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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设计专业“校企合作”的问题与思考

宋庆道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　广东东莞　523000

摘　要：近年虽然围绕着高水平建设以及各类教育教学比赛，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理念，但是谈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本文希望能够通过笔者自身的教学经历，抽丝剥茧，分析家具设计专业目前在校企合作中的效果及

困境等常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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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various educational concep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around high-level construction and 
various kind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mpetitions, when it comes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an 
insurmountable hurdle. Through the author's own teaching experience, this paper hopes to analyze the eff ects and diffi  culties of 
furniture desig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other common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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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具设计专业“校企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1.1  校企合作取得进步

最近几年，家具设计专业围绕品牌建设、政策落实等，

在校企合作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对处于经

济、工商业较发达地区的学校，具备了先天性优势。

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和学校之间能够实现资源互换，取

长补短，例如学校能够根据企业实际工作情况，调整课程

设置，避免课脱离实际，与当前企业脱节。有了好的教学

模式，又能培养出优秀的毕业生，满足企业需求，提升学

校的就业情况和社会口碑。企业能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出自

己短缺的人才，自己培养的人才，更适合自己的企业，在

社会责任上也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口碑。

1.2  校企合作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知识技能

哪怕是最简单的校企合作，也需要教师与企业的工人、

管理人员以及高层产生交流，这个过程让教师能够更宏观

的了解自己的专业涉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深层的合作中通

过教师下企业和将企业人才引进课堂等方式，更加强了教

师能力的提升，让教师本身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更新迭代，

提升各方面的能力和素养。这个过程教师发挥自己专业知

识特长，提升专业技术能力素养，实现双师型目标。

1.3  校企合作加快学生适应岗位时间

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家具设计专业会根据企业需求，

调整课程设置以满足企业的需求，这个过程能够减少学生

就业是同类化专业带来的就业压力，而且在学习过程，来

自学校和企业的共同支持。能够得到“基于工作过程系统

化”的教学和实操机会，学习的过程中少走很多弯路，能

够借助企业获得真实模拟工作过程的实操训练，那么毕业

后很快就能适应合作企业的岗位需求，既让自己能够快速

独当一面，也减少了企业培养成本。

2  校企合作困境的原因

2.1  缺少促进校企合作的法律制度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文件及法规虽然对校

企合作提出了鼓励和支持，但是缺少清晰、明确的赔偿法

规，让学校和企业能够在合作过程中找到尺度感，只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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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自身权利和义务，才能大踏步深度合作。例如合作过程

中有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1.对企业和学校的奖励考核不

清晰，不具体。那么对积极性和调动行就不够，例如在税

收上是否可以根据合作业绩给予企业优惠，在荣誉获奖金

上给予学校认可。2.一旦出现“事故”、“安全”等，学

生的身份总是让合作双方很敏感，各个部门都会出现过度

执法或者“各打三十大板”。所以需要更详细明确的法律

法规保障学校、企业、学生的权利，以免使三方随时都可

能成为弱势群体。3.合作过程中牵扯到经济利益问题，又

是敏感问题。但是教育过程总需要投入，企业生产总会涉

及产出，如果既能够保证国家利益，又不损害合作双方，

缺少制度引导。

2.2  家具设计专业专业建设缺少前瞻性

目前各学校在开展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主要强调服务地

方支柱产业，换句话说就是哪些行业用人需求大，能够带

来大量就业，那么既解决了学生就业问题，也为地方经济

做出了贡献。但是往往经济是周期性的，设计到的行业更

是周期性的，把一个学校的发展押注到一个行业的周期性

上，结果就是可能行业兴旺的时候发展的顺风顺水，行业

没落的时候，伤筋动骨。所以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往往一

般的学校只是在追随兴旺行业的，缺少发掘新兴行业和产

业的能力。例如这几年兴起的直播行业，绝大部份从业人

员和成功者都没有经历专业教育，家具设计专业参与到专

业建设和校企合作中时，直播行业已经发展到了很大的规

模，再从行业中学习培养学生，也许行业的红利已退却。

当然中职的定位也决定了早就了其自身的困局，但是地方

政府相关经济商业部门肯定具有更多的敏锐性的。学校应

该主动去学习，政府应该也给予一些指导。

3  关于校企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3.1  政府体现出在校企合作中的职能作用

3.1.1  政府发挥出在校企合作中的统筹职能

前文在校企合作的困境和原因中提到，家具设计专业

的自身局限性，可能导致在企业资源方面、人才培养定位

方面都缺少相应的格局，但是如果能有由政府多职能部门

协同合作，某些时刻由政府背书，那么格局一定能够打

开。当然一方面需要家具设计专业自身主动的去争取政府

相关部门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政府的统筹工作中需要给家

具设计专业创造相关的机会。例如让家具设计专业的领导

负责人了解到发改委的政策方针，或者将发改委的精神传

递到家具设计专业，建立工商部门帮助学校建立与企业的

关系。

3.1.2  建立成熟、有效、普世的示范案例

上级主管部门应该组织各方面的人员，包括法律、企

业、教育专家、学校教师等各方面人才，深入调研，发

现目前校企合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具体和详细

的法律法规，防止合作的双方提心吊胆，担心出现问题

挨板子。

首先，当然如果能够由上级推广一套成熟的、有效

的、普适性的校企合作示范案例，让家具设计专业能够

参照，尽快进入良好的发展模式。我们一直在提倡和学

习德国的双元制，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并没有摸索出一条

有效的道路，特别是对于普通家具设计专业领导和教师

对于双元制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理论知识，没有机会去

德国亲自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很多事情可能逻辑是成

立的，实施起来要面对很多不同情况的局面，所以德国

的双元制大家都懂他的逻辑和原理，也对德国的职业人

才培养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就是难以落实，究

竟是什么原因，这些具体的细节恐怕只有上级主管不能

更容易去解决。通过各个国家的模式取长补短，我相信

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目前都是各个学

校根据自己对校企合作模式的理解，盲人摸象，发达地

区的家具设计专业占一些地理优势开展的深入一点，落

后地区还是难以摆脱传统教学模式。

3.1.3  制定详细、完善的配套法律法规

目前，关于校企合作的针对性法律法规比较缺乏，所以

在开展很多工作的过程中合作双方缺少参考依据，所以开

展工作也可能胆小慎微，宁可不做，也不能犯错。国务院

和教育部虽然针对校企合作出台过很多的文件、条例和办

法等，但是都缺少法律保障，属于口头支持鼓励性质。

例如目前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常见的几个问题：1.

学生发生工伤事故，不能因为学生的特殊身份就和稀泥，

需要明确的规定学校和企业的职责和义务，加强政府对校

企合作的监督管理责任。2.通过《劳动法》和职业教育培

训条例等法规，通过职业资格证书规定相关岗位的准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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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德国的双元制实施过程中之所以企业愿意配合承担起

职业教育的责任，很大一个原因是行业协会拥有很大的权

利，只有通过行业协会考核认定标准才能够参与相关岗

位，这就决定企业不能随便招人。如果行业协会和职业学

校的培养标准不适合企业，最终受到损失的就是企业，所

以企业愿意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应该注意尺度，不能买椟还珠，制定相关法规不能变

成套在企业脖子上的一层枷锁，而是调动企业积极性的“

胡萝卜”。3.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各个参与主体的权益。经

济和收益等是一个敏感敏感行为，例如学生在企业实习过

程中，给不给报酬，给多少报酬合适？给的少了变成企业

压榨学生，给的多了学生并不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价值，

包括几年前出现过的一些违法违纪学校将毕业生的实习，

变成廉价劳动力卖给相关企业，从中收受好处。需要相关

法律法规完善，保障参与这一过程的所以主体，学校、教

师、学生、企业等都有正向收益，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再

比如，企业投入时间金钱培养完专业技术型人才后，学生

却跳槽到别的企业，果子被别人摘掉了，那么企业就没有

足够的热情投入到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培养。

3.1.4  修正对中职教育的评价体系，调动学校积极性

目前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产生积极联动效果的成功案例还

是相对较少，一个因素是学校在开着这方面工作只是把它

作为学校的建设的一张名片和一项业绩，简单来说由开展

校企合作就可以，并不考核合作的深度及背后的意义。所

以就会产生校企双方只是简单的挂个牌子，开个会就完成

了，这项业绩或者任务就完成了。但是职业教育的培养目

标应该是拥有熟练专业技能的人才，是专业技术型人才。

但是当前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考核标准，更侧重于

学生老师竞赛成绩，侧重升学率，侧重办学规模，自然而

然学校和教师的工作重心也就转移到了参与竞赛中，甚至

忙于竞赛的老师一学期下来没上几节课，拉着几十个学生

在那里打磨自己的竞赛，最后名利双收。教师取得竞赛成

绩，学校考核有了业绩和荣誉，学校层面自然支持。而且

现在很多的竞赛已经被相关的利益集团绑架，成为专门做

培训、竞赛指导、竞赛设备的企业敛财工具，过几年换个

方式，换一批设备。

如果家具设计专业主管部门定制的考核标准是以培养

的合格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和质量为导向的，是以企业满意

的，企业进去的人才为导向的，学校才会做好自己的本职

工作。

3.1.5  通过财政、税收支持，调动企业积极性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积极性最不高的就是

企业，因为企业感觉在做一个亏本的买卖，或者参与一项

公益项目。那么应该站在政府的角度，帮企业算清楚这笔

账。站在企业一边，算一算参与校企合作的总账。要让企

业积极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中，不能仅仅凭借相关的社会

责任来进行要求，理所当然的认为企业会积极参与，或

者要求企业积极参与。企业在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真

金白银的投入，不是简单给学校挂个校企合作的牌子，熟

练的专业技能人才培养，需要学生拥有大量的练习机会，

初期也不能创造太多价值。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等，从其他方面奖励企业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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