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4 Vol. 4 No. 11 2022育人不倦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双向驱动模式研究
兀光波　刘　晨　王小强　胡　洋　韩玉科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以项目化教学与社会服务有效融合作为研究起点，以基于学生“双创”小微企业搭建的开放式商业化技术服务平台在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激发教师社会服务积极性、完善社会服务管理机制、搭建社会服务平台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为切入点，围绕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人机应用技术等高职装备制造大类专业建设，探索实践了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双向驱动模式，为两者的同步提升、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与

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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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特性。“高等

性”决定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职

业性”决定了高职教育与地方区域相依互赢的紧密关系。“高等性”

与“职业性”如何有效结合，人才培养如何紧密对接地方人才缺口，

社会服务如何提高区域产业发展能力都是现今高职教育领域的重

要课题。

一、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现状

（一）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得到普遍重视，人才培养

模式持续创新

在相关政策引导以及“双高计划”等项目推动下，我国高水平

职业院校普遍认识到校社会服务不仅是高职教育服务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责任，也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均将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作为

学校发展的重要抓手。相关的研究主要为围绕社会服务模式和机制、

能力提升策略等方面的理论探讨、实证案例研究以及综合性研究。

但由于起步较晚，经验欠缺，目前社会服务能力整体上还比较薄弱。

人才培养方面，高职院校主要以工学交替、订单培养、生产性实训、

现代学徒制等方式进行了创新与实践，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

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离、专业技能与岗位能力要求脱离、培养目标

与行业、企业需求脱离的问题。项目化教学也存在教学资源匮乏、

项目选择随意、教学考核不配套、“教”与“学”发展滞后等问题。

（二）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双促共进作用得到一定关注，系

统性模式还未构建

近年来，高职院校逐渐认识到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双促共

进作用，相关的研究及实践工作陆续开展。但相关研究理论层面

上重复性的多，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少；实践层面上浅层次的、

总结性的多，深层次的、引领示范的少，系统性模式还为构建，

尤其是将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有机结合，基于社会服务的项目教

学研究还要加强，具有普遍适用性、有效性的管理、激励及保障

机制仍需研究和探讨。

二、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双向驱动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以“产业发展引领、社会服务搭台、教学

模式创新”作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等装备制

造大类专业建设改革思路，依托孵化成立的大学生“双创”小微

企业-西安善业汽车快修快保有限公司、西安霍克航空服务中心，

探索实践了“产业引领、企业依托”汽车类专业人才培养社会服

务双向驱动模式。

（一）总体思路

分析项目化教学的特点及存在问题，按照高职社会服务定义

的衍变，梳理社会服务内涵的演进，总结现阶段社会服务的形式

与内容；结合项目化教学的特点，依据与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人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紧密结合的社会服务形式与内容，建立基

于社会服务的项目化教学法；根据社会服务的知识和能力要求，

建立不同年级学生社会服务胜任力模型，制定学生社会服务学分

置换标准；规范“双创”小微企业管理，建立成果转化、创收奖励、

课时置换等制度文件，将社会服务纳入教师评优评先、职称晋升

聘任等考评指标体系，建立社会服务激励机制。

（二）举措做法

1. 构建基于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技术 +”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产业项目引领实践教学，依据实时业务需求动态设置工

作岗位，采用覆盖“售前、售中、售后”的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

管理方法，以“技术 + 营销顾问”“技术 + 教育培训”“技术 +

产品设计”“技术+项目管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

以产业项目实施为基础，引导学生认知企业生存规律及劳动价值，

为驱动社会服务提供了人才保障。

人才培养体系实践以来，向以吉利汽车、保时捷、亿航科技

为代表的一批知名企业输送专业技术人才、营销服务人才上百名，

为天翼教育、航空学会、商洛职业技术学院等教育单位输出教育

产品经理、专业技术教师十余名，培养企业核心项目经理数人，

孵化学生创新企业三家。

2. 建立企业制项目化教学团队培养模式

引入社会服务项目，由教师进行产业项目任务分解、组织，

建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项目团队，通过企业制管理、

项目化运行，完成项目的实施，教学团队达成了“拓展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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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术能力、培育管理能力”的目标，为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

奠定了基础。成果自实践以来培养了十余名具备企业化管理实施

能力的教师，输出数百技术培训课时，服务近千学生高质量就业、

创业，面向社会提供上万工时的技术服务。

3. 搭建开放式商业化技术服务平台

结合行业需求注册西安善业汽车快修快保有限公司，联合头

部企业、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搭建起学校、校内企业、社会企

业与相关行业多方互惠的商业化合作平台。自平台建立以来，吸

引了博世汽车、吉利汽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西安汽车学会等

知名企业与机构入驻，输出了汽车维保、技术教育培训等商业化

社会服务项目，为人才培养提供了项目支撑，为社会服务提供了

平台保障。

4. 打通获取产业发展信息的渠道

通过产业平台输入企业项目，输出社会服务，不断通过生产

实践吸纳行业发展的新技术、新生态、新创意与新需求，破开领

域壁垒，打通一条链接行业、企业、院校的信息渠道，破除专业

建设与行业发展通过“开会、参观、座谈”的低效交流模式。依

托行业发展信息保持教学资源实时更新，高度贴近社会生产现实，

同时多角度采集、分析行业发展前景与社会企业愿景，保持专业

发展具有紧密结合实际的前瞻性。与行业发展进行信息同步，促

使教学团队在新能源汽车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专业发展方

向的布局上能够实时调整、提前作为，为培养与企业“零距离”

接轨的人才提供保障。

（三）实施效果

1. 丰富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手段和途径

对标行业需求和职业规范，分析产业链、岗位群、工作过程，

注册并运营了西安善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面向社会提供技术服

务的同时，以实际企业工作任务为导向，紧贴岗位工作过程，进

一步扩大和丰富职业能力训练的形式和途径，有效拓展了学生的

培育载体。通过开展真实企业项目引领的生产性实践教学，将课

堂教学转向执行商业任务，包括前期市场开发、客户需求分析、

商务沟通，中期任务策划与执行及后期费用结算、售后管理等，

使学生学习能力、团队协作、沟通交流、自我管理等职业综合素

质得到一体化培养。

2. 强化了师资培养能力与教师教学能力

以西安善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基础，搭建了行业、社会企业、

校内企业的合作平台，探索建立了适应行业发展要求的师资培训

模式。教师通过完成真实项目运营，对行业发展和职业能力要求

有了更直观的认知，不仅针对性地提升了个人专业素质，更增添

了职业幸福感。通过“抓项目，促教改”的方式，加速了项目团

队搭建，在平衡教师企业实践与校内实训教学工作的同时，达成

了“教学能手”与“企业工程师”的双重身份，教师的实践能力

得到强化、主观能动性逐步增强。

3. 促进了实践教学资源与岗位需求有效对接

校内企业与社会企业紧密合作，形成了项目共担、基地共享、

课程共建的产业深度融合模式，开发了符合行业发展方向的实践

教学资源。以实际产业工作项目为载体，按照企业用人标准、接

待流程、施工流程等开展日常教学，教学内容实时对接“新材料”“新

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将实际工作项目贯穿于学生能力

培养全过程，有效地解决了目前部分实践教学资源对接岗位需求

契合度不高、时效性不强等问题。

4. 解决了社会服务渠道不畅、师生参与不足的问题

注册双创公司，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组建社会服务团队，

借助商业化技术服务平台，畅通社会服务的渠道，提高承接社会

服务的能力，丰富学校社会服务“菜单”，增强学校服务地方社

会的认可度和吸引力，有效地将学校、教师、学生、区域社会四

方紧密结合。通过企业化管理，项目化运营，教师社会服务能力

与学生社会服务参与度得到了有效提升。

四、结语

在国家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综合素质要求不

断提高的大背景下，探析验证依托企业真实项目，通过社会服务

开展实践教学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是对项目化教学法的发展与创

新；针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的现状，探索实践通过大学

生“双创”小微企业承接项目开展社会服务，为高职院校构建社

会服务能力提升路径提供了现实案例和经验借鉴；将人才培养和

社会服务两大职能紧密结合，对高校基本职能协同发展要求回应

与实践，为相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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