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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融入高职院校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的探析 

——以大学语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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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企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通过企业和学习合作来帮助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校企合作可以极大

地激发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和热情。校企合作是当今社会发展对高职院校的要求，也为高职培养人才指引方

向。本文以大学语文为例，旨在探究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希望可以对校企资源整

合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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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就是企业与学校间形成合作。企业给出其所

需专业人才需求，并给予学校相关的实践资源和就业场
所，而学校基于此为其培养相适应的人才，满足企业用人
需求。在这种模式下，高职院校要创新其学科教学，而大
学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和综合
能力的培养，但是许多高职院校所进行的教学改革浮于表
面，基于此，本文主要探究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
语文教学模式，使其教学方式更加适应职业教育的需求，
促进学生获得长远的发展。 

1  高职大学语文线上线下教学现状 

尽管校企合作理念诞生多年，然而高职院校的大学语
文教学中，对该模式的探索还很欠缺，其中还存在一些典
型问题。 

1.1  改革浮于表面 
校企合作旨在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大学语文教学应

该与之相关联，然而事实上，很多高职虽说鼓励教学改革，
但是还是浮于表面，其教学内容还很单一。课堂上主要围
绕书本内容进行课文讲解，而且还是照本宣科，线上教学
内容也以课本内容为主。这就导致许多老师往往花费大量
精力用于备课，然后教学效果却不如人意，学生要么玩手
机要么睡觉，因此老师责怪学生不想学。然而事实上，学
生并不是不愿意学习，他们其实也是迫切想要学到大学语
文的知识，只是他们更想学习与其专业发展相关的内容，
而不是简单地课本内容。 

1.2  教学方法陈旧 
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所进行的大学语文教学方

法还比较陈旧，其创新元素匮乏，所采用的教学模式依然
以书本为主，老师为中心，更多的通过讲授法、演示法等
教学方法。教师往往是讲满一整堂课，采用灌输式教学方
法，学生记笔记被动接受。长期下去，学生逐渐会丧失学
习兴趣。而校企合作模式的应用，从企业需求出发，进行
科学地教学创新，有助于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改善。 

1.3  缺乏个性化教学 
教学效果的好坏，与教学对象以及企业的肯定息息相

关。校企合作背景下，大学语文比较特殊，尽管它也是一
门课程，然而因为其教学对象来自不同专业，其爱好和个
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教学实施也大相径庭。所以厘清

用人企业需求，对教学对象仔细分析，从而在大学语文中
采取个性化教学。然而事实上，许多高职教师并没有做好
认真分析教学对象这一工作，也缺乏个体化分析。此外，
还有的教师在多个专业教授大学语文，但却全部采取一个
教案，没有考虑学生专业需求，没有做到个性化教学，学
生对此只能唉声叹气或者索然无味。 

1.4  考评方式片面 
现如今的高职大学语文在考评方式上还没有摆脱传

统模式，存在考评方式太片面的问题。 
方式比较单一。高职大学语文通常主要采用闭卷考试

进行考评，试卷结构上也比较固定，主要考察学生掌握知
识情况，学生通过记忆相关知识就能顺利通过，然而这并
不能有效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及文学素养。 

课程考核不全面，无法考察学生真实水平。如今，许
多高职采用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按照 3：7 进行评估，该
方式并不能考察学生真实水平。通常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
现、作业、出勤等，这些教师都是主观上给分，并没有统
一标准，而且这些也无法评估学生综合能力及文学素质。
首先学生缺勤扣分没错，但是出勤是应该的，不应该加分；
其次，高职院校中通过抄袭完成作业的情况比较多；还有
课堂上许多学生比较活跃，展现出较强的综合能力，然而
实际上是许多学生仅仅是为了课堂表现分数，并非自身素
养的展现。 

评价主体单一。许多高职院校主要是认可教师进行评
价，在对学生评价时，主要关注学生注意力、观察力及记
忆力等，然而校企合作背景下，企业里很少用到语文专业
知识，但是很重视道德、人生观及职业素养等方面，因此，
以教师做评价主体太过片面。 

2  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语文线上线下教学模
式探究 

基于高职院校的上述大学语文线上线下教学现状，以
及校企合作背景下企业需求，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基础课，
必须充分考虑企业需求，重点放在大学语文工具性和职业
性上。大量实践表明，每个行业所需人才都应该有较好的
语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书写能力以及较高的审美和服
务水平、道德水平及价值观等，因此可以在教学中深挖大
学语文中相关的元素进行教学，再基于不同专业采取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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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 
2.1  职业化教学模式 
校企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企业提供他们所需求的

专业人才，学生应当具备专业技能，同时还应该有相应的
职业素养。因此在高职线上线下教学中，应该加大对其学
生职业化的培养。职业教学可采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
方式。例如，信息技术专业，给学生讲授《春江花月夜》
时，引导学生通过信息技术和专业知识进行情景再现，形
成相关的视频或者图片等，这样学生进行视频或图片制作
时，不但学习了语文教学内容，还巩固了专业知识。而在
课后，老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并引导学生通过信息技
术解答问题，线上与学生交流，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和语文能力。引入职业化教学模式，不但激发了学生学习
兴趣，还能帮助他们提前适应职场，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
坚实的基础。 

2.2  丰富教学内容 
课程质量与教学内容是否合理安排息息相关，传统教

学中内容往往太过单一，学生因此丧失了学习热情，同时
也不利于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
情，大学语文在线上线下教学都应该丰富内容。 

可以添加锻炼口语表达能力相关的教学。例如，就医
学专业，就要求必须有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进行
课程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描述所学课程内容，比如《春
江花月夜》，课文讲解完成后，要求学生描述自己心中的
春江花月夜的美，这样就可以帮助学生锻炼其表达能力。 

可以添加与职业道德修养相关内容。这是每个职业都
应该具备的，大学语文是文科学科，本身就可以帮助学生
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等。所以教学中，可以对该
部分内容适当增加。 

教师还应该借助网络平台及资源，选择一些学生比较
感兴趣的青春或者校园题材予以讲解。通过线下结合线上
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3  差异化教学 
在大学语文线上线下教学时，要进行差异化教学，这

种教学主要还是根据专业差异进行，教学方式也会有所差
异。例如，就戏剧《窦娥冤》这一作品，专业不同可以选
择不同的提问内容。如果是铁路专业学生，那么可以提问
“如果你是铁路乘务员，在工作过程中有乘客冤枉别人，
你会如何处理？”而对法律专业学生则提问“若你作为窦
娥的辩护律师，你会怎么帮助她？”这样可以引导学生从
自己专业所对应的职业出发学习大学语文，既可以让学生
有浓厚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为未来职业服务。而针对不同
学生本身性格特性和兴趣的差异，也应该采取差异化教

学，也就是同专业不同学生，教学时也要有所不同，这就
要求教师必须仔细观察学生，并进行适当调整。而课后，
进行线下教学时，应该将课上内容上传到网络平台，并与
学生互动交流。教师可以将教学知识予以分类，并将课堂
知识做一定的扩展，丰富知识内容。与此同时，借助多媒
体制作不同水平的微课，让不同素质学生观看不同微课视
频。通过这种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可以帮助不同专业
和基础不同的学生学习，促使他们真正将语文知识转化成
自身的学习能力。 

2.4  评价体系多元化 
校企合作背景下，在进行学生培养时应该以企业需求

为重点，因此要摒弃过去的教师评价体系，丰富评价主体，
可以更为全面地对学生进行评价。 

丰富考评方式。过去多以卷面成绩做考评标准，该方
法太过片面。因此在考评时可以增加口试、职业模拟操作
等，这样考评出的学生更适合企业。教师还可以在构建的
网络平台中加入实践考试等，教师通过网络平台组织相关
的写作比赛、才艺比赛、综合素质测试等，并鼓励学生主
动参与其中，让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创作
优质作品，可以将这些作品予以推广，邀请优质教师和专
家学者进行点评打分等。 

丰富评价主体。可以请企业和学校领导等加入学生考
评主体。教师更注重学生课堂表现及考试成绩，学校领导
可能更关注学生的交际能力、责任感等，而企业领导会重
视其书写能力、表达能力、服务水平、道德素养等方面，
这样就可以更加全面的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 

3  结语 

综上所述，校企合作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以就业为
导向进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也有利于高职学生长远的
发展。校企合作背景下，大学语文的线上线下教学依然有
许多需要探索的问题。对大学语文教学，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其教学是为了服务就业，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综合能
力，因此应该探寻更好的对策指导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
学，使学生步入社会后迅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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