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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类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实践
宋 攀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89

摘 要：社会服务能力是高职院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航空类专业学生在服务社会时，往往面临

专业不对口、服务领域限制、缺乏企业支持等问题，本文主要从社会服务能力的特点出发，针对目

前航空类社会服务的内容与形式，提出如何提升航空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从而改变目前航空

类专业社会服务的缺点，更好促进航空专业学生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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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avia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nhance social service ability
Pan Song

Xi'an Aviati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89

Abstract: Social service abil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viation-related
colleges. When aviation-related majors students are serving the society, they often face problems such as
mismatched expertise, restricted service areas, and lack of corporate support. This article mainly starts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ervice ability, and proposes how to enhance the social service ability of
aviation-related vocational colleges, aiming to address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social service in
aviation-related majors and better promote aviation students to serve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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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职教育与企业发展紧密相关，是社会技

能型人才培养主要方式之一。航空类高职院校

学生在服务社会同时，也是对自身实践能力的

提升。近年来我国航空经济发展迅速，对于相

关领域人才需求快速增长，高职院校在积极培

养航空专业人才的同时，也要认真思考如何提

升相关社会服务能力，切实满足航空产业对于

人才需求。相比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更加注

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因此在社会服务能力上

有其自身优势，只要采取合理措施，加大与企

业合作，就能充分实现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

一、社会服务能力的含义及特点

高职院校肩负着服务社会、提供科研成果、

教学三大任务，相比于后两者，社会服务容易

被人们所忽略，实际上，随着高职院校改革，

提升当前高职类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已经成为

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社会服务

能力，根据涵盖范围，又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之

分，广义的社会服务能力，指高校在培养人才、

科研水平、直接服务于社会等，而狭义的社会

服务能力，主要侧重于高职院校学生直接为社

会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例如学生进入相关企

业实习、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等。航空类专

业学生在毕业后主要就业方向为民航服领域，

因此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这样才能

让顾客在旅途中体验到周到细致的服务。社会

服务能力具有专业性、广泛性、普及性等特点，

特别是作为航空类专业，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

礼仪修养和专业的航空知识，航空服务以素以

周到、细致、贴心著称，因此增加航空类专业

社会服务能力，不但能有效提高当地的整体服

务水准，也能够让更多服务人员改变观念，提

升当地整体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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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空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内容与形式

1、提供专业服务，提出科学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航作为人们

快捷出行方式之一，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的出

行，也促进了我国民航业快速发展。由于近年

来民航业爆发式增长，对于民航业人才需求快

速上涨，大量航空公司纷纷面临人手不足的问

题，同时部分新成立航空公司由于缺乏专业人

才，需要聘请专业团队进行指导。航空类高职

院校在参与社会服务时，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积极参与到当地航空事业发展决策中，为

政府和民航公司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促进当地

航空业发展。作为航空专业，可以派遣部分教

师到相关公司进行人员培训，提升企业的人员

专业水平，学生也可以提前进入航空企业进行

顶岗实习，一方面增加工作经验，另一方面积

极服务于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自身应有

贡献。

2、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航空类高职院校应当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

公益互动中，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服务意识，

让学生能够参与到社会实践，为以后走上工作

岗位提供社会经验，另一方面，公益活动能够

提升高职院校的知名度，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

社会服务中来。航空类专业学生普遍具有礼仪

知识，又具备基本的医疗常识，十分适合参与

到大型会议与户外活动中，同时还可以利用所

掌握的航空知识，开展航空科普活动，让更多

人了解航空基础知识，增加对航空的兴趣。

3、利用高职院校教学资源，开展社会服务

开展社会服务，要充分发挥高职院校丰富

的教学资源，例如教学场所、图书馆、教学设

备、运动场等，这样既能服务于社会，又能充

分利用学校资源，给学校带来一定收入。航空

类专业普遍具有专业的运动器材，帮助学生锻

炼身体，同时高职院校操场也可以对社会开放，

满足人民群众对于运动场所的需求。目前，我

国城市中普遍缺乏各类运动场所，一些商业性

运动场收费偏高，阻止了爱好运动人士参与运

动的热情，开放高职院校运动场所，既能满足

群众对运动的需求，也能适当增加高职院校收

入，用于学校办公经费的补充。此外，像是高

职院校图书馆、礼堂、教室等，可以根据使用

情况，对社会有序开放，在做到社会服务的同

时，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改变高校与社会隔离

的现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资源。

三、当前航空类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存在的

问题

1、政府与企业对高职院校航空类专业社会服务

支持力度不足

航空类专业学生在参与社会服务时，离不

开当地政府与企业的支持，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缺乏有力支持，航空类专业学生往往无法

真正参与到社会服务中，有时参与部分社会服

务，也与本专业关联性不强，无法真正发挥学

生的优势。由于航空类专业就业门槛较高，而

当地无法提供相近的社会服务岗位，导致学生

只能选择外地就业，无形中造成人才流失，此

外，部分地方政府对于高职院校发展缺乏有力

财政支持，导致学校教学水平提升缓慢，学生

在毕业后面临较大的就业困难。地方政府与企

业应当认识到，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航空作

为现代交通主要方式之一，对于当地的经济拉

动作用十分明显，只有大力扶持当地航空产业

发展，吸引更多航空专业人才，才能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转型。目前我国航空产业相比于发达

国家还有较高的增长空间，因此地方政府与企

业要积极支持航空类专业学生社会服务能力的

提高，通过壮大航空经济，解决学生的就业问

题，从而改变目前部分航空专业学生就业难的

问题。

2、社会服务能力拓展领域有待提高

目前航空类专业在社会服务领域方面，主

要集中在基本服务方面，未能充分发挥高职院

校资源。大部分专业教师与学生主要集中在为

相关企业提供基础就业培训、岗位教学方面，

未能深入挖掘高职院校的科研服务能力。一方

面，目前的企业与高职院校联系较为松散，因

此双方的合作只能在简单的技能服务，无法深

入合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在科研方面重视

课题的研究性，缺乏实践，造成科研成果无法

转化为服务企业助力。目前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一线教师由于脱离生产岗位，因此在介入实际

社会服务领域时，难免会出现不符合技术发展

现状的现象，造成服务效果不理想。由于我国

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长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

平，这也就造成航空类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方

面无法发挥出自身优势，只能将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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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专业技能，造成社会服务水平整体不足

的局面。

3、教师缺乏相关的社会服务能力

由于高职院校教师无论是在一线工作经验

还是科研水平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短板，这就

造成在社会服务方面有心无力的现象。航空类

高职院校教师擅长与教学，主要为了培养应用

型人才，因此缺乏一定的实践经验，如果广泛

开展社会服务，则势必对当前教师提出新的要

求。具体到航空类专业，具有极强的实操性，

同时航空公司的技术与服务内容也随着技术进

步而更改，在此过程中如果教师无法得到企业

的支持，无法充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

不但会影响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也会打击教

师的积极性，产生消极因素。长远来看，教师

缺乏专业社会服务能力，主要是学校与企业合

作不够紧密，只有两者通过紧密协作，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才能提高教师社会服务能力。

4、高职院校学生与教师缺乏社会服务能力的积

极性

由于观念认知差异，部分高职院校学生与

教师认为在校期间主要精力集中于教学与学

习，因此对于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积极性不足。

产生这种原因，一方面，当前教师的考核主要

由教学成绩决定，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则不计

入学生成绩考核中，因此教师主要精力集中于

日常教学，另一方面，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社会

服务能力提升，也会挤占教师的课余时间，影

响教师的正常工作与生活，因此教师的积极性

不足。部分学生在面对社会服务时，由于缺乏

正确认识，认为社会服务能力不必在学校期间

获得，应当在进入社会后通过正式工作实现，

因此在日常学习中忽略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高职院校借助社会服务能

力提升，让学生参与到非正常实习中，客观上

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因此还需要高职院校切

实做好审核，确保学生参加合理的社会服务，

保障学生正常权益，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参与社

会服务的积极性。

四、航空类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实践

探索

1、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展对口服务

航空类专业学生提升社会服务能力，重要

途径就是与航空类企业合作，通过开展对口服

务的方式，实现社会服务能力的提高。在合作

方式上，可以参考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采

用订单培训、学徒制、产学研一体化等方式，

从初期就与企业确定学生培养模式，确保学生

按照航空公司要求培养，这样在教学中，学生

也能快速掌握专业知识。当学生具备较强的专

业能力时，可以采用顶岗实习的方式，开展对

口服务，帮助学生联系到航空公司相关岗位，

让学生在服务企业的同时，尽快将所学的理论

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在此过程中，航空公司

也可以考察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选择其中优

秀的作为企业新鲜血液，降低企业的招聘成本。

高职院校在开展对口服务时，要注重企业的甄

选，同时加强学生的管理，确保社会服务能力

的高质与高效，为双方长期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2、以科研项目为载体，与企业开展科研合作

航空类高职院校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时，

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科研优势，通过项目为载体，

积极与企业开展科研合作。航空专业作为高科

技产业，需要大量科研人才，特别是一些基础

研究领域，需要企业与科研院校紧密合作。例

如在开展航空器材动力研究时，高职院校有丰

富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科研团队，而航空企业则

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应用知识，两者

以项目为载体，可以将各自优势充分发挥。航

空类专业学生在参与科研项目时，能真正发挥

自身所学知识，社会服务能力也在此过程中得

到完美实现，企业也借助高职院校的科研实力，

提升自身科研水平，一举两得。

3、建设实训基地，承接社会服务项目

随着国家对高职院校的重视，高职院校在

教学水平、硬件设施、科研实力上有了较大提

升，一些高职院校根据自身专业需求，纷纷建

设实训基地，从而更好服务于广大师生。航空

类专业学生要想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可以充分

利用高职院校内的实训基地，承接社会服务项

目。此外，航空类高职院校积极探索新的社会

服务领域，充分利用实训基地各类资源，开展

社会服务，在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提高

当地相关行业服务水平，间接促进当地产业转

型升级。积极承接社会服务项目，不仅能够提

升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也有利于教学实践的

开展，改变以往高职院校学生缺乏实践能力的

局面。



教育与研究：4 卷 11 期
ISSN: 2705-0874

91

4、积极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开展各类培训活动

高职院校的发展，离不开所在地区的支持，

航空类专业学生要有意识服务于当地，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为了实现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目标，

可以利用所学专业知识，积极开展各类培训活

动。例如，积极对当地企业员工进行法务培训，

让企业员工具有基本的法律意识，还可以举办

职业技能大赛，通过比赛提高当地的职业技能

水平，让更多企业职工重视岗位技能。具体到

航空类专业，可以发挥航空专业知识，与当地

航空管理部分合作，推广航空知识的普及，让

更多群众了解航空知识，能够近距离体验航空

魅力。

五、总结

航空类高职院校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方

面，要根据当地产业现状，充分发挥自身科研

优势，加大与企业合作力度，利用教学实训基

地，广泛开展社会化服务。在服务社会的同时，

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通过校企合作，

增加教师的社会服务水平。航空类高职院校只

有充分重视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才能在未来激

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同时

满足航空业发展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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