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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师资储备

在生产型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师资的问

题，只有有了理论知识充沛动手实践能力强的教师我们才能有序

推进生产型教学，学生才能在生产型教育教学过程中真正受益。

而我们不少高校的年轻教师都是毕业离校又进的高校，导致我们

的一些教师缺乏对企业、对市场、对项目的了解，也缺乏做项

目的经验，这也为生产型教育教学埋下了一颗雷，由于新教师

缺乏项目制作经验极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项目最终无法完成，最终

会让学生失去兴趣、教师饱受打击失去热情。基于此高校在实

施项目制生产型教学时建议优先选用具备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为

主导，新教师为辅助，积极引进具备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教

师。并制定新教师的培养计划，达到要求后在安排上岗，减轻

有经验教师的工作压力与负担的同时也是为新教师提供了一个发

展平台。

2 项目来源

当前多数高校生产型教育教学的项目来源为合作企业，这是

一个非常好的点，但是也有他的弊端，难度系数大成本高的项目

企业不愿把项目派给学校，派下来的项目往往都是比较简单且相

对单一的，这在短期来看是没有问题的，长远来说这不利于学生

的成长与发展。以重庆轻工职业学院大数据与信息产业系和猪八

戒网合作为例，猪八戒网派给我们的订单85%以上均为品牌设计，

高职学生在校时间为2.5年，生产型教育教学从大二开始进行，也

就是说，学生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在接触项目做项目，如果这一年

半的时间做的项目都是一样的，学生会厌烦，也会失去兴趣慢慢

的也就没有成就感了。所以在项目来源上，可以集思广益除了依

托专业合作企业外，学校层面也可以进行资源整合分流，将相关

的资源匹配给相应的专业，另外教师也可以积极走出去走向市场

了解市场，联系项目引入到教学中。

3  项目结算

有项目就会有收入，但是这个收入该怎么来进行合理分配却

是很大的一个大难题，目前绝大多数的高校生产型教育教学都是

尚在探索当中，对于项目盈利的结算与分成尚不明确，而项目对

我们指导教师和参与学生来说却是尤为重要。教师进行教育教学

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当加班加点的带学生完成项目产生经济效益

后自己却没有获得应得的是不是也太不人性化了？于学生而言，

付出了时间与精力，收获了宝贵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长期

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最后也会像教师一般缺乏兴趣与动力，

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生产型教育教学引发教师与学生的排斥而无

法进行。基于此最好的方法是制定项目利润分配计划，项目收支

公开。让付出者均能获得相应的收入，才能让生产型教育教学进

入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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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过程设计

不同的项目要根据项目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设计，主导教

师接收到项目后要第一时间全面认真的分析项目需求，提炼出项

目的重难点，确定好时间节点，并拟定好制作流程做好前期准

备；同时积极的带领学生一起分解项目，让学生亲身参与到项

目过程中来；跟学生明确好完成时间，引起学生的重视；到时

间节点后要第一时间查看学生的进度，并就出现的问题及时和学

生一起解决，让学生在生产型教育教学过程中快速成长；项目

完成后要第一时间组织学生做总结，让学生自行剖析自己存在的

短板和长处，并引导学生去弥补不足。以下为重庆轻工职业学

院大数据与信息产业系网络艺术设计工作室生产型教育教学的教

学过程设计（以logo 项目教学设计为例）

5  小结

整体而言，项目制生产型教育教学正在成为高职院校的主要

教学手段和人才培养方法，这个发展趋势是好的，但是出现的一

些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教师项目经验的缺乏还是项目考

核过程的不完善又或者是项目来源的与收益的分配都需要我们企

业与学校从上层开始出台相关的政策，并加大实施力度落到实处

才能使得企业、学校、教师、学生四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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