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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校后场 产学结合 育林树人”
高职特色实训基地建设实践

——以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徐　岩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1）

摘要：实训基地是高职院校发展建设的重要支撑载体，是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共建共享资源的重要组成，其建设成效直接影响到人

才培养质量及社会服务水平高低。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以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加强生产性、开放式、共享型、

多功能实训基地建设，并以实训基地建设为重要载体，形成了“前校后场，产学结合，育林树人”的办学特色，实现了育人水平和科研

服务能力的新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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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研创新的重要支撑

载体，职业院校的实训基地基本都具有还原真实岗位工作情境、

与地区经济发展相一致，能够突出学生主体性等特征。由于职业

院校所培养的主要就是满足经济发展以及行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

人才，故此，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是职业院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有

效途径。综上所述，实训基地建设成效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

及社会服务水平的高低。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是中国（北方）现代林业职业教育集

团理事长单位。按照教学优先、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实用性与先

进性相结合、内外兼顾、资源共享的原则，在长期的教学与实践中，

学院依托职教集团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以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为

起点与终点，不断加强实训基地的构建，打造出了“前校后场”

独特办学格局，驶入了内涵式、特色化发展的快车道。

一、学院实训基地建设的模式概述

（一）特色发展模式的内涵

“前校后场”是学院发挥其在社会中独特使命的有效途径。

职业院校既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也是实现科研创新、

文化传承等价值的载体。“产学结合”是将生产与教学结合起来

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本质上与工学结合、教学做合一是相同的；

“育林树人”是学院办学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见图 1）

（二）实训基地内涵

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培养特色人才，学院着意建设了集开

放性、生产性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实训基地。其内涵指学院校内、

外两类实训基地多为融生产、教学、科研、服务“四位一体”，

具有市场运作、自主经营、对外开放和资源共享“四个特征”，

能够同时实现社会服务、技能鉴定、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就业

协作、示范辐射等功能的现代化高职特色实训基地。（见图 2）

二、实训基地构建的基本途径和举措

（一）场校融合、产学一体——建设“场中校”主导型、生产性、

企业化实训基地

为培养实践操作型人才，提升学院的人才培养水平，学院重

点构建了清原实验林场。清原林场得此名是因为其地处辽宁东部

的清原县。此林场是全国林业类高职院校中规模最大、最具生产

性与企业化的林场。清原林场的经营面积高达 4030.6 公顷，其森

林覆盖面积超过了 99%。此林场不仅面积大，而且自然资源十分

丰富，有超过900种植物。清原林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训基地，

而是校企融合的重要体现，由于林场实行的是企业化经营，所以

每年林场内都会有大量的生产任务，其中包括采伐、育苗、抚育等，

林场年采伐量可以达到 11500m3，而抚育幼苗、采伐面积则可以

达到 3000 亩。除了承担提供森林资源、发展企业声场的重任，清

原林场也承担着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高校提供实训基地的重任。

学院的教学实习区并非局限于清原林场，海阳工区也是重要

的实训基地。虽然海阳工区没有清原林场占地面积大，但是其占

图 1　特色发展模式建构流程图



004 Vol. 2 No. 12 2020教学创新

地面积也超过了 200 公顷，足以满足学生实习的需求。海阳工区

几乎全部是针叶林，阔叶林仅占6%左右。为满足师生实践的需求，

海阳工区建立了植物园、落叶松种子园等实践场地。

此外，为使学生能够完成测量、森林植物与树木、土壤调查

等项目，工区也特意建立了动态检测系统。由于林场实训场地面

积大，资源丰富，可以同时满足 1000 多名师生实习的要求，加之

借助中国（北方）现代林业职教集团的资源开放共享优势，林场

已经成为了多所高校的共享型实训基地，例如，林场承担起了北

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集团成员单位相关专业的学生实习

任务，在全国同类院校实训基地中凸显出鲜明的林业职业教育特

色和集团式共享特征。

随着实训基地校企合作的逐渐深入，高校与企业实现了资源

共享。特别在技术和人员方面，学院教师会前往林场（后场）担

任技术顾问，而林场的技术人员也在学院（前校）担任兼职教师，

这种融合使得学院与林场实现了双赢，人才培养质量也越来越高；

就林场而言，降低了技术成本，增强了技术优势，生产能力和技

术创新水平大大增强。

（二）校域合作、区校共建——建设“校中场”生产性实训

基地

为了解决园林技术、园林规划设计等专业学生实习实训问题，

经过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最终学院与林盛镇政府建立了合作关

系。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学院从政府处租赁了 20 公顷苗圃，并将

其打造成了林盛实训教学基地。虽然苗圃是从政府处租赁的，但

是根据协议规定，学院对于苗圃具有 30 年的独立经营权，故此，

林盛实训基地一直都是学院独立运营的。此基地在学院的人才培

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了学校师生实习的主要场所，既

发挥了学校“前校后场”办学格局特色，又提升了人才培养水平。

经过用心经营，林盛实训基地的经营面积达到了 300 亩，其

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人员，都是学院精挑细选的人才。林盛实训基

地目前是苏家屯区规模最大的基地，其孕育的苗木种类众多，设

置也十分健全，可以满足林业类专业学生的全部实习需求，为学

院培养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其中最负盛名的为植物材料繁育基地，其面积为 1712 ㎡。此

基地资源丰富，又具有国家装配的最先进设备，成为了师生研究

植物新品种培育的主要基地。由于基地为培育新品种苗木做出了

突出贡献，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单位的重视，当前，此基地已经

成为了辽宁省研究多项课题的主要场所。重要课题的组培试验、

快速扩繁任务，科研和生产任务均由基地技术人员和学院相关专

业师生共同完成，教师以科研生产任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对学

生完成的项目进行质量检测和学业评估，促进了学生实践动手能

力和职业综合能力培养。

（三）校政联手、四方联动——建设“政、校、企、协”四

方合作创新型实训基地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与支持功能，学院木材工程学院以与行

业龙头企业、名优企业（如圣象集团、德国威力）、行业协会合

作为基点，深化与鞍山市政府的“校、政、企、协”合作，成立

图 2　实训基地建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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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方参与合作的木材工程学院管理委员会。目前由鞍山市政府

投资 560 万元购置各种木材加工设备，同时投资建设 2160 平方米

建筑面积的实训车间。主要包括板式家具实训中心、实木家具实

训中心等，满足了学院木材工程学院主体实习实训项目的教学需

求。

（四）校店共育、校场牵手——创新“订单式”稳定型校场

紧密合作实训基地

该类实训基地主要设置在学院的酒店管理类专业群、木材加

工类专业群以及计算机应用专业群。学院同高登酒店、金都饭店、

兴瑞木业、中国圣象集团、大连佳洋木制品有限公司、北京科宝

博洛尼公司等几十家名优企业进行了合作育人、合作培训、合作

研发、合作就业的实质性“订单”合作，建立了广泛、典范的订

单合作基地。

（五）上下内联，院系携手——创建“教学企业”教学做一

体实训基地

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为了使学生成为集多种技能于一身的

应用型人才，学院着力构建了能够培养学生茶艺、调酒能力等多

种技能的实训中心。为模拟真实的旅游服务情境，基地内也建立

了旅行社，在这里，教师和学生即为旅行社及实训中心员工，以

师生为主要经营对象，开展相应的项目服务。通过这种“教学企业”

的建立和运作，既满足了实训教学需要，也锻炼了师生的综合职

业能力，还为助学扶学、以企养学做出了贡献。

（六）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建立广泛、强大的校外顶岗、

就业基地群

校企合作是需要不段深化的，而学生的学习空间，也需要不

断被开拓。为了使学生有很多更好的实习场地，掌握更多的实践

技能，学院先后与上海佘山索菲特大酒店、阜新农业高技术园、

北京万富春森林资源发展有限公司、辽宁花卉基地成美园艺中心、

辽西生态实验林场、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等200余家经营良好、

有社会责任感的大中型单位成为了合作伙伴。在合作中，双方形

成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保障机制。

（七）拓展多种形式实训基地

除以上六种主体建设模式外，学院还积极拓展其他模式的实

训基地。如，学院与加拿大亚冈昆学院合作办学，通过与国外学

院合作的方式，建设起海外实训基地，让学生的视野更广阔，掌

握的知识更丰富。

信息技术的出现为仿真实训基地的建立提供了有力保障，为

此，学院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立了木材加工实训室、导游模拟

实训室、园林工程与施工管理等校内模拟仿真实训基地，利用这

些仿真实训基地开展课堂实验、课程设计、教学实训等实训类项目，

增强了职业教育的职场真实体验。

三、学院实训基地载体作用的发挥和取得的主要成效

学院积极借鉴其他学院校内外实训基地建立的成功经验，并

经过不断摸索与努力，建立了满足学院人才培养需求的多功能实

训基地，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了产学研合作和

社会服务工作。

（一）创新了校企合作体制机制

与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可以实现企业与院校的紧密合作，

为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岗位工作奠定基础；依托木材加工技术专

业，与政府合作，建立木材工程职业学院，培养专业人才，推动

当地产业发展与升级。在合作中，政府为办学提供大力支持，并

给予资金助力，形成“优势互补、技术协作、共同培养、合作共赢”

的“政校企协四方合作”新型办学模式。

（二）形成了专业群建设新格局

学院的各个专业在人才培养中不再“黑板上种地”，而是突

出基地（后场）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功能。在确定人才培养

目标时，学院也始终坚持研究当地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规律，以

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作为逻辑起点，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形成了人才培养目标明确，紧扣当地产业发展的育人

新格局。

（三）推动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教育教学改革

一是构建了“两主两强”“订单式411全程职业化”“工学一体、

项目教学、订单培养”等具有职业教育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是将与企业的合作渗透到人才培养的每个细节处，在教学

中，始终将企业生产中的真实任务作为依托，以学生为主体，构

建教学做一体教学模式。

三是推进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学院主持的两个全国性专

业教学资源库得到教育部验收通过，为学生自主、交互式学习提

供了坚实保障。

（四）有效提升了教师执教水平和实践能力

通过产教研合作，院校的教师不仅需要承担院校的教学工作

与科学研究工作，还需要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教师投身到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改革中，提高了广大教师的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实

践动手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五）学院和职教集团人才培养水平、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

服务水平日益增强

一是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毕业生就

业和适岗能力明显增强，其就业率连续多年超过了 90%，学院荣

获“全国高校就业创业 50 强”。

二是科研创新能力全面提升，2014 年以来，学院荣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 2项、辽宁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辽宁省教学成果

一等奖 7项。学院获批全国林业科普基地、辽宁省生态环保科技

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基地开展的全国林业科普和科技扶贫等

工作受到上级部门高度认可。

三是通过实训基地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和地方经济发展、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取得明显成效。2020 年，中

国（北方）现代林业职业教育集团被确立为全国首批示范性职教

集团培育单位，行业企业和区域对学院及该职教集团发展的依存

度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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