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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需求，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校外实习是提升新能源汽车专业办学质

量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是相关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本文以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

术专业为例，探讨了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校外实习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的解决办法及改进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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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校外实习现状 

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校外实习是提升新能源汽
车专业办学质量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是相关技术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桥梁。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校外实习实践
通常采用认知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三种模式。认知
实习可在校内实训基地或工厂车间完成；跟岗实习通常在
省内外知名汽车企业内完成，学生进入真实企业环境，由
师傅带领辅助完成简单岗位工作；顶岗实习，学生在企业
单独顶岗完成工作任务，由校园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跟
岗实习和顶岗实习是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校外实习
实践的主要模式。在跟岗实习管理中，还有一部分院校走
在了前列，开发出“现场课堂”“厂中校，校中厂”“工作
时间上班，休息时间上学”的灵活课堂模式。 

我院新能源汽车专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虽然校
企合作悠久，但合作深度有限，大批量学生校外顶岗实习
也只是最近两年刚刚开始，因此跟上同类学校步伐、与行
业接轨、服务社会、培养学生毕业即就业的能力迫在眉睫。 

2  目前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校外实习中存在
的问题 

2.1  高职院校对校外实习认识不足，思想不统一 
高职院校校外实习形式单一，目前采用较多形式的是

顶岗实习，实习前动员工作若未到位，学生和家长容易理
解为向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学生认识高度不足，实习过
程中容易产生懈怠心理，进而诱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
情，徒增麻烦，且收不到应有实习效果。有些院校对校外
实习认识不足，觉得有企业接收学生就可以，至于专业是
否匹配，不在其考虑之列。 

2.2  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学生顶岗实习形式
单一，管理粗暴 

目前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校外实习实践形式多
采用顶岗实习模式，且顶岗实习模式单一，多采用粗暴的
从校园里的学生变成了生产线旁的一线工人的方式，学生
实习有一定的效果，如认识了工厂的运行流程，了解或掌
握了某一岗位的技能标准，由于学生通常在某一固定车
间、固定工位顶岗实习，且实习岗位通常技术要求简单，

犹如“管中窥豹”，故收获有限。 
学生进入企业后，有的院校选拔优秀教师驻场指导学

生，有的则不管不问，完全放手，依赖企业人力。 
2.3  校企合作企业高产期用工需求同人才培养模

式矛盾 
企业有自己的运营周期，企业在高产期来临时希望顶

岗实习生能有效地完成相应的任务，而企业的工作时间
长、工作任务大、连续工作时间久、工作环境单一、工作
内容单一等，都影响着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学生的质量，甚
至是忽略了共同培养学生提高其技能水平的目的。 

2.4  教师进入企业实习模式单一，技能水平提升
有限 

现阶段教师进企业实习，工作内容单一，通常是作为
驻厂老师，辅助企业管理顶岗实习的学生，处理如学生的
住宿、生活、工作、思想波动等一系列内容，大至车间协
调，小至和车间师傅吵嘴闹矛盾，偶尔会参加车间的新设
备使用方法介绍，对于技能水平提升影响有限。而企业的
新产品研发与新技术推广，基本和学校老师无关。 

2.5  教师和企业工程师间沟通少，双向流动性差 
教师跟随学生进企业实习，实习内容繁琐、技术简单，

在企业里的参与度低。企业工程师在学校里，更多的身份
是行业大师，偶尔指导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对学校老师的
科研水平和新技术的引领有限。 

2.6  高校豪华配置的实训配套设备地位尴尬，作
用未发挥 

影响汽车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配套的实训设备，新
能源汽车专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更是如此。采用技术倒
推的模式培养学生，首先需要新能源专业的“庖丁”。因
为专利、知识产权、技术壁垒等种种原因，众多主机厂并
没有采用通用技术，各高校亦是仁者见仁地搭配自己的实
训设备。高校相关专业发展相继进入拼设备、拼采购、拼
眼界的怪圈。而以盈利为目的、以精益为主导精神的企业，
除去技术攻关所必须的成本，成本管控是时刻悬在企业生
存命脉的关键步骤。高校新能源专业教师普遍没有企业背
景，大部分是从传统车转型而来，小部分是从电学转型，
而从社会上引进匹配的专业教师，目前操作起来依然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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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  针对目前新能源汽车专业校外实习问题的解决
办法 

为了促进高职院校校外实习实践的建设和发展，确保
学生顶岗实习工作落到实处，结合本人近两年驻厂指导学
生经历，针对上述提到的问题，深入分析研究，提出必须
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强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与管理，进一
步健全校企合作机制，实现互利互惠、双向受益，现提出
以下解决思路： 

3.1  提高政治占位，统一思想，上下一心 
积极主动学习国家职教二十条相关文件，提高政治占

位，针对人才培养方案，对标对表，院系上下一心，二级
学院制定详细实习计划，遴选合适企业，按比例选派优秀
教师，保障校外实习学生的衣、食、住、行均有文可依、
有人负责、落实到位。学院着力促进实习学生内在学习驱
动力提升，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企业实习效果
事半功倍。 

3.2  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场地共建，风险共担，
共同育人 

学校提供教学场地，作为校企合作的基础，可供校企
合作生在校期间的理论学习场所，又可作为企业职工提升
学历和技能的场所，相应的企业可提供些生产设备，还原
真实生产车间，即场地共建；学校采购设备、做课题攻关
可参考企业未来发展方向，成果优先由企业转化，助力企
业成长；学校制定教学大纲可结合企业实际需求，有目的、
有方向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符合
需求的员工生力军；学校和企业达成命运共同体，和企业
分享育人红利，同时企业主动承担起育人工作，双方共同
培养高竞争力、高职业素养的校企合作生。 

3.3  监督校企合作企业，增强学生培养功能，制
定校企双向考核细则 

校企合作双方应制定详细的人才培养方案及实习培养
方案，双方互相监督、互相考核，确保大部分顶岗实习生在
企业实习期间学习有收获、技能有提升，企业认同感强、学
校自豪感高，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学校积极为合作企业培
养合格生力军，企业应不遗余力培养学生技能，制定多样化
顶岗实习内容，双方量化考核方案，具化细节，如在实习期
间企业助力学生考取 1~2种职业资格证书，设置每天车间工
作时长、每周工作时长等细则来保障实习生的权益。 

3.4  定制化培养学生，以备企业量产变化用工需
求 

学生入学后经自主报名和企业选拔，成立企业订单
班，针对企业需求进行定制化培养，灵活设置学习时间，
做到忙时进企业支援生产、闲时回课堂练兵学习。校企双
方明确责任目标，学生参与生产时，企业负责车间实习，
学校教师辅助监督指导；闲暇时企业提供场地，学校教师

负责主导教学，企业遴选优秀车间师傅辅助教学。毕业后
学生和企业可以进行双向选择，企业优先录用订单班学
生，学校优先向企业推荐优秀毕业生。校内设置企业文化
长廊，熏陶氛围，便于培养认同企业文化、没有心理距离
的新员工。课程设置兼顾企业工作岗位特点，增加行业通
识教育，切实保障学生毕业后有选择实力。 

3.5  企业和学校联合培养教师，促进教师职业能
力提升 

师资力量是学校的软实力，理论知识的提升往往有很
多途径，而工科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专业则是近几年国家大
力扶持的专业，各个科研机构、企业纷纷在弯道超车，高
职院校职业教师专业技能提升途径则相对单一。通常高职
院校科研力量薄弱，且需投入巨大成本购置科研设备，企
业若能提供科研岗位，做到科研共担，则职业院校教师技
能得到提升，反过来促进学生技能的更大提升，实现顶岗
实习生为企业创造价值，减少残、次品生产，为企业带来
效益，企业和学校最终共享此红利，共同促进行业发展水
平。 

3.6  促进企业工程师和职业教师项目共担，助力
企业高速发展 

依托学校资源，企业技术公关、产品研发引入职业教
师参与，双方细化政策保障体系，促进企业税费减免优惠
政策，引导企业参与“项目共担”，通过工程师和职业教
师的共同工作，增进交流，如学校聘请企业大师或工程师
进校园讲座或课堂交流、实训指导等，同时企业提供场地
供教师下企业锻炼，此外，教师还可通过企业实践学习企
业先进管理理念，学习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等，提升
专业素养，培养出适合企业岗位的新员工，助力企业发展。 

3.7  设备共用，提升设备有效利用率 
企业的核心是盈利，是追逐利益最大化，成本管控严

格，有些非必须设备就不一定采购，而学校是育人的地方，
是公益性单位，只要是培养人才需要的设备，有条件的基
本都采购，但设备的利用率并不高。由于学习的知识更新
换代，所以设备有闲置期。此时，可供企业做研发用，以
提高利用率，保养设备。同时，企业向学校友情捐赠设备，
并派出培训老师，帮助学校提升技能水平，最终达到共同
培养优秀学生的目的。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新能源汽车专业的振兴和发展，
离不开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支撑，而人才的培养，则离不
开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离不开校外实习实践。只有周密
安排校外实习实践，才能更好地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才能
更高效地培养出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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