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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在近几年的市场发展过程中，整个环境对于人才的需求
越来越高，既需要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也需要相应的实操技能与
工作经验。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的教育工作上，需要结合当前环境
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通过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的结合，使学生能
够具备较好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操工作经验。校企合作的方式能够
提供较好的就业前实习准备，通过专业岗位上的工作体验，使学生
能够结合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与了解企业运营的整个过程，以及岗位
工作上的业务办理、生产管理以及市场分析等。

1  高职院校专业教育与校企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1.1企业选择占据主导地位。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的工作开

展过程中，通常采用订单培养的方式达成合作，即在专业教学工
作中提供企业方的专业人员进校对学生实施培训，通过岗位工作
技能、业务流程等方面指导，使学生能够在学校专业教师的理论
教学以外，能够进行岗位实践经验的学习。最后再面向学生的培
养情况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该种合作形式能够为学校引入专业
水平较高的教学人员，使学生更好接触工作岗位上的实践经验，
或者通过企业派遣的人员对教师开展培训工作，使教师能够在课
程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工作实践的相关知识。从就业的角
度上看，订单培养方式占据主导是企业方，由于学生就业上的问
题，部分企业仅能提供定量的工作岗位，导致企业在派遣专业教
学人员的选择上，仅会面向需要的岗位进行人员派遣，而市场营
销所面向的就业岗位较多，高职院校方面容易陷入教育工作无法
全面展开的情况，为应对此种情况，只能加大校企合作的规模，由
于该部分需要筹备的工作内容较多，部分高职院校在学生的岗位
实践与就业实习等方面容易陷入分配协调上的难题。

1.2企业规模与学校选取双方面原因。大规模企业对于学生
的吸引力较大，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大部分学生更加愿意进入
大型企业参与岗位上的实习。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校企合作本身
需要结合多种不同规模的企业，制定不同的学生培养计划，在于
大型企业达成合作的过程中需要筹备较多的审批手续，总体难度
较大，而在中小规模的企业合作中，办理相应的合作手续则较为
简化，又面临学生的基本权益保障问题。学生的需求与市场环境
的发展情况、校企合作的流程等方面存在较大矛盾，这也是高职
院校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3工作岗位上的分配问题。随着社会分工的明确，企业在
市场活动中的岗位设置也逐渐细化，在校企合作中所能提供的岗
位也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大型企业对于市场营销专
业的岗位需求较大，大部分为销售性质，中小企业在该性质的岗
位供给上较为有限，能够提供专业教育的人员也不多。从市场对
营销岗位的印象上看，大部分人包括学生在内，对于销售岗位的
可有印象较为排斥，使得学校与企业较难以针对就业岗位这一问
题达成协商。

2  相关改善思路与对策
2.1加强学生理论实践能力培养。市场环境与企业的发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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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企合作模式在当前的高职院校办学工作中属于一项重要方针，通过与企业达成合作，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实习单位、
学习场所以及就业单位等。高职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主要面向经济市场、商业市场以及商品市场等，在理论内容的学习上较为注重
专业的实操与工作经验。由于校企合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面临岗位适配、双向选择、企业规模以及专业教育水平等方面影响，高职
院校与企业之间还需进一步探讨双向选择中的合理化模式。本文在结合专业教育情况与企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校企合作模式进
行多层次、多角度分析与研究，旨在通过相关研究成果改善当前学校与企业合作模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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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培养方针而言具有导向性，部分高职院校
在学生的课程理论内容教育上较为重视，而在理论实践与岗位技
能的教育方面存在不均衡的情况，这与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相违
背。企业在市场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盈利，对于人才的需求也
较为重视实际的工作经验与基础的理论知识，而学校方面仅重视
或者改善理论教学，显然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的出入。因
此，高职院校在学生的教育工作中，需要衡量课程理论教学与理
论实践教育的比重，确保学生能够具备过硬的课程理论知识，同
时对专业的工作岗位技能具有一定了解。专业教师也需要面向当
前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与市场的发展情况，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
转变以往的教学思维、模式与教学重点，确保学生可以在深入了
解本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认识岗位实践的必要技能与大体的
工作流程。[1 ]

2.2合理选择合作企业。优质的合作企业能够提供较好的专
业教学人员、实习岗位以及就业岗位，院校在此项工作中，需要
评估企业的合作价值，以此为学生提供较好的专业课程教育与岗
位实践活动。院校在与企业达成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可要求企业
派遣专业人员进校参与学生的教育工作，讲述工作面试、岗位职
责与企业的整体运营模式等。企业在教学过程中可根据学生的学
习情况发放offer，在与学生达成双向协议的基础上提供相应的实
习岗位或者就业岗位。此种方式对于学校和企业而言具有利益的
共同点，一来能够为企业提供优质的专业人才，二来能够帮助学
校解决学生的优质就业问题。

2.3拓展合作方式。院校与企业达成人才培养与就业岗位的
合作基础上，还需调节学生与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大型企业的
运营管理模式较为完善，在就业、实习岗位的需求上主要以销售
岗为主，该类型岗位对于学生的吸引力较低，学生与企业之间较
难以达成双向选择；中小企业在岗位管理上相对于大型企业缺乏
一定全面性，能够提供的岗位也较多，不局限于销售岗位，而受
限于企业经营规模，大部分学生往往青睐于大型企业。[2]

3  结语
校企合作作为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教育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

需要基于市场发展情况与企业的具体需求制定相应的合作方式，
使学生能够在优质的实习岗位上获得较好的专业实践锻炼，进而
在后续的就业竞争中具备较好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林勇新.校企合作岗位对接——以中职市场营销专业能力

培养模式为例[J].考试周刊,2017.
[2]李雁函.校企合作下的高职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

究[J].经贸实践,2017.
作者简介：孙磊（1984.05—），男，汉，江苏沭阳，硕士

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学徒制订单班，市场营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