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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习基地为工科材料专业本科生提供了一个接近真实工作环境的学习平台,这有助于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洞悉行业动态,适应职场文化,并明确职业规划。本文以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为

例,探讨了优秀实习基地在提升工科本科生的教学质量和综合素质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通过优化实

习基地的建设、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加强校企合作、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及强化师资队伍的建

设,可以显著提升实习效果,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将继续探索创新的教学

模式和方法,致力于培养出更多能够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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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ship base provides a learning platform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engineering materials 

that closely resembles a real work environment. This helps to integrate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gain insights into industry trends, adapt to workplace culture, and clarify career planning. Taking the 

Shandong Industrial Ceramics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role that 

excellent internship bases play in enhanc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overall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students. By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ship bases,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ship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and methods will continue, aiming to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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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学生面临挑战增多,需扎实理论与丰富实践。优秀实习

基地对工科生至关重要。基地提供真实工作环境,结合理论与实

践,帮助学生深化理解并接触最新技术。实习期间,学生可了解

企业运作、行业趋势及职场文化,与导师、员工交流获宝贵指导。

高校应与企业合作,设计课程、制定实习计划,并评估监督实习

基地。实习前,高校应提供职业素养培训。总之,实习基地对

工科生教学实践意义重大,助力其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奠定职

业基础。 

一个卓越的实习基地,不仅应具备优良的硬件设施和技术

条件,还应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和一支高水平的指导团队。本文

将以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简称“山东工陶院”)

为例,探讨如何在省属本科院校中打造符合这些标准的优秀实

习基地,旨在为工科专业学生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实践平台。山东

工陶院成立于1971年,是国家级工业陶瓷科研院所,1999年转制

为企业,隶属于中国建材集团。该单位是多个国家级技术中心和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依托单位,也是山东省先进陶瓷创新创业



现代教育论坛 
第 7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6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共同体的建设主体。经过50年发展,形成以国家工业陶瓷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为核心,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自“六

五”计划以来,承担数百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为国家重点

武器型号配套关键材料和产品。获百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拥有有效专利259件,制定标准119项。开发近百种新产品,其中

20余种为国家级重点,对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有重要贡献。 

传统教学模式偏重理论灌输,忽视实践能力培养,可能导致

学生实际工作中遇困。山东工陶院提出创新教学实践模式,强调

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通过项目驱动和任务导向教学,帮助

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该模式旨在培养创新思维和实际操作能

力,使学生既掌握理论知识,又能灵活应用解决实际问题,为社

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指导水平 

一个优秀的实习基地的建设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指导团

队。首先,通过积极引进那些具备丰富实践经验以及深厚行业背

景的专业人才,可以有效地充实实习指导教师的队伍。这些专业

人才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实际操作的指导,还能帮助他们解答

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其次,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和学习

支持,通过定期举办各类教学法和行业知识的培训课程,提高他

们的实践教学能力和行业认知水平。同时,鼓励教师与企业进行

深度合作,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和技术服务,这样不仅能增强教师

的实践经验,还能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

通过表彰和奖励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激发工作热情。包括物质奖

励、荣誉证书、职称晋升等形式,确保高水平教学质量。山东工

陶院成效显著,10余位高层次人才被遴选为企业导师,提供实践

指导和解答问题。提供实践设备,确保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承

担多项国家、省部级研发任务,提供实习平台,提高学生实际操

作和问题解决能力。山东工陶院为学生创造全面发展的实习环

境,获得宝贵经验和技能。 

1.1强化校企合作,拓宽实践渠道 

要建设一个优秀的实习基地,企业的深度参与和支持是不

可或缺的。首先,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是基础,通过签订合

作协议、共建研发中心或实验室等多种方式,可以进一步深化双

方的合作层次。这种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双方资源共享,还能促

进双方在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方面的深度合作。其次,邀请企业

专家参与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的制定,确保教学内容与市场需

求紧密对接。企业专家凭借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课程内容

提供宝贵的建议,使教学内容更具实用性和前瞻性。同时,企业

专家还可以通过讲座、研讨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多了解行业动

态和前沿技术的机会。此外,鼓励学生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通

过真实的工作场景锻炼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实践

不仅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还能培养他们

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校还可以为企业提

供技术咨询、员工培训等服务,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巩固校企

合作关系。 

每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兴趣、优势和发展目标。因此,在实

习过程中,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实施差异化指导显得尤为重

要。在学生实习前,通过问卷调查、面谈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兴

趣爱好、职业规划以及实习期望,为他们量身定制实习计划。这

样可以确保实习内容与学生的个人发展需求相匹配,提高实习

的效果。实习中,提供个性化指导,帮助学生发挥优势,克服挑

战。鼓励学生选适合岗位,激发学习动力和创造力,以获得更多

成就感。山东工陶院提供丰富实习项目,先进设备和场所,供学

生实践。学生可实操实验,掌握工业陶瓷知识。参与陶瓷研发、

工艺改进等工作,积累宝贵经验,为职业生涯打基础。 

2 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注重成果评估 

在实习过程中,一个公正、全面且有效的评价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它不仅能够客观地反映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表现,还能为实

习基地的持续改进和优化提供重要的反馈信息。因此,本文将进

一步探讨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习评价体系。首先,需要明

确评价的目标,即评价学生在实习期间的专业技能掌握程度、团

队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等方面的表现。其次,

应当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法,例如通过实习日志记录学生的日

常表现,通过项目报告评估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项目管理能

力,通过导师评价和同伴评价来获取多方面的反馈,以及通过自

我评价来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提升。这些方法的综合运

用可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例如建立一个实习管理平台,实现评价过程的信息化

和智能化,从而提高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最后,建立一个有效

的反馈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将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和实

习基地,以便学生能够根据反馈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和方

法,而实习基地则可以根据反馈优化实习内容和指导方式,形成

一个持续改进和优化的良性循环。山东工陶院将综合评估学生

的实习表现,评估结果作为实习成绩的重要依据,并奖励优秀学

生。同时,实习指导师将定期与学生沟通反馈,促进个人成长和

职业发展。评价体系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3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升综合素质 

实习不仅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重要环节,更是他们了解

社会、培养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实习,学生们可以将课堂

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专业知识。同时,实习也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体验职

场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更早地适应社会环境,培养职业素养。在

实习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职业道

德是指在职业活动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包括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团队合作等方面。通过实习,学生们可以亲身

感受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自觉遵守职业

道德规范,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此外,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也

是实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团队合作是

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通过实习,学生们可以学习如何与他人沟

通、协作,共同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团队合作能力。这对于他们

未来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是实习过程

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在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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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重要动力。通过实习,学生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实际问题,激

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这对于他们未来的职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实习不仅是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重

要环节,更是他们了解社会、培养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加

强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和创新能力提升,

可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基于优秀实习基地的教学实践探索对于提升省

属本科院校工科专业本科生的教学质量和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优化实习基地的建设与管理、构建科学的实习评价体

系、强化校企合作、关注学生个性化发展以及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等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提升实习效果,为学生未来的职业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将

继续探索和实践更多创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以适应新时代对

工科人才培养的需求和挑战。具体来说,优化实习基地的建设与

管理不仅包括改善实习环境和设施,还涉及制定合理的实习计

划和管理制度,确保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够获得充分的实践机

会和指导。构建科学的实习评价体系则要求不仅要关注学生的

技能掌握情况,还要评估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强化

校企合作意味着学校与企业之间需要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共同制定实习计划,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和行业动

态。关注学生个性化发展则要求在实习过程中充分考虑每个学

生的兴趣和特长,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则需要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指导学生实习。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实

践技能和综合素质,还能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和适应未来职业

发展的能力。未来,将继续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不断探索和实

践更多创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以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需求

的高素质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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