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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的教育背景之下，由于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已经有所变化，为了能够更好地为社会

进步做出贡献，培养有用人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和教育模式开始越来越受到重

视。相比较而言，这种新的双元教育模式，更加重视人才的针对性培养，也就是根据企业的实际需

求来调整学生的教育方案。现阶段，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仍不成熟、社会协调合作能力缺失、校企合

作流于表面等问题，我国的校企双元人才培养模式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因此，值得我们不断探究并

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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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s the types of talents needed by society have changed, in 

order to better contribute to social progress and cultivate useful talents, new tal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model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began to receiv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comparison, this new dual education mode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targeted training of talents, 

which is to adjust students’ education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enterprises. At this stage, due to 

the immatur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lack of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e 

superficial leve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y country’s school-enterprise dual talent training model is 

still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our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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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新型教育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社会和学校协同

合作，其主要方式是校企合作的新型教

育方法，通过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等形

式，有针对性的培养人才，同时还能够

使得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

得到锻炼，将课程学习内容和实际工作

结合起来，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领会课

堂知识。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更加符合当

今社会的发展需求，通过进一步的实践

和研究，希望能够使得传统教育模式不

断优化，不断为社会培养综合型高素质

人才。 

1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

提出 

在我国教育行业的发展历程中，一

直十分注重紧跟社会形势的创新和优

化，从以前传统的培养模式，经过不断

的改革和发展，变成了产教融合的校企

合作培养模式，同时也表现出了我国高

校对于培养有识之士，优化教育方法的

重视，此外，我国的教育改革致力于贴

近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一大显著

特征。自从《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决定》的发布，产教融合的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模式变得更加明确，我国的

教育形式开始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自主实

践和思考能力。 

2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所面

临的困难 

从当今的教育形势来看，以校企合

作为基础的人才教育方法无疑是较为先

进的，越来越受到各大院校的青睐。然

而，归根结底，在产教融合的教育背景

之下，这种教育方法的普及应当是一种

协同合作的教育方式，需要学校、企业、

社会共同参与进来，到目前为止，仍然

存在许多困难。 

2.1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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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成熟。

长久以来，我国从来没有放松过技能性

人才的教育，尤其是对于各大中职、高

职院校，都给予了高度支持，在政策等

方面予以优惠。然而，这些政策往往都

不能落到实处，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

高校在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吃吃得不

到提高，不能正确落实政策、师资水平

较为低下等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学校与

社会不能协同合作。除此之外，相关法

律法规应当明确规定产教融合的教育方

法应当如何进行，为学校和企业提供指

导，但就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方面是有

所缺失的。 

其次，社会的协调合作也没有发挥

出其本该有的作用。对于校企合作的新

型教育模式来说，其核心，也是主要优

势应当在于人才的定点培养，这样一来，

就能够 大程度的为社会输送有用人

才，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通过这种新

型的教育方法，我国的经济水平以及社

会建设水平能够得到有效提升。然而从

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协调合作以及

协同发展工作现状并不好，其问题主要

出在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虽然说目

前许多高校和企业已经认识到这种新型

教育模式的优势，也乐于遵从国家指导，

参与到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中去，但由于

明确法律规定的缺失，许多企业只看到

眼前利益，积极性大打折扣，校企双方

的合作始终流于表面。尤其是在一些对

于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中，学生在实践

和学习的过程中，很难真正的接触到其

中的技术。 

校企合作的流于表面也是产教融合

背景下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发展

的较大阻碍。归根结底，这种新的教育

方式 终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也是为了

大程度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这对于

学校和企业双方来说，应当是一个双赢

的局面。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不仅

高校的学生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其

中包括自主思考和实践能力，勇于创新

的能力，同时，企业也能够扩充人才储

备，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加入，更加有利

于企业的进一步经营和发展。事与愿违

的是，现有境况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教育体制仍

然有所局限，受到各方利益、长期和短

期权益的影响，学校和企业的合作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企业经营的根本目的就

是盈利，虽然也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社

会责任，但仍然是以获利为前提和基础

的，校企合作的新型教育模式，虽然能

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人才资源，但从眼

前来看，需要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利

益的让步，这无疑使得企业方的积极性

大打折扣，校企双方的合作岌岌可危，

无法发展更深层次，导致学生虽然能够

得到实践的工作机会，却无法接触到实

际性的技能，从而陷入尴尬境地。而学

校虽然表现出了较大的积极性，由于缺

乏经验，这种新式教育方法的开展也仍

然需要不断摸索。 

2.2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面临困

境的原因 

首先，学校和企业作为这种信息

人才模式的参与双方，其参与积极性

却有所不同。对于合作关系而言，共

同的利益永远是其前提和基础。然而，

在这种教育模式的合作过程中，从短

期来看，并不会使得企业直接从中获

利，在这样的局限性之下，校企合作

关系就很难更加深入。究其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学校课程的设

置并不能符合当前企业经营以及社会

发展的需要；其二，没有制定明确的

教学目标，这就导致校企双方在教育

方向上产生分歧；其三，学校本身并

不具备实训基础，学生课堂学习内容

无法通过实践来得到验证，其自主思

考和实践能力得不到提升。 

另外，从企业方来看，始终缺乏参

与校企合作教育模式的热情。对于企业

来说，盈利是其发展和经营的 终目的，

这种新式的教育方法从短期来看并不能

够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相反，甚

至需要企业在时间成本、资金成本等方

面做出一定让步，这严重限制了企业的

参与积极性。再者说，这种有针对性的

人才培养方式，虽然能够帮助企业获得

更多的人才储备，但是当今社会，企业

能够获得人才储备的方式很多，有许多

更加快速、更加便捷的人才吸收方法，

与高校合作，培养定点人才这种方式无

疑是不占优势的。就我国目前的教育形

势而言，高校资质良莠不齐，有时企业

在校企合作中投入精力之后，却无法取

得预期效果，能够获得的人才资源十分

有限，自然导致他们兴致缺缺。 

3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施路径 

在产教融合的教育背景下，校企合

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

青睐，许多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都有各

自的心得，经验十分丰富。因此，我国

在开展这一教育模式的进程中，可以借

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和案例，并结合

我国社会形势、学生素质等实际国情，

根据行业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培养

有用人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3.1校企双方共同制定教育方案 

高校在制定具体培养方案时，应当

充分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以及产业的

实际需求，科学合理的设置课程内容，

其中现有教育资源，有针对性的培养有

用人才。校企双方在教育方案的制定过

程中，应当做到相互了解，高校应当从

企业的实际人才需要出发，才能够将课

堂内容和实践工作相结合，充分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以及自主思考和实践能力。

重要的是，课堂内容的教学应当抓住

重点，紧跟当前社会的实际岗位要求，

不断优化创新；此外，需要认识到学生

的自主思考和实践能力是综合素质中的

重要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高校

应当积极与企业合作，这里校内外实训

基地，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帮助他们

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 

3.2集中提升师资力量，建设更强大

的教师队伍 

学校应当重视提升师资水平，加强

教师队伍的培训和建设。作为高校的老

师，更应当不惧变化，不断根据社会形

势来改进自身的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水

平的同时，做到认真负责，关注学生的

心理变化，并及时加以正确的引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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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目

的。学校应当从制度的规范性出发，完

善一系列的教育和奖励制度，对教师能

够善于改变、勇于创新的行为加以提倡。

针对学生素质良莠不齐的问题，老师也

不应当存在偏见，应当给予每个学生足

够的尊重，避免不良心里问题的产生。

同时，老师还应当意识到，对于学生而

言，过硬的心理素质、独立思考和实践

能力，都将会对他们未来的求职之路有

所帮助，是不应忽视的，是综合素质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前校企合

作的教育模式之下，优秀的教师人才应

当在专业水平突出的同时，也能够为企

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新的思路。 

3.3共建实训基地 

校企合作的新型教育模式，一来应

当正视学生专业知识的不断补充，提升

其专业技能，同时，也不能忽视学生自

主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综合素质

的培养。其教学方案的制定，应当能够

做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由于各地高

校条件不同，在有相应基础支持的前

提下，学校可以建立校外实训基地，

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融入到实践工作

中去，次者，也可以建立校内实训基

地，或是采取校企合作的方式，通过

企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机会，在

帮助学生得到锻炼的同时，也不能忽

视企业的既得利益。 

4 结束语 

随着我国的教育不断深化创新，在

产教融合的教育背景之下，这种校企合

作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出了绝对的

优势，受到高校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尤

其是对于学校来说，教育方案的制定已

经越来越贴合社会形势以及产业发展的

实际需要，针对企业所需岗位，定点培

养有用人才。尽管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

模式发展进程中，困难仍然存在，但社

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也为其带来了新

的机遇。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更应

当不断探索，充分利时代先进的科学技

术，抓住机遇，结合社会实际需求，不

断提升所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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