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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企合作对人才培育体系发展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创新理实结合教育教学的路径，持续丰富培育体系内容以及提高人才
培育质效等方面。而这正是当下社会人才培养的追求所在，因此，有效应用校企合作模式，对相关专业教育工作开展以及专业领域
发展，都具有绝对的促进优势。基于此，进一步研究校企合作模式落实问题，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协同育人体系高质量
发展。具体需要深入研究传统育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校企合作特点及需求，针对性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强化。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is more reflected in the path of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tinuously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the cultiv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is is the pursuit of talent training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has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fields. Based on this, we will further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Party's 20th Congres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echanism,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trengthe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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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校合作育人理念，对当前社会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具有

积极促进意义。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仍然存在相应的问题，导
致模式落实存在误差，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多数校企合作模式
都在走形式。即校企合作关系建立，但具体合作的内容不够明
确，如就学生在校、在企的学习管理问题，当前更多还是依赖
学校教学管理执行，企业参与度较低。而学生在企实践获得提
升，未予企业相应的服务，使得合作双方所获利益不对等，也
在打消企业合作积极性。因此，针对相关合作问题，还要予以
更加深入地研究，进一步挖掘相关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
解决。 

一、传统人才培育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人才培育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学校教师自身

的业务能力有限，且缺乏专业实践经验，很难为学生提供跟得
上时代步伐的专业教学服务。与此同时校内外育人资源的融通
性较差，不利于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 

（一）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传统人才培育机制中，教师获得专业发展能力的关键路径

就是“深造”，即通过专业或专业相关知识的进一步学习获得“新
知”。但这些新知往往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经过社会检验
的理论知识获取量非常小。而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
社会各领域发展也日新月异，技术理论相关知识更新换代速度
非常快。学校教师跟不上的情况下，就容易被社会“淘汰”，而
其所教的学生也会更多受此影响。 

（二）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传统育人体制中，教师就是教师，教师兼职专业教学以外

工作的情况非常少。而现代社会不仅需要理论知识扎实的人才，
更多需要综合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显然，就当
前的高校教师教学情况来看，多数都不符合这一要求。教师更
多是在学校中完成教学任务，而在课余时间选择进一步利用专
业知识参与社会工作，获得实践经验，或者了解更为前沿科技、
企业应用技术的教师较少。这就使得教学理论性较强，而实践
应用性较差。 

（三）校内外资源融通困难 
校内教育资源以师资及专业实操、科研相关内容为主，校

外资源则相对更加多元。企业所采用的技术以及设备等，在社
会大环境下，更多倾向于引进更高端的科技产品。在信息不对
等以及信息共享困难的情况下，校内外资源很难融通，时常出
现“学校重点教授的技术，实际在社会企业中的应用已经过时”
的问题。 

二、校企合作构建高质量协同育人体系的路径 
校企合作构建高质量协同育人体系，还应从夯实校企合作

基础，优化、强化师资队伍以及构建产学研一体模式，构建双
创教育机制等方向出发，具体落实各项工作，以保证整个协同
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均能够满足各个时期社会人才培育需
求，助力素质教育持续落地。 

（一）夯实校企合作基础 
夯实校企合作基础，是从当前校企合作模式运用的实际问

题出发，针对校企合作期间，企业参与教学管理程度低，学校
参与企业师徒制教学程度低等问题而言[1]。即虽然建立了校企合
作模式，但整个过程中，双方似乎都未全情投入，整体更像是
一个形式化的内容，对学生的成长及专业知识学习、应用，实
际并无多大影响，校企合作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 

对此，提出夯实合作基础的建议，即真正明确“合作”意
向、事项，就校企合作的目的、定位、深度、广度以及具体机
制构建、课程规划、内容设计、联合评价等，予以进一步明确，
以保证校企合作的目标得以有效实现，真正促进学生个体成长，
为社会培养更多品学兼优、综合实力强的高素质人才。 

如校企合作目标及定位方面，结合区域发展需求，人才需
求标准，对接市场信息，构建校企合作体系。从实践、创新以
及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确定培养专技实践能力强、市场敏锐
度高且具备一定跨技术领域产品研发及创新能力的人才。在确
定这一目标确定的基础上，结合市场调查数据，精准对接相关
企业，阐明合作意向及目标，在双方达成共识，明确人才培养
方向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及企业资源，进一步确定人才培养目
标，方便据此整合师资、技术以及设备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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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广西某职业学校，在深入分析地区社会发展需求
（电子信息千亿元产业、信息技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
基础上，大致明确了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就这一目
标方向，协同其他 4 个专业共同发展，构建了“产业链+专业链
+人才培养链”的专业群。与此同时，与广西聚象数字科技（VR）
有限公司等多家专业相关企业联系争取合作机会，在确定合作
意向后，就本专业运用校企合作教学模式，组织召开了研讨会
议，双方都提出了相关建议，最终达成育人共识，并就此建立
了协调机制，整合双方资源，培养高素质复合型计算机应用专
业人才。 

此外，就实际合作中出现的合作问题，建立了定期协商会
议机制，即针对阶段性合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予以整合式的
研究，共同制定下一步合作计划，调整合作内容的，旨在为学
生提供更加有力的专业学习、成长环境[2]。且为持续深化双方的
合作，在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践机会及技术设备，方便学校进一
步研究的同时，学校在与学生、企业相互协调后，签订了人才
服务期协议，以最大限度保证企业能够为学生提供可靠的实践
指导，保证学生实践学习有效。 

（二）重视师资队伍强化 
师资队伍强化是保证校企合作模式有效落实的关键。即在

校企合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结合双方对该模式下学生学习的
双向要求，对现有师资队伍予以调整，促进校企双方师资力量
均衡，保证为学生提供更加可靠的现实结合教学指导服务[3]。 

如在校企合作基础上，加强学校教师与企业教师之间的交
流，促进相互学习，以推动校企双方教师在教学、研究以及实
践等方面的互动。如秉承“教书育人”原则，强调双方教师都
应接受相应的培训，以提升其教学、教育能力，真正培养出实
践经验、理论素养双向发展的教师队伍，促进“双师”落地。
如学校教师为企业教师提供定期的理论指导服务，企业教师则
可为学校教师提供一定的参观、实践操作教学服务[4]。双方还可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信息化交流体系，方便将技术相关理
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结合起来，促使双方均了解、掌握当前社会
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及应用程度，方便随时调整专业教学内容，
时刻为学生提供前沿教学实践指导服务。 

（三）构建产学研一体模式 
构建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强调将教学与产业规划发展、

专业领域研究等内容结合起来，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的教育教学
体系。如在专业课程产业化创新领域，与企业及相关研究机构
建立动力机制、利益机制、保障机制以及优势互补共享机制、
沟通机制，确保各方可通过这一机制内容。在产学研模式下，
可为中小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高校教师解决专业知识应
用问题，同时为专业技术持续研发等提供可靠素材，实现互帮
互助，互惠共赢，多元融合[5]。而学生也可在具体参与实践科研
活动后，提高独立思考、实践动手能力，利于将理论知识转化
为现实实践，提高其科技研发能力，向企业及社会输送高素质
人才。 

（四）设置职业规划咨询处 
设置职业规划咨询处，实际就是针对学生的就业问题，建

议设立相应就业指导处。将专业校内资源与企业资源、社会资
源等有效整合起来，形成综合、系统程度更高的联动模式，为
学生提供更加系统、全面的专业职业生涯规划服务。 

如某高校运用了“3+1”人才培养模式，即在校学习 3 年，
在企实习 1 年+毕业设计的模式，综合看待生产实习、社会实践
以及毕业设计、就业等工作，旨在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理论知识
学习时间以及企业实训时间，并通过校企双方教师的指导，促
使其毕业设计更加合理、专业，且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同样可
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掌握相关知识[6]。尤其针对此前认知较模糊
的部分，可在该过程中予以强化。如由企业与高校专业分别派
遣一名导师，具体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将毕业设计与专业工作

联系起来，像在完成实训日记，在工作中按照毕业设计思路，
持续优化本职工作，从工作中汲取技术经验服务于毕业设计，
保证毕业设计合理且专业。整个过程不仅可避免虚拟形式的毕
业设计漏洞百出，更可以为专业研究领域提供真正的助力，学
生更可以在这一过程获得真正的专业成长，就业竞争力更强。
而职业生涯规划处教师，更可以结合学生在整个理论学习、企
业实践以及毕业论文设计的过程中，搜集更多学生专业学习相
关资料，进一步结合当前的市场信心、人才需求信息等，为学
生提供全面且准确的信息，辅助学生做出更加合理的职业规划。 

（五）结合构建双创教育机制 
校企合作的基础上，还应从创新创业教育的角度，共同为

学生建设专业实践创新设计基地。既为学生提供更多理论知识
学习、实践创新的机会，促使其能够在基地中，通过自主设计
等，验证专业理论知识，探索更多实践操作的可能，并在过程
中，深化个体的创新意识及行动能力，利于促使其在今后工作
中，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专业、社会发展服务[7]。 

如共同建设实践基地，提供以实际工作场景为模板建立的
实训环境。方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其他院
校及专业，也可积极参与其中，或自行与相关企业合作，组织
建立针对性更强的实训基地，模拟真实场景不是目的，关键在
于能够借此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兴趣，不断尝试设计、实践，
培养其创新实践能力。 

与此同时，共同建立以实践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学生评价机
制，以人才培养目标、产业需求为评价基础，鼓励学生通过实
践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现实结合能力及专业创造能力，为校
企合作式协同育人机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校企合作不断
完善和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校企合作构建高质量协同育人体系，应从“合

作”的角度，就双方合作目标、利益及具体合作事项等，予以
进一步研究，以促使整个协同育人机制能够在双方都获益的基
础上，保持一种平衡状态。以此促使双方都能够全情投入合作
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继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理论知识学习与实
践机会，促进学生的专业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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