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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是职业学生必不可少的一个学习阶段，它要求学生

完全履行其实习岗位的所有职责，独当一面，具有很大的挑战

性，对学生能力的锻炼有很大的作用；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2+1”教育模式，即在校学习2 年，

第3年到专业相应对口的指定企业，带薪实习6到12个月的教育

模式。学生从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到就业是一个跨越，涉及到学

校、企业和学生三方参与主体，只有这三方全都做好了教育管

理和指导，顶岗实习才能真正发挥其教育模式优势和价值，帮

助学生实现高质量的跨越，实现三方互惠共赢的良好局面。

1  学校、企业和学生等参与主体的现状问题分析

1 . 1 学校错把“顶岗实习”当作“毕业就业”

首先，学校课程与企业岗位、市场定位衔接性不够，难以紧

跟时代发展需求，在专业设置上与企业需求脱节，导致学生学习

内容与实习工作关联性不强，实习技能较低，21届毕业生调查问

卷显示，认为在校期间所学专业知识在实习企业得到运用的学生

占比仅20% （当然由企业自己量身定制课程的订单班除外）；其

次，学校将学生安排给企业后，鲜少再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认

为顶岗实习就是毕业就业，实习生已经是企业的员工了，与学校

的关系不大，从而忽视了顶岗实习的根本意义，淡化了学校责任

和监管职能；最后，学校管理和监管内容较为片面，在实际中只

重视顶岗实习生的技能与水平，而忽视了关注学生实习心理、态

度和情感等综合素质的长远发展，导致实习生顶岗实习综合素养

较低。

1.2企业错把“顶岗实习”当作“顶岗生产”

企业为解决内部职工短缺问题，通过校企合作补充职工人才，

但是参与顶岗实习的实习生社会实践经验少，工作能力较低，而

企业更重视生产效益，因此存在着“重效益轻培养”的思想，不

愿将自己当作老师，认真指导实习生，更喜欢简短培训后，将实

习生等同于职工，直接上岗生产，制作企业效益。企业把顶岗实

习生当成酬劳较低的“搬砖工”，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不重视实

习生的心理素质、职业发展和实习特长，在实习权益保障、人身

安全等方面也存在一定隐患，最终导致学生对实习岗位缺乏兴趣

和工作热情，对当前公司满意度和归属感降低，进而降低了实习

成效。

1.3学生错把“顶岗实习”当作“毕业就业”

参加顶岗实习的职院学生年龄大多不超过20 岁，社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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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心理欠缺成熟，但是情绪变化激烈，缺乏稳定成熟的实习

品质和素养，对顶岗实习的目的认知不清，认为“顶岗实习”

就是“毕业就业”，更在乎实习工作性质、环境和酬劳等物质

方面，而不愿吃苦吃亏，缺乏职业精神、道德意识和责任感，

对企业岗位要求过高，自我约束力低。同时由于对岗位和企业

的性质没有清晰概念，导致最后不满意自己选择的岗位和企业，

从而出现诸多消极情绪和心理，实习积极性大大降低。

2  校企合作之顶岗实习问题改善对策分析

2.1 深化职业院校教学改革，提升顶岗实习全过程管理

职业院校应树立正确的“顶岗实习”管理理念，一是紧贴市

场需求与企业结构，科学优化专业课程。以专业教学对接企业专

业岗位，促进学生的专业对口实习，让学以致用真正发挥学生的

专业素养，提升学生的实习自信心。二是提升学校管理责任，加

强过程性监管职能。如成立专门的学校监管中心或机构、建立稳

定的实训基地，紧贴学生顶岗实习的全过程，将学校管理与教育

系统性地渗透到全部环节中，及时跟踪、了解、评价和解决学生

的顶岗实习问题，包括学生的实习心理、职业期望、技能指导、工

作态度、人际关系、安全意识等综合素质长远发展上的问题，提

供专业知识指导、心理素质辅导、职业规划指导等支持和帮助，从

而提高学生的顶岗实习认知，不断激发和维持其顶岗实习的积极

情绪。三是加强“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提升顶岗实习指

导能力。学校应积极打造一支切实可行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

伍，加强教师对顶岗实习前和过程中的教学指导，教师既要对学

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培训，还要真实了解企业岗位的结构，

对学生进行实践指导，更要针对每个学生进行精准化、个性化辅

导，切实解决其综合问题。例如学校鼓励教师进入企业或实习基

地，进行挂职锻炼，与学生一起参与企业生产，既提升教师的专

业技能，又及时发现学生顶岗实习问题，与企业加强协商合作，从

而给予学生精准化、个性化指导。

2.2 企业积极履教育养责任，重视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权益

保障

企业应从长远发展战略出发，兼顾自身的长远利益与责任，

积极承担建设社会和培养人才的主要责任，树立“人才强企”观

念，端正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及顶岗实习管理态度，丰富顶岗实

习的人才培养目标，把顶岗实习的目标从“提升生产效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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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培养高素质人才”，与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构建专业的

“四位一体”产教融合新模式。一是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位实习

学生，既重视实习生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又能重视实习生的实

习心理与期望，安排专业对口、期望对等、同工同酬的合理岗

位和薪酬福利，最大化发挥实习生的综合能力、优势和作用。

二是加强人文关怀，实施人性化管理。企业应成立专门负责顶

岗实习生的管理部分，要有较强的教育责任，全方位对接学

校、学生、教师乃至家庭等主体，多方加强对话，共同完善

培养计划。如丰富实习生的岗位活动和业余生活，完善管理评

价激励体系，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企业的关心和关爱，切实解

决实习生的实习问题和消极情绪。三是重视学生的权益保障，

企业通过加强校企合作，综合评估制定顶岗实习学生的薪酬标

准、福利待遇、实习时间、工作环境等，加强教育安全培训，

切实保障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综合权益，让学生在

实习过程中劳逸结合、身心愉悦，从而激发实习潜能。

2.3学生提升职业素养和能力

学生在学校、教师和企业三方面的积极教育和指导下，应

树立正确的顶岗实习观念，正确认知顶岗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将顶岗实习作为学校和企业给予的宝贵机会，从而端正实习态

度，加强自身的行为管理，激发内生动力，珍惜机会，努力

创造自身价值，实现综合锻炼，为择业就业奠定良好的经验基

础。一是加强职业规划学习，多方面参加顶岗实习培训，详细

了解企业文化、岗位职责和实习技能，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

备，要有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实习决心。二是

加强自身的实习管理。严格遵守企业、教师和班级等多方面关

于顶岗实习的规章制度，将自己当做一名正式员工，全身心投

入到企业的管理和工作中，遇到实习问题要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及时调节消极情绪，保持积极进取的实习精神。三是提升自身

的职业关键能力和素养。技能应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创新

创造能力和责任担当能力等实践能力，在任何企业和岗位上，

都是必备的关键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

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关键素养。但是有小部分同学没有过社会经

历，心态不够成熟和稳定，到企业实习后对工作环境适应较

慢，很容易产生人际关系紧张等不良现象，因此要借此顶岗实

习机会，提高自身的职业关键能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和社

会适应能力，努力发展成为“技能过硬、素质优良、品格优

秀”的高质量就业人才。

3  结语

职业院校是为国家、社会和企业培养专业人才的主要学校，

顶岗实习是锻炼和提升学生人才专业能力和素养的重要途径，因

此要重视从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参与主体，进行深层次现状

问题分析，从而切实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的培养，推进三方互

惠共赢的良好局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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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会，参加实践，比如通过“三下乡”、暑期工等来锻炼

自己。

综上所述，赣州市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发

展、教育改革和观念更新。全球发展赤字叠加疫情大流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凸显，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有理由坚

信，通过政府、社会、高校和毕业生的共同努力，赣州市高

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工作定会迎来更大的发展，“就业稳”、

“创业活”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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