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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校企合作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

校企合作，不仅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术相结合，还能够培养出更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样既节

约了教学成本，又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可谓是一种共赢的模式。但在实际的校企协同育人过程中，还

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了校企合作的发展。本文对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展开探究，分析了其中出现的问题，

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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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o train profession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can not only combine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al technology, but also cultivate talent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society, which not only saves teaching costs, 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this is a win-win model.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in the actual process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del of 

co-educ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

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对于人才的需

求也越来越大，因此高职院校必须加

强人才培养计划，提高学生的技术操

作能力，为我国企业和经济的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 

1 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现状的

分析 

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巩固学生的理论

知识，还是高职院校培养创新性技术人

才的重要教学手段。它将理论知识融入

实践教学中，旨在使学生正确和全面的

掌握专业技术。目前，高职院校对实践

教学进行了革新，提升了学生的整体素

质，但在教学和革新过程中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 

1.1缺少具体的实践内容 

社会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传统的实

践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

如果不更新实践教学内容和形式，校企

合作也就不能发挥出真正的应用价值。

高职院校积极响应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

教育方针，积极地寻找与学生专业相符

的企业单位，争取为提高学生的专业素

质和激发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下基

础。在实践过程中，企业与高职院校的

初始目标不同，企业更多的是想通过学

生创造更大的利益价值，而对于专业是

否符合要求不高；高职院校则想通过企

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

目的上两者存在分歧。企业虽然与学校

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企业想要创造出

更高的经济效益，在人才培养上就会显

得过于形式化，导致学生的学习深度和

对技术了解的程度都不够，大大降低了

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1.2过于重视学生的生产活动 

在实际的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更

注重培养学生从事生产活动，导致学生

很难有专业技术上的提升，很难掌握专

业的技能技巧，也就达不到 终的教学

目的。大多数企业认为学生教育是学校

的责任，而他们负责好学生的实践操作

就可以，使得企业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

缺少积极性，进而影响整个教育实践活

动。学生到企业技能实践时，过多地从

事流水线一类的工作，使学生认为自己

所学的专业没有施展的空间，对所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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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失去信心。还有一些企业为了自身

的利益，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完全

不顾学生的学习目标和任务。 

1.3实践教学队伍存在的问题 

教师是学生学习路上 重要的引领

者，教师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学生的

学习效果和以后的发展。目前高职教师

大都是年轻的教师，没有过多的实践经

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实践教学效

果。虽然高职院校越来越注重培养教师

的综合素质，但也有少数教师是因为其

他因素不愿参加企业中的培训。另外，

高职院校也会通过外聘将企业中优秀的

技术人员请到课堂上开展指导工作，但

工程师的时间比较难协调，因此指导的

次数十分有限，对提升教师教学效果和

学生实践能力的作用甚微。 

2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实践 

2.1建立梯度式实践教学 

发挥企业优势，将教育活动贯穿在

整个实践教学中，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

才。以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学校一直坚持“特色鲜明、优势明显”

的发展道路，是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生物工程类专业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始

终坚持校企合作，让学生在校企合作中

掌握专业技能知识， 大限度的提升学

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有效地实现了校企

合作协同育人的教学模式。在校企合作

中，企业应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教

学设计，与高职院校共同完成实践教学

任务。另外，要向学生明确实践教学是

专业学习的核心环节，加之通过企业的

引导，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走向和

就职前景，从而帮助学生制订合理的职

业生涯规划。可以让学生到企业中实地

体验专业操作，提高学生对专业课的学

习兴趣。企业要设置对应的岗前培训，

开展顶岗实习，使得学生充分了解工作

的核心任务，有效地完成梯度式教学。 

2.2加强校企合作力度，深化校企合

作内容 

加强校企合作的力度，不能只拘泥

于形式，要注重为学生提供实践性较强

的场地，给学生创造出足够的实践空间，

进而对学生开启深度教学。企业在对学

生进行教学活动前，一定要与学校进行

沟通和探讨，制定出符合学生发展的教

育策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更好地

融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企业也可

以指派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在实践

中完成毕业论文，这样能使学生的毕业

论文更有深度。 

3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思考与

建议 

3.1整合企业与校园资源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学生既需要企

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也需要学校教师的

培养，两者通力合作完成实践教学。因

此，教师要了解企业的发展，可以将企

业的资源融合到实际教学中，使学生可

以更容易融入到企业工作中，提升整体

的实践效果，企业技术指导人员也可以

带领到企业开展实地教学，这样理论知

识和实践能力能够更好的结合。 

3.2完善校企合作制度 

构建健全的校企合作制度，可以推

动其长远合作和发展。在实际合作中，

企业领导要与高校管理者及时沟通，不

断完善校企合作的方案制度，及时解决

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效提升校企合作的

效果和质量。 

4 结语 

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校企合作模

式已经是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必要手

段，虽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是校企

合作在实践教学中不断总结经验，力争

培养出更多专业过硬的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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