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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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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高职院校在进行人才培养过程中所使用的人才培养方式一直在不断改革创新中，其中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是其中较为有效的一种，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具备开放性的特征，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不同，因此在对该人才培

养模式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对相应的学生管理方式进行创新，才能确保最终获得较好的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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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指的是高职院校在进行学生

配也难怪的过程中会选择和校外的企业合作构建校内学习与岗位
工作培训共同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下学生在职业技能方
面的成长是斐然的，与当代社会企业对于人才技能的需求相吻合，
也因此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的办学过程中越来越受到欢
迎。 

一、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困境 
（一）与学生工作相关的管理机制不够成熟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最为理想的高职学生管理方式是学

校与企业一起共同承担起对于学生的教育责任，但当前相关管理机
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这种相对理想的情况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尤其是学生离开高职院校在外实习期间，学校因为距离关系难以对
其进行管束，而企业很多情况下并不在意学生工作之外的其他行
为，以至于学生的安全问题难以得到保障。 

（二）校内原有管理方式不适合学生外出实习期间的管理 
高职院校在校内对学生进行理论相关教导的过程中有着极为

严格完整的学生管理组织与管理规则，从学校领导层，辅导员教师，
班主任等等，再到班级中的干部，学生会干部，通过层层密布的网
络式学生管理层级来帮助学生的管理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1]。但学
生一旦离开学校的管理范围，外出实习工作，学校中的管理组织很
大程度上会鞭长莫及。尤其是工学结合模式下，学生的外出实习地
点，方式等各不相同，在人员分散的情况下，校内管理组织对于学
生的管理工作就更难开展了。 

（三）企业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不具有针对性 
高职学生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企业实习期间其身份从学生转变

为职工，这一阶段学生的心境上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企业
在管理下属的过程中对待这些学生也是以普通职工一样的要求约
束着他们，但很多学生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意识，以至于对于职场环
境有极大的不适应。再者职场相较于学校毕竟劳动工作强度更大一
些，与学生相处得周围人群也要更加复杂一些，但企业基本上并不
会顾虑到学生因为环境巨大落差造成的心理上的不适应，这也是很
多学生觉得工作难的一大原因。 

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方式的创
新 

（一）要转变对学生管理持有的态度 
高职院校在落实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并进一步加强对学生

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及时转变自身所持有的学生管理态度，要深刻理
解并明白，学校持有怎样的学生管理态度，就会最终获得怎样的人
才培养结果。因此必须对一些旧的落后的管理模式进行摒弃。要在
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彰显出学生本身的主体地位。比如说要有更加人
性化的管理方式。高职学生在进入到企业中之后，某种程度上就已
经是一个职场员工了，因此学校在对其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真
正将其当做是一个成熟，独立的个体来进行管理，而不是过往那般
“无微不至的呵护”，要注重引导学生主动进行自我管理。再者在
管理学生的过程中还必须要帮助学生正视工学结合的这一工作，要
真正将当前的实习工作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从心态上正视
自我角色的转变，从而迅速适应融入社会职场。 

（二）要有更加多元化的学生管理模式 
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本身就是高职院校在进行人才培养

工作落实过程中的一种自我突破，那么同样的，在这种模式下，高

职院校对学生的管理方式也应该不断突破，创新更加多元化的学生
管理模式。一方面是在学生的校内管理中，要将工学结合的相关模
式融入到学校日常管理内容中，帮助学生更顺利适应自我角色的不
同变化，使其处在相对宽松的管理环境中，从而逐渐觉醒对自我行
为的担责意识[2]。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地获取来自于社会企业的力量
来参与到对学生成长的日常管理中，促使企业也意识到学生与实际
职场正式员工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进而能够在对其内部管理
制度进行制定的过程中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特点，制定更合理的实习
生管理规章。 

（三）组建学生管理队伍 
高职学生已经到了要踏入社会的年纪，无论是其思想成熟度还

是知识，能力等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累积，因此已经有资格，有机会
成为管理者。尤其是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进入到企
业中除了实习，锻炼技能，也应该要有一定的向上争强心理，努力
去成为团队的领导者。因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可
以积极地去培养学生管理队伍，将学生也作为管理层的一份子进行
培养，提升其管理能力，在学生进入社会实习阶段，这一实习小组
中管理能力更强的学生就能够成为小组的“领导者”，深入腹地对
学生在企业中的学习，实践行为进行约束，也进一步帮助保障好大
家的安全。 

（四）要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 
校园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对于学生行为习惯的改变与

熏陶是潜移默化的，并且也是最能够被学生接受的。因此在工学结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在对学生管理进行创新的过程中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譬如说，在高职院校的各种宣传
栏中展示一些企业岗位工作相关的知识，一些职场工作的小窍门。
再者组织成立专门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指导的教育组织，并定期开
展与职场规划相关的教育宣传活动。除此之外，高职院校还可以邀
请社会中的企业定期来校内与学生进行探讨交流，甚至是与学生进
行游戏互动，给予学生更多与校外社会职场接触的机会，帮助学生
在思想上能够更迅速完成自我蜕变。 

三、结束语 
高职院校在落实工学结合人才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必须对当前

的学生管理方式进行创新，要及时改变学生管理的理念，激发学生
的自我约束力，培养学生成为管理的落实者并获得来自于企业的支
持，使得企业对于实习生的管理能够更合理。与此同时还需要借助
于校园文化建设来对学生进行不断熏陶，尽早帮助学生完成从学生
到职工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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