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总第 214 期） 

 1472 

职教探索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节能门窗产业人才校一体化 

培养模式探索 
◆杨本兴 

（山东省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山东临朐  262605） 

 
摘要：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节能门窗产业人才校一体化培养模式探索的
目的是提高学校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在这一过程
中采用的是“校企一体化”的人才培养办法，并取得了毕业生技能证书
考取率以及就业率的双提升，为企业新旧动能转换以及其他职业院校教
育现代化改革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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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17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并重点提出要推行产
教融合的职业教育模式。山东省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职业教育、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
的决策部署，与中欧节能门窗产业园 30 余家会员企业单位共同
开展“校企一体化”办学，使教学和生产融为一体。在“校企一
体化”过程中，总结了一系列问题和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积极借鉴其他职业院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教学培养模式改革
办法，最终实现了学校就业率和技能证书考取率的提升。中职院
校是实现现代职业教育的主体之一，对于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与企
业产业需求的对口率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山东省临朐县职业教育
中心学校开展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节能门窗产业人才校一体化
培养模式探索实践，有助于山东省乃至全国职业院校校企融合进
一步的实践推进，有助于国家《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关于现代职业教育的战略部署，有助于“中国制造 2025”
产业工人的培养和提升。因此，深入研究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节
能门窗产业人才校一体化培养模式对能够帮助企业、学校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更清楚地认识到“校企一体化”的优势和不足，从而
促进中职院校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 

二、职业院校校企一体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专业理论和企业需求脱节 
过去，山东省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设有与节能门窗行业

对应的如建筑、机电等专业，但教学内容和教材却与大学相应专
业的教材一致，不仅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还增加了教学难度，降
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这些专业课程的设计多偏向理论而缺
少与实践结合的教学，使得很多知识理论学生无法直接运用。如
在《电机与拖动》的专业课教学中过多地集中于理论计算上，而
关于电机的启动、制动以及调速仅以动画演示的方式一笔带过，
而企业实际需要的并不是电机参数计算方面的人才而是会实践
操作电机的产业工人。专业理论和企业需求脱节在“校企一体化”
教学改革之前较为普遍，在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职业
教育现代化步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部分改革效率较低的
职业院校依然存在这种问题。 

（二）学生实践机会不足 
在山东省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过去的教学规划中，给与

了学生尤其是毕业生较多的实践机会，并有企业技术工程师和学
校教师共同带队。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为了避免影响企业的实
际生产，实践教学环境多以参观介绍为主。这虽然避免了学生发
生事故的可能，但也使得教学实践流于形式，学生不仅得到真实
的实践锻炼机会，还给学校及企业在当地的口碑带来了不好的影
响。实践机会不足的问题在于企业担心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这在众多学校毕业生的实践教学过程中都多次体现，如果没有校
内培训基地的建立，这种问题可能在其他职业院校长期存在。 

（三）校企交流沟通不足 
校企交流沟通不足的问题在很多职业院校也比较普遍，很多

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实践教学均没有与对口企业深度沟通，企业
也没有介入学校教学环节的意识，使得每到毕业季企业仅选择性
地选择部分优秀学生，而其他学生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解决就业问
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培养的人才技术水平不高，无法直接被
企业运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校和企业沟通不足，企业没有为
学校在毕业季预留足够的岗位，直接在社会上补充了足够的员

工。并且，校企沟通不足也使得企业不愿意把自己的产业工人送
到职业院校二次培训，减少了企业工人和学生交流经验的机会。 

三、节能门窗产业人才校一体化教学培养模式的策略 
（一）结合企业需求设计专业教学内容 
在山东省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校企一体化”改革实

践中，通过对门窗行业岗位知识技能需求的调研，设立了与门窗、
电商、机电、建筑等多个领域知识相关的专业，建立了涵盖“材
料学”“技能知识”“机械加工知识”“建筑知识”“电商知识”等
内容的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拓展课程，以切实贴
合企业生产需要和人才培养需要。并与企业合作建立了二元管理
机制，成立了“节能门窗人才培养委员会”，共同商讨课程体系
建设以及长期合作等事宜。并且学生的考核制度也不再是简单的
笔试考试，而是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加入了与企业生产相关的实践
操作考核以及课程设计等考核内容，考核方式深度贴合企业发展
需求。 

（二）搭建校内实训基地 
为了提高学校学生的实践能力，更好地为企业生产管理服

务，山东省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与企业共同搭建了校内实训
基地，并设立了“节能门窗班”，为中欧节能门窗联盟企业培养
培养门窗设计、制造、安装施工、项目管理等岗位的专业人才。
在实际考核中，企业不仅深度参与考核设计还参与了相应的奖学
金、助学金等激励机制建设环节，使得在校的优秀学生能够对企
业有一定的认识和归属感，减少了学生和企业之间的信任负担。
校内实训基地推行 “教师+师傅”“学生+学徒”“教学+生产”的
三项融合制度，对于教师的实践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确保学生不
仅能够从教师身上学到理论知识，还能得到充分的实践经验。校
内实训基地对于职业院校建立“双师型”教师团队也有很大帮助，
教师在上岗教学前会由专家进行岗位技能教学培训，实现能力培
养与技能鉴定相融合，从而使专业教师与能工巧匠融为一体。 

（三）为企业员工提供培训机会 
中欧节能门窗联盟企业有较多员工来自当地农村剩余劳动

力，知识技能水平不高，仅勉强能够适应技术生产需要，山东省
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与中欧节能门窗联盟企业在商讨教学
培训方案的过程中对于企业员工培训也有涉及。在实际实践中，
学校和企业积极组织企业员工到校轮训，根据生产岗、管理岗、
技术岗以及涉及专业的不同分别展开岗位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并
鼓励学生与企业员工多多交流，以实现企业员工和在校生的融合
交流，既提高企业员工的理论理论知识水平，又增加学生的实践
经验，达到双赢的目的。在学生以及员工完成学业的基础上，学
校积极组织进行职业技能证书考试，为相关人才的职业技能提供
证明，也为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提供保障。 

结语：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节能门窗产业人才校企一体化培养模

式，取得了良好效益，专业技能得到迅速提升，近几年学校毕业
生学生技能资格考证考取率、学生就业率、专业对口率等逐年提
高，得到了合作企业的高度认可和好评，部分毕业生成为了企业
的骨干，对其他员工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因此，临朐县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的“校企一体化”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经验有较高的
参考价值，为众多职业院校教学模式改革、企业与学校建立联系
以及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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