文 1篇 

2 项目相关研究报告 1份 

3 项目相关知识产权成果 1项 

4 项目相关产教融合成果 开展相关企业培训 1项 

5 项目相关社会效益成果 企业技术咨询活动 1项 

6.2 预期效果 

6.2.1应用效果 

将本项目的产教融合实践、验证模型、实践成果首先应用到学校烹饪工艺与营

养专业，同时探索应用到中高职衔接的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其次应用到汕头市“粤

菜师傅”实施的社区或行政村；再次是采用数字化手段，应用到数字化、信息化、

科技化烹饪职业培训平台或相关企业实践，以期产生较大的产业应用价值，对潮汕

地区餐饮产业、食品产业等相关产业或机构产生较好的产教融合的应用效果，能够

助力相关行业与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能够为相关企业提供可持续的、高质量的、

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高职烹饪类专业人才，做大做强区域烹饪类人才发展的基础。 

6.2.2受益面 

本项目研究成果受益面广泛，其一是学校受益，通过“粤菜师傅”背景下的高

职烹饪类专业产教融合的实践研究，能够为学校深入对接“粤菜师傅”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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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发展；能够为学校其他专业产教融合的实践提供可以借鉴

和参考的路径与举措。其二是学生受益，深化产教融合，是国家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衔接贯通的战略性举措，其核

心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结合。长期以

来，学生普遍侧重于知识、技能的学习，对行业企业与社会认知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够拓宽校企产教融合的路径，实现校企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互惠互利，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与职业发展能力。其三是企业受益，产

教融合是克服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脱节问题的有效途径，本项目的研究为

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发挥

重要主体作用，创造较大社会价值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思路，许多烹饪类企业可以利

用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成为具有

引领示范效应的产教融合型企业。 

7.特色与创新（建议 500 字左右） 

7.1 本项目的特色 

本项目注重多学科参与，突出实践应用，运用定量化研究手段，构建模型，填

补汕头乃至粤东地区高职烹饪类专业产教融合研究的空白。本项目的重要特色通过

产教融合的实践研究，打造产教融合的粤东地区的示范样板，根据生源的代际特征、

职业特征、社会发展特征、学习需求等发生的变化，通过调研，建立模型，验证模

型，进而取得对产教融合实践路径的升华与优化，对广东省“粤菜师傅”政策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效应。 

7.2 本项目的创新之处 

创新点之一是利用国家发改委政策与馆广东省“粤菜师傅”实践成果，探讨高

职烹饪类专业产教融合的逻辑架构，构建了“底层逻辑”“技术逻辑”“战略逻辑”

的产教融合逻辑架构。 

创新点之二是构建了高职烹饪类专业产教融合的实践路径，即“产业实践路径

+专业实践路径”，涵盖了产教融合的基本要素，囊括了产教融合政策的关键指标，

该路径能够为其他高职院校烹饪类专业开展产教融合的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创新点之三是将本项目的研究结构、研究方法、实践成果等加以推广应用，在

旅游行业、餐饮企业、食品企业、其他关联企业等进行推广实践；结合实际学情应

用到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中，为后续其他相关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做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