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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立足于职业教育改革背景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现状，从产教融合的角度，依托实训基

地建设，指出通过科研资源、实训资源、人力资源、市场资源、竞赛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实现教学、

科研、培训、生产、竞赛、创业方面的功能，最终达到校企“双元”育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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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School Enterprise "Dual" Mode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Base 

LING Jianming  

Zhe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rely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bas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the sharing of research resources, training resources, human resources, market 

resources and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 function of teaching, research, training, production,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realized, and finally achieves the goal of school enterprise "dual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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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的培养。在

培养实践技能上，校企“双元”模式利用

两个教学场所、两方教学资源，从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岗

位需求脱钩的问题。对校企“双元”模式

的引入、推广及应用研究，国内目前主要

还是照搬国外的理论套路、观点，缺少本

土化的创新和实践研究。立足于国外“双

元”模式的先进经验和我国职业教育的现

状，探索本土化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才是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指出“促

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是大幅提升我

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措施，手段

之一就是“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

可见实训基地建设对促进产教融合校企

“双元”模式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校企“双元”模式存在的问题 

1.1重形式，轻实质。校企“双元”

模式旨在利用企业和学校两种资源把学

生培养成技能型人才，满足企业的人才需

求，这需要学校和企业的共同参与和投

入。但是，很多时候却发现，由于缺乏共

同的利益诉求和合理的合作赢利点，企业

与学校的共同参与往往只是流于形式，更

多停留在双方协议上的签订。而关于如何

开展进一步的合作或资源的深度融合，往

往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方式，不能有效

调动双方的积极性，自然就会出现没有实

质性的合作内容，学生也不能从中得到真

正的岗位锻炼机会，造成“双元”的育人

模式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设想。 

1.2缺乏有效的长期校企合作机制。

只有建立校企“双元”模式的长效合作

机制，才能保证学校和企业的长期深入

合作，从而切实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

达到校企“双元”育人模式的目的。可

现实中，企业很难在短期内从与学校的

合作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也就削弱

了企业的参与性和长期合作的意愿；学

校也很难提供有效的合作模式，来保证

企业的投入回报或利益，也很难通过具

体的指标体系来量化合作项目的成果，

自然也就降低了学校的参与热情。 

1.3课程开发及讲授缺乏企业的有

效参与。校企“双元”育人模式对人才

培养的作用， 终需要落实到具体课程

的教学上，通过具体课程的教学才能让

学生掌握相应的理论和技能知识。而“双

元”模式下，课程的开发应该区别于传

统课程方式，需要根据学生的学情和岗

位的实情，进行有针对性地开发。现实

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企业在课程开

发中参与度不够，只是在原有课程基础

上加入一些企业要求的技能模块，不能

很好地融入各个知识模块中。同时，课程

开发后的讲授也缺乏企业资源的有力支

撑，从而不能转化为学生应掌握的知识。 

2 实训基地建设对创新校企

“双元”模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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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利于找到校企“双元”模式的

合作基点。校企“双元”模式是充分共

享学校和企业的资源，来共同培养高质

量的技能型职业人才，合作的内容可以

是课程的开发，可以是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订，可以是教材的编纂，也可以是新

产品的研发推广，等等。但是，在如何

推进合作内容方面，目前还缺乏比较成

熟的做法。校企合作共建的实训基地，

则在校企双方投入的前提下，能够为校

企合作的内容及要达到的目标提供切入

基点和合作平台，有效稳固双方合作的

利益，保障“双元”模式在职业人才培

养方面的推进。 

2.2有利于提升校企“双元”模式的

效果。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是校企双方合

作,利用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源和学校的

场地及其他资源共建的，用于培养学生

专业技能与职业素质的实践教学场所。

可见，实训基地建设能够集聚企业和学

校的优势资源，将学校的实践教学活动

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紧密结合起来，学生

既能学习理论知识，也能同步进行企业

上岗锻炼，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和

学校在“双元”育人模式中各自的优势

作用，也能够综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和职业素质，使学生的能力更贴合实际

岗位的需要，从而提升校企“双元”模

式的育人效果。 

2.3有利于解决校企“双元”模式的

痛点。校企“双元”模式的痛点更多是在

“合”的问题上，也就是合作不到位、互

动机制不健全、合作模式单一、合作内容

不具体、合作形式不深入、缺乏互惠共贏

的利益机制等，很多合作停留在概念层

面，没有实质进展。由于实训基地建设是

学校和企业真金白银的投入，在讲究投入

产出的年代，校企双方比较容易找到利益

的平衡点，并更主动地探索有效深入的合

作模式，落实校企双方的责任和担当，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校企“双元”模式的

痛点，提升校企合作的紧密度。 

3 实训基地建设下推进校企

“双元”模式创新的实践举措 

3.1依托合作基础。实训基地建设被

认为是推进校企“双元”模式的有效路

径，实现校企“双元”模式目的的有效

手段。实训基地建设能将学校的知识传

授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场景有机结合，为

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摆脱了传统

教学模式的束缚，使教学内容场景化、

教学形式灵活化，让学生在了解理论知

识的同时，也能掌握岗位所需要的应用

技能，具有较强的技能性、实践性和职

业性。因此，在创新校企“双元”模式

前提下，应该依托实训基地建设，从而

搭建学校和企业合作的平台和基础，协

调双方利益的诉求，解决双方利益的冲

突，使企业和学校的优势资源实现有机

融合和共享利用。 

3.2探索五种资源的共享。在确立了

实训基地建设的基础上，推进校企“双

元”模式创新需要有效引入学校和企业

的资源，并充分共享和利用这些资源为

终的人才培养服务。这些资源的共享

和利用主要体现在科研资源、实训资源、

人力资源、市场资源、竞赛信息资源等

五方面的共享。通过科研资源共享，可

以提高企业产品或技术的创新，并提升

学校教师的理论素养。实训资源共享可

以聚合企业真实的工作条件和学校的实

训场所，为学生提供 接近于工作岗位

的实训场景。人力资源共享既可以发挥

学校教师的主导力量，也可以利用企业

导师的经验传授，综合提高师资力量。

市场资源共享，也就是通过教育市场和

岗位市场需求共享，使职业人才培养更

贴近市场需求，更符合岗位要求，更具

有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竞赛信息资源共

享可以着重发挥企业导师在指导竞赛方

面的优势，提高学生的竞赛技能和成绩，

终达到以赛促教的目的。 

3.3实现六个功能。基于实训基地建

设，通过校企五种资源的共享，可以实

现校企“双元”模式的主要功能。主要

的功能包括教学、科研、培训、生产、

竞赛、创业等六个方面。提升教学、科

研、竞赛和创业方面的功能，能够有效

提升学校在“双元”模式中的参与度，

发挥学校优势资源的作用，使学生在知

识层面的掌握得到有效的检验，也能够

进一步促进学生职业技能的提高和职业

素养的提升。而提升培训、生产方面的

功能则是衡量企业在“双元”模式中的

利益获取，有利于提高企业“双元”模

式的参与度，推进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的

进一步投入，有利于学生掌握 新的、

也是 适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 

4 实训基地建设下校企“双元”

模式的保障机制 

要在实训基地建设下推进校企“双

元”模式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的运用

和推广，不仅需要学校和企业双方参与

的热情，更需要有效的保障机制以维持

校企长期稳定的合作。保障校企双方长

期稳定的合作，必须要使学校和企业在

合作过程中存在利益关联并使双方能够

获得稳定的收益（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收益）。首先，在实训基地建设上，校企

双方需要协同共建，投入各自的优势资

源，并共享和共有建成的资源，锁定利

益的关联性；其次，在实训基地建设的

基础上，要有效运营相关资源，做到人

才共有、项目共营、双元共管，提高学

校和企业的参与性，尤其是提高校企互

动的效率；再者，对于基于实训基地建

设的产出，要做到成果共享，保障企业

的利润回报，或是人才储备的产出，或

是产品出新和技术革新，保障学校在人

才培养上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职业人才产

出，从而提高双方长期合作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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