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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产教融合模式下高星级饭店管理类专业
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思考

——以学校咖啡双创基地为例

任熹璇

（成都青苏职业中专学校，四川 成都 610091）

摘要：传统的产教结合只是传承前人总结的技术技巧，而忽

略了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而创新是一个国家、行业的根本，

也是一个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关键场所，

为市场输送具有创新型思维和能力的人才，所以，学校实行创新，

进行产教融合是至关重要的，本人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以咖啡双

创基地为例，从观念改变、课程植入、创新型教学环境、体制改

革和制度保障方面出发，深度思考在产教融合模式下，如何培养

学生创新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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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是一个对于当下职业院校人才培养非常重要的人才

培养模式，在保证学生学好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深入企业进

行实习，对于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更有帮助，理论知识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与实际工作有差别。

通过学生深入企业实践，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

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进步的脚步，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也能通过

发现的各种问题来更好的进行学习，但是如何通过产教融合模式

下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是当前多种学者深思的一个问

题。

本人结合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产教结合现状

产教融合是有利于学校和企业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学生进

入相关企业实习也能很好地将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工

作中，这样才能更好地知道哪些地方有欠缺，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

在实践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这对

于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锻炼，而学生进入企业实习也是为企业服务，

为企业储备人才，这样有利于综合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培养综合

性人才。

就目前产教融合这一话题，仍旧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

（一）认识不够

在我国，大部分职业学校对校企合作、产教结合工作认识不够，

认为产教结合就是和企业签订纸面上的合作协议、请企业人士参

加专业指导委员会或者为学生联系实习单位等，就算学生到企业

进行实习也是简简单单的看和听，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应该让

学生进入到企业后实实在在的干点工作，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成

长。

（二）观念陈旧

认为产教结合就是学生到企业实习，传承前辈的技术和技巧，

忽视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使得实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对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向只会重复简单技能的熟练工方向

发展，将他们变为只会埋头苦干的打工仔。

如学校咖啡双创基地——“云端青语”咖啡吧成立之初，只

教会学生饮品的制作，忽略了其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培养。

二、市场对现代服务类人才的要求

随着市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酒店管理专业也对人才有了

更高的要求，如咖啡饮品的调制，不仅需要技术性的人才，更需

要有具有创新创业思维的人才，推陈出新新的饮品和创意的服务。

做创意饮品的人，不光需要掌握咖啡及饮品调制的技术，更需要

其有艺术的美感鉴赏能力，有良好的宣传能力，有配合能力，更宽的

知识面，甚至于懂营养搭配，只有这样才能在同领域不同企业中脱颖

而出，所以，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就成了这个领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三、在产教融合实践中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思考

生产实习教学是对实践力培养的有效途径。那么，如何在生

产实习教学中渗透创新创业教育呢？这里，我将以学校咖啡双创

实训基地为例，来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思考进行阐述。

（一）改变观念

要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首先教师要有创新的意识，改变传统

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师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鲜事物，

有创新创业的能力，允许新鲜事物和思维的出现，只有这样，才

能教授学生创新，可以组织教师多参与此类创新创业的相关活动，

先提高教师的创新创业能力。

在这点上，德育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应成立创新杯，

倡导和奖励创新的意识，多多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对学生提出的

一些好的点子予以肯定和奖励，同时让学生多接触相关领域的人，

从同行身上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让学生能有

新的认知，才能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学校成立以“云端青语”为名的咖啡双创实训基地，校企合

作经营，学生自主经营管理，专业教师和企业技术指导相结合。

引导学生在咖啡等饮品上进行自主创新，引导学生自主管理，这

对于培养其创新创业的能力和思维都是非常好的。

（二）创新课程的植入

在课程的设置上，改革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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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要我学，向我要学发展。如“云端青语”产教融合开办以后，

专业教师会在每周四下午对其成员进行教学，教学方式突破传统

教学，在课程设置上紧扣“创新”，从创新的咖啡调制到创新的

咖啡服务来进行教学，教会学生创新的主题咖啡如何设计，创意

咖啡馆怎样布置到高端的私人订制的咖啡服务，教会学生用创新

创业的意识去经营和管理咖啡双创店。

（三）创新型的教学环境

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实际上不仅仅是要求教师创新创业的

意识，更重要的是要发掘学生创新创业的思维。从这个角度看，

教师必须是桥梁和纽带，因此创新型的教学环境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进行：

1. 首先应该给学生一定的自主空间

不能太限制学生的一些活动，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样

才更有利于学生进行创新，可以多给学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

自己去解决，锻炼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云端青语”每天由一个人作为负责人安排事项，晚上该负

责同学也会带着大家作总结，指导教师和技术指导会充分给予其

管理的自主性，积极予以支持和赞赏，定期组织团建。参与的学

生变得积极又自律，民主和自由环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把自主

权交给学生对于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

用。

2. 通过多种途径培养、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云端青语”我们经常告诉学生，我们是在一起完成一个

事业，做一件事，我们不能简单的重复和学习，更要创新，也要

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基础。

我们对外营业，一起布置咖啡双创基地，推出新品，研究受

欢迎的品种，下架不收欢迎的，解决投诉，做宣传海报，改善服

务态度，提升服务品质。学生的积极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参与到创新饮品中，创意的热情也带动学

生的积极性，形成良好发展。

3. 鼓励会学、善思，拓展知识

生产服务型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课程，需要各部门合作，现在

学校的教学很多时候陷入一个怪圈，学校所教内容与企业脱节，

因此急需把企业请进来。

“云端青语”与企业合作，企业派人驻扎门店，定期开设饮

品课程及营销课程，拓展学生知识。同时我们也要求学生主动思

考学习，如定期开展“主题咖啡”创意会，围绕主题进行设计。

同时学生还需要学习进销货的管理，原材料的储藏，食品的

营养搭配，食材的选择，色彩的搭配原则，财务的管理，收支平

衡的思考，服务方面需要掌握对客服务，危机处理，宣传促销的

手段等，为培养创业型人才打下基础。

（四）教育体制的改变

素质教育虽然已提了很多年，但人们仍然关注普通教育更多，

即使在职业教育，等级证书考试乃至升入更高学府的考试，仍是

学生的沉甸甸压力，在这种体制下，让学生自由的创新，开展创

新教育就成了一纸空文，所以，教育体制的改革对于创新教育的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五）制度保障

产教融合是众多学者在学习及教学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很好

的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模式，但是国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

一个制度来对产教融合等性质的校企进行支持和保障，而中国的

大中小企业处于自我发展阶段，无暇顾及对学校的发展。

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像国外双元制一样，学校定向对企业需要

的人才进行培养，而学校可以获得培养的资金，这样也有利于产

教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和运行，此外可以指定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

保障双方的权益。

四、结语

产教融合、校企结合是职业学校实现专业化人才培养的重要

模式。实行产教融合，不应只局限于技术和技巧的传承，学校与

企业的合作应充分地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创新课程的

植入，创新型教学环境的设立，双师型教师的培养等，实现学校

和企业的共赢发展，让学生到所学专业的领域去实践以此培养优

秀的专业型人才。

对学校来说，实践给了学生锻炼的机会，学生能真真正正接

触到相关领域的一些人和事，对于他们是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对于企业来说，学校根据企业和社会需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于

今后进入企业工作会大大减少前期的实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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