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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学生的职业发展应放在培养人

才的首要位置，而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专业、技能、

企业与社会。现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职业教

育应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找到和社会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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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方式，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契合度提升上去，进

一步完善教育结构，创新教育体系，在强化学生技能的

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职业道德素养，实现职业技能和文化

素质之间的有效结合。校企合作模式就是通过结合行业

发展以及企业对于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构建起来的学校

和企业相互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学校与

企业的双向介入，在各种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的影响下，

能够使学生将在学校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而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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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高职院校和企业开展深度的校企合作，有效整合了高职院校和企业两种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也形

成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即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知识融合的校企合作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这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此高职院校也需要深入分析现阶段校企合作模式下思想政治教

育当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将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企业文化进行深度融合，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套高职院校校

企合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有效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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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have carried out in-depth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the two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On this basis, a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l has also been formed, that i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This has opened up a new road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lso need to deeply analyze the specific problem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curren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and combin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corporate culture.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depth integration, establish a se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effectively inno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l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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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企合作背景下开展高职思政教育的意义

1.1 增加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

校企合作模式下，学生能够更多接触社会，了解社

会发展，进行社会实践。在此过程当中进行思想政治教

学能够增加学生思想政治实践的机会，让学生更加全面

地提升政治素养，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同步提升。

以此提升高职学生思想政治学习的效果，满足新时代下

社会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要求，充分展现学生在

校企合作思想政治教学当中的主体地位 [1]。

1.2 可以强化学生职业素养

校园文化是一种将校园精神作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性

文化，它所展现的是学风、校风与各种氛围；而企业文

化则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之中形成的一种被员工普

遍接受和遵循的具有组织特色的观念、意识、作风和行

为规范等等 [2]。校企合作模式就是为了实现这两种文化

的对接，促使学生在实践之中加深对职业素质与道德规

范的认识，强化学生道德意识和职业知识，转变成职业

经验，内化成职业素养。

1.3 改进思政理论实践质量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构成。为了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在时代中发挥有

效的教育作用，思政教育通常都会积极改良理论和实践

教育体系，力求让正在使用的思政教育体系，更加贴合

时代内新的育人需求，以及学生求学的兴趣需要。而校

企合作从实际出发，来自真实的就业领域。校企合作在

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时代的育人需要。因此，如果将校

企合作与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融合，就可以令思政教

育理论和实践教育的改革质量更高。

2　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遇

到的问题

2.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结合企业文化

在校企合作背景下，部分高职院校没有针对即将进

入企业实习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对于校

企合作实习阶段当中学生的思想特点分析不完善，在学

生上岗前也没有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也没有深入

分析学生的思想政治需求。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思想道

德教学课程，没有在思想政治教学当中结合企业文化，

针对各行业的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实施。还有部分

企业缺乏良好的企业文化，无法通过企业文化对学生进

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学生的思想凝聚力。此外，

企业片面地认为学生不是企业员工，因此没有对学生进

行有效的培训，导致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流

于形式，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提

升困难。

2.2 企业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缺乏

学生在校企合作模式下，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进

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而企业对待学生跟普通员

工没有任何差别，都需要接受企业管理，遵守企业要求，

而学生的思想没有及时改变，还认为自己是学生的身份，

觉得犯了错企业也会原谅，甚至认为企业没有权力像员

工一样要求和约束他们。再加上企业的工作十分繁忙，

没有充分企业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缺乏。学生在校企

合作模式下，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一个完全陌生

的环境当中。而企业对待学生跟普通员工没有任何差别，

都需要接受企业管理，遵守企业要求，而学生的思想没

有及时改变，还认为自己是学生的身份，觉得犯了错企

业也会原谅，甚至认为企业没有权力像员工一样要求和

约束他们。再加上企业的工作十分繁忙，没有充分

2.3 学生无法有效适应新的思想政治教学模式

在校企合作模式当中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传

统的教育侧重点不同，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学习

模式。部分勇于尝试新事物的学生，能够接受校企合作

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但也存在部分学生不愿接

受新鲜的内容，不想参与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思想政治学

习。对于新环境的适应情况不同也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

教育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态度有了很大差异，很大

一部分学生在校企合作实习过程当中思想都处于茫然状

态，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实际需求，找不到发展方向，无

法适应新环境。长此以往，就会滋生出一些消极悲观的

情绪，不愿意随着思想政治教学的变化自主学习新的思

想政治教学知识 [3]。

3　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分析

3.1 加强对校企合作单位的“准入机制”审核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学生走入社会的第一步，其所

见、所闻、所感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对社会、岗位和职业

的认知度、接受度和信任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因此高职院校应加强

对校企合作单位的“准入门槛”审核。笔者看来，目前

高职院校组建校企合作数据库的过程中，多数是教学部

门负责人通过人际关系、社会团体等途径，选择企业的

管理模式和行业背景较深、合作单位是否与学生专业对

口、能否把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结合起来，培养

学生专业素养的企业。为加强校企合作模式下大学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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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对校企合川单位的审核需进一步规范化、

标准化，做到“凡进必审”，即学院领导班子前往校企合

作单位实地考察、学院党政联席会和党总支委员会讨论

研究、向学院师生及社会公示、校企合作实习学生经验

分享和客观评价、上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纳入学院校

企合作单位 [4]。

3.2 强化实践教学力度实现立德树人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的时间，在学

生周末、放假等时间，抽空组织学生参与位于企业的见

习活动。活动的内容是观察企业职工的工作环境、工作

态度和工作内容。该活动应该由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带队，

讲解期间除了要对专业操作知识进行讲解外，也要强调

什么是良好的职业素养，以及拥有良好职业素养在工作

中会怎样体现。也可以邀请企业承认的专业素养较好的

优秀职工，为学生们讲解工作心得。务必要让学生对良

好的专业素养产生认同感和期待感，帮助学生建立良好

的专业德行 [5]。

3.3 融合校企文化，树立学生的职业观念

在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还需要进行思想政治

课程和企业文化的融合，让思想政治教学与企业的生产

实践和企业文化融合为一体，在实习工作当中有效开展

思想政治教学，实现教学与实践的融合。将高职院校中

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思想政治教学模式，转变为实践教学

模式，真正做到寓德于行，避免企业出现思想政治教育

的局限，有效增强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实

效性。让给学生能够在校企合作实习模式当中建立正确

的就业观，有效发挥校企实践课堂开展思想政治教学的

优势，在实践过程当中渗透职业道德教育理念，帮学生

建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同时在实习当中营造良好的思想

道德教育氛围，在实习教学的全过程中渗透职业道德教

育，让学生在学校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够有效提升职业

素养，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根据现阶段校企合作的具

体情况进行思想道德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的调整，让高

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学能够更多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满足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需求。充分体现校企合作背景

下的职业岗位特点，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不同需求将思

想道德教育贯彻落实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促进学

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进一步发展。校企合作的开展给学

生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对于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教师应当积极鼓励学生让其更多地进行社会实践，在社

会实践当中理解企业文化，挖掘企业文化的精髓，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强化校企合作模式下的职业道德教学，

促进学生成才 [6]。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下校企合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带来了更多实践机会，教师需要有效把握机遇，充

分发挥其优势，促进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并认真分

析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思想政治教学存在的具体问题，

积极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内容和方法，加强与企业

的协作，让企业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从而有

效提升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实践能力，帮助学生建立正

确的发展观念，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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