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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各类院校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往往被“就业难”所困扰,且自身水平并未达到所学专业相关

企业用人需求,导致其难以进入企业工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新校企合作应运而生,通过开展共同的专

业建设,使企业获得更多的人才,使企业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基于此,本文将新校企合作

方式作为基础,探究在这一背景下开展专业建设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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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graduation,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often troubled by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their own level does not meet the employment needs of enterprises related to 

their major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work in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e 

new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merged at the historic moment. Through joint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can obtain more talents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new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as the basi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n this context. 

[Key words] new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demand; practical 

training system 

 

引言 

每年我国都会有众多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入社会寻找适合

自身的工作岗位,而我国企业内部虽然存在显著的人才缺口,然

而我国企业的用人标准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提升,企业需要高质

量人才,这就需要在建设专业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新校企合作方

式不仅为我国院校带来了机遇,更为我国各个行业领域内部的

企业带来了机遇,运用新校企合作方式开展专业建设,能够使企

业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高质量人才。 

1 新校企合作对于专业建设的重要性 

1.1满足专业相关企业的人才需求 

不同的企业由于所处的行业领域不同,其对人才的需求也

各不相同,但是目前我国所有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无论何种行

业领域,都需要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以往只重视“才”不重

视“德”的人才选拔机制已经落伍。新校企合作能够使企业与

学校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企业在确定自身所需的专业人才之

后,可以通过专业建设,对学校提供的人才进行培养并且筛选,

最终成功进入企业的人才会成为企业内部的员工。由此可见,

新校企合作与专业建设、企业人才需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重

要联系[3]。 

1.2学生通过企业适应所学专业的产业需求 

学生需要了解并且适应自身所学专业所处的产业需求,其

原因是学生在进入企业之后,必然会进入与自身所学专业相关

的工作岗位,如果学生没有对产业需求进行了解,那么学生无论

是实训还是进入工作岗位,将难以与产业需求相适应,由于此类

员工的工作理念落后,在工作过程中不能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

最终面临被淘汰的结局。在新校企合作的专业建设过程中,学生

可以直接进入企业,与企业各个部门近距离接触,从而逐渐与产

业需求相适应。 

1.3学校实训基地符合企业对实训的需求 

实训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工作水平以及综合素养,因此实

训基地就是开展实训的关键。新校企合作方式所推动的专业建

设,其建设的实训基地融合了学校与企业的需求,在此之中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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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需求予以关注。实训基地内部的配套设施,以及实训基

地内部开展的实训教育内容,都与企业需求息息相关,符合企业

提出的人才培养需求,同时企业能够通过与学校共同建设实训

基地,主动将企业工作内容融合至实训课程中。 

2 专业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2.1立足于我国市场以及企业的实际需求 

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市场内部蓬勃发展,并且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各种各样的新行业、新领域应运而生,共同推动我

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在以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只关注员

工所学的专业、掌握的专业知识是否与岗位对口,但是时至今日,

企业不仅会关注员工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也会关注员工

具备的综合素养。以航空企业为例,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坐飞

机出行,社会内部也产生了更强烈的航空运输需求,因此航空企

业要想获得合格的员工,就需要立足于新校企合作方式,对人才

进行大力培养,这样做既能够解决自身的人才缺口,获得高水

平、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可以实现校企双赢[1]。 

2.2重视培养企业员工的综合素养 

首先,培养企业员工的道德素养。想学习知识就需要先学习

做人,新时代企业员工应当做到德才兼备,其原因是道德素养属

于一个人在社会内部生存应当具备的、最基础的素养。 

其次,培养企业员工的文化素养。文化属于一种“软实力”,

文化素养看似不能直接为企业员工获得良好薪酬待遇、帮助企

业提升经济效益,实际上文化素养具备强大的力量,可以使企业

内部全体员工拧成一股绳,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 

再次,培养企业员工的心理素质。以航空企业为例,企业员

工在岗位内部工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突发事件,如果员工的

心理素质较差,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那么将无法妥善处理突发事

件,会导致突发事件持续发酵,甚至变得不可控,使航空企业的

经济效益下降。 

最后,培养企业员工的语言素养。企业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必

然会与其他员工、上下级、客户等进行沟通,良好的语言素养能

够使员工在沟通的过程中事半功倍,员工可以灵活运用不同的

沟通技巧,抓住工作中的重点,保证工作一步到位[2]。 

2.3帮助企业员工夯实理论基础以及实践能力 

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内部的员工必须做到将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从而真正胜任自身的岗位工作,在岗位内部发挥出自身的

作用,同时使个人以及企业进步。但是在以往的专业建设过程中,

大部分院校受到应试教育带来的影响,往往在专业建设的过程

中只重视理论传授,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必

须在专业建设的过程中,同时提升学生的理论基础以及实践能

力,保证学生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进入企业岗位后创造

出更多的成绩。 

3 新校企合作方式下开展专业建设的措施 

3.1为学生建设专门的专业实训基地 

在建设实训基地的过程中,主要建设两方面内容,分别为实

训教室以及实训配套设施。以航空企业为例,航空服务实训室包

括理论培训教室、航空模拟教室、形体训练教室等,部分实训室

在企业内部建设,部分实训室在学校内部建设,学校与企业共同

派遣教学工作者开展实训教学,保证学生能够通过实训,在短时

间内熟悉自身专业需要从事的岗位,并且通过实训做好进入工

作岗位的准备[4]。 

3.2建设符合新校企合作企业需求的实训模式 

企业与学校会根据既定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专业人才进行

培养,实现专业建设的目标。例如,航空企业将“1.5+1.5”的“学

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特色管理”作为自身运用的实训模式,

学生在学校内部学习的前1.5年,主要学习基础的专业知识,在

学校的引导下开展实践活动,以此训练自身的专业技能,提升自

身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夯实职业道德和素养基础,为后1.5

年的实训做准备。学生后1.5年的学习,会进入到综合实训阶段,

此时的实训内容主要为综合技能实践,学生正式进入企业内部,

接触自身未来需要进入的工作岗位并且产生一定了解,然后再

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细化的就业方向,并且在企业内部实

习,实训结束之后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 

3.3建设新校企合作实训课程 

学生在学习实训课程的过程中,能够准确且及时地掌握自

身所学专业相关行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做到与企业需求无缝对

接。在实训课程正式进行的时候,能够引入行业内的职业标准,

更为科学合理地建设新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体系,将技能训练

与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结合,学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可以获得一个

或者多个技能资格证书,以及学位证书。不仅如此,企业可以与

学校共同研究并且开发实训课程的教材,将企业理念和文化、行

业职业标准等,结合学生学习实际情况,渗透到实训课程的教材

内部,保证实训课程教材具备实用性以及针对性[5]。 

3.4企业完善对学生的实训考核机制 

学生的实训过程需要进行考核,如果没有对学生进行考核,

那么企业将无法明确学生的具体能力和素养。在建设并且完善

实训考核机制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将结果

性考核与过程性考核相结合,不得只关注结果而忽视过程；其二,

借鉴企业内部的打卡制度,出台相对应的实训打卡制度；其三,

将考核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避免学生只懂理论、缺乏实践的

问题。 

3.5企业与学校之间实现人员互聘 

学校在新校企合作的专业建设过程中,可以聘请企业的管

理者或者高端专业人才,进入实训基地成为课程讲师,近距离与

参与实训的学生互动,帮助他们答疑解惑,同时对企业进行深入

了解。企业不仅可以通过专业建设,获得心仪的人才并且聘用成

为员工,同时也可以聘请学校的教师,教师在进入企业之后,学

习企业内部的管理实践内容,还可以向企业员工传授理论知识,

双方做到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6]。 

4 新校企合作方式下开展专业建设的保障机制 

4.1组织层面的保障 

要想顺利实施新校企合作方式,首先就需要在组织层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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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相应的保障机制。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都需要制定相应的专

业建设制度,并且设置独立的监督机构。在达成新校企合作关系

之后,企业与学校需要进行协商,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责以及具体

工作内容。需要注意一点,专业建设相关的实训基地建设,是企

业和学校同时担负的责任,在新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应当就资金

问题进行充分沟通,避免在合作过程中出现资金周转等层面的

问题。 

4.2教学层面的保障 

在新校企合作模式下进行专业建设的过程中,学校要想顺

利培养出合格的企业所需要的学生,就需要建设一支专业水平

过硬的师资队伍,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师资队伍的人员包括学校

内部的专业教师、企业内部的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内部的

管理者,企业可以与学校互相派遣优秀人员,在交流的过程中学

习进步。例如,学校可以选送优秀教师进入企业参与顶岗锻炼,

参加专业相关的职业培训,然后通过技能资格证书考试,使教师

的职业能力提升,从而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企业可以派遣客座

教授、专业的技术导师等,进入学校开展指导活动,或者与学校

一同组织座谈会、专业知识讲座等,通过持续交流,新校企合作

的教学保障会变得更为可靠。 

4.3管理层面的保障 

学生进入企业的实训基地进行学习之后,企业不仅要保证

实训课程教学顺利开展,同时还要在学生日常管理、人身安全、

实训教学管理等方面提供应有的保障。例如,在航空企业的实训

基地内部,不仅要开展实训课程教学,还需要向学生提供不同设

备、仪器的操作说明书,以及不同设施的使用说明书,同时派遣

专人进行监督。不仅如此,企业还需要提供实训课程教学日志、

实训教学评价体系等,使实训课程教学能够正常开展,并且通过

总结分析对教学流程进行不断优化[7]。 

5 结论 

综上所述,新校企合作与以往开展的校企合作有所不同,在

新校企合作之中的专业建设,需要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

发展情况,以及不同行业领域的发展情况,由企业与学校共同建

设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建设的同时,企业需要明确新校企

合作下开展专业建设的重要性,然后与学校一同建设实训基地、

构建新实训模式、建设实训课程与实训考核机制、与学校进行

人员互聘,同时为专业建设提供应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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