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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教生态理论的“四方协同”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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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多种因子共同组成生态系统。政府、行业、学校和企业都是职教生态系统

中的重要因子，四方各有职能特色，唯有共生共长才能协调健康发展。政府在生态圈中发挥政策主导作用，通过制定

文件法规，搭建育人保障平台。行业在生态基中发挥专业指导作用，通过和学校共商共订教学标准，保证专业建设符

合产业要求。学校和企业在生态核中密不可分，双方秉持“三互”理念，互利共赢，共促产教融合。学校和企业通过

“四个维度”检验办学效果，建立“五项机制”保证校企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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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party Coordination”Educational Model Based on the Ecology
Theo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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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its own law of development, and a variety of factors together constituting an ecosystem.

Government, industry, school and enterprise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ecosystem. Each side has its own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nly symbiotic growth can coordina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poli-

cy in the ecosphere. By formulating documents and regulations, it establishes a platform for educating people. The industry plays a pro-

fessional guidance role in the ecological base, and through consultation with schools, the teaching standards can be worked out to en-

sure that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eets the industrial requirements.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re inseparable in the ecological core.

Both sides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Three Mutual Benefits”, maintain a“win-win”situation,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

tion and educatio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est the effect of running schools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and establish“Five Mecha-

nisms”to ensure long-term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ecosystem; quadripartite synergy; ternary co-construction; dual and mutual benefits; four di-

mensions; five mechanisms

一、引言

在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学校和企业之间

如何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真正提升育人质量？

这是职业教育急需完善解决的问题。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珠海职院）

从 2014 年开始，提出了关于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的

理论，着力探索并践行“政、行、校、企”四方协

同、“行、校、企”三元共建、“校企”双元互利共

赢育人模式，解决了专业建设与产业需求脱节、课

程内容与先进技术脱节、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脱节

的问题，促进了学校办学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学校

育人质量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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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职教生态理论的四方协同、三
元共建、双元互利育人模式

（一）创建了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校企合

作生态圈理论[1]

在由多种因子共同组成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

中，政府、行业、学校和企业是职业教育生态库中

最重要的四个生态因子。四个生态因子由于各自职

能的不同，他们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各因

子之间形成了从宏观、中观到微观三个层次。在宏

观层次上：政府、行业、学校和企业四方协调协同

形成生态库，政府在其中发挥政策主导作用，通过

制定文件法规，引导激励企业与学校实现校企合

作，搭建育人保障平台；在中观层次上：行业、学

校和企业三元共同建设形成生态基，行业在其中发

挥专业指导作用，和学校共商共订教学标准，保证

学校的专业建设符合地方产业要求；在微观层次

上，校企合作形成生态核，两者密切结合共生共

长，学校和企业需要秉持“三互”理念，实现双元

互利共赢，共促产教融合。三个层次和其他因素共

同组成了一个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生态圈，其关系如

图1所示。

图1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生态圈

政行校企生态库包括政策、资金、资源、金

融、税收及评估机制等要素，政府在其中发挥政策

主导作用，打造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台。

行校企生态基包括行业标准、技术标准、教学

标准、课程标准等要素，行业组织在其中发挥产业

优势，指导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各项教学标准。

校企合作生态核包括专业、课程、师资、学

生、实训、生产、文化等要素，学校和企业要紧密

合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促共进。

（二）构建了四方协同、三元共建、双元互利

育人模式

基于职业教育生态理论构建的“四方协同、三

元共建、双元互利”育人模式如图2所示。

1.“政行校企”四方协同搭建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基础平台

在校企合作办学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无可

替代。学校积极依靠政府、主动对接行业、深入联

图2 四方协同、三元共建、两元互利合作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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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企业，四方协同推动政府出台了《珠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意见》等政策

法规文件[2]，为珠海市的职业教育提供政策支持和

法规保障。在政府主导行业支持的基础上，珠海职

院与格力电器、长隆集团等129 家企业、14 所高等

学校联手，牵头成立了珠海职教集团，为珠海市的

职业教育发展打造了一个平台。珠海市政府建立了

以副市长为总召集人的职教联席会议制度，每年都

开会专门审议职教改革与发展规划，研究解决关于

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和问题。珠海市政府在资金、

土地、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参与办学企业以优

惠，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建设打造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基础平台[3]。在政府政策主导下，企

业安排学生顶岗实习，不但增加了一条优选职工的

途径，还可以在资金、金融、土地、税收方面获得

支持和优惠，提高了企业合作办学的积极性，促进

了珠海地区产教融合发展。

2.“行校企”三元共建教学标准

在校企合作办学过程中，行业组织的指导作用

凸显重要。行业组织在产业发展、产业标准、用人

标准方面比企业更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对学校的

专业建设和育人标准有着重要的话语权。学校主动

对接行业组织，主动接受行业组织的专业指导，与

珠海市十九个相关行业建立了紧密联系，还牵头组

建了三个新行业组织，涉及到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学校与行业企业专家共建教学

指导委员会和专业指导委员会，共同制定本行业职

业教育教学标准和技能标准，共商共议学校专业建

设，共同分析珠海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

职业岗位的影响，共同研究本行业职业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促进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实施教师

“双证书”制度，实施学生“1+X证书”制度。

学校建立了广东省社科院珠海分院、中科院广

州分院珠海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广州分院珠

海基地三大研究平台，成立了珠海经济社会发展与

社会管理、珠海智能电网应用技术、华南地区港口

煤炭集中疏运等四个协同创新中心。在行业企业的

密切配合下，学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通过了

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国际专业认证，这在国内高职

院校尚属首次。

教职委每年都要对学校教学情况进行巡查和指

导，专指委的教学督导员还对全校任课教师和指导

学生实习的企业技术人员进行听课指导并给出评

分，该评分作为对教学人员考核的依据之一。

3.“校企”两元“三互”，实现互利共赢

在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过程中，校企双方秉持

“互聘”“互助”和“互联”理念，在深层次上进行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保证校企长期有效合作。

在“互聘”层面，学校成为珠海市智能电网产

业联盟理事单位，学院聘请珠海迈科公司缪克良总

经理担任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名誉院长，聘请联盟秘

书长麦伯强担任专指委主任；珠海迈科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聘任珠海职院三名专业教师为公司中高

层管理干部。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每年聘请 10 名以

上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师，承担相

关实践课程的教学，目前已建立起有 32 人的专业

兼职教师资源库，兼职教师承担专业实训课的课时

比例超过 50%。全校共有 135 名教师在企业兼职，

共有178 名企业技术人员在学校兼职。

在“互助”层面，学校连续四年承担珠海市智

能电网行业发展状况调研项目，专业教师积极参与

企业在新能源、电力电子方面的 15 项科研项目，

其中省级项目 2项。学校专业教师的发明专利成功

用于珠海市华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中，还为

深圳市联合创新实业有限公司研发了新型焊锡机器

人，为企业产品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珠海市智能

电网产业联盟则为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

实习与实践岗位，珠海迈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四年年均接纳100 人次以上学生顶岗实习和就

业，专业教师每年人均下企业实践时间达到 30 天

以上。

在“互联”层面，学校与珠海市智能电网产业

联盟共同举办智能电网产业发展研讨会，并连续三

年联合参加珠海三大展览之一的“中国绿色能源智

能电网（珠海）展览会”。与珠海市高新区管委会

联合开展了《智能电网产业链培育情况调研》，对

产业发展起到科学引导作用，受到珠海市科工信局

的好评。多名企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教师联合开发了

20多个教科研项目，共同编写出专业教材5 部，共

同建设了6 门专业课程，其中“电力电子技术”课

程、“移动通信基站工程与测试”课程在2016 年被

立项为广东省高职教育精品课程。

通过“三互”，校企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企业

根据教学安排为学生提供实训基地和生产岗位，派

刘华强，王宇东，陈晓静，王成安：基于职教生态理论的“四方协同”育人模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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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指导教师承担实训教学任务，支

付学生实习工资。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提高技术技

能，完成生产任务，降低生产成本，寻找就业机

会。学校根据教学安排为企业职工进行培训，提高

职工的理论水平和专业发展能力。专业教师每年有

一定时间到企业实践，参加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

研发，把知识和先进技术融入企业，优先对企业进

行专利转让，承担科研项目，领取合理报酬。

在政府和行业组织的指导引领下，学校与珠海

格力集团联合成立了格力明珠产业学院。格力明珠

产业学院融合了学校的机电工程专业群、电子信息

专业群、现代商务专业群的重点专业，整合优质办

学资源，对接珠海支柱企业格力集团，培养企业发

展急需的人才。

学校与珠海港控股集团共建了“珠海港企业大

学”，联手高栏港经济区打造“高栏港政校企深度

合作实验圈”。学校还与珠海中理商品有限公司合

作共建共享“中理实验室”，并获得珠海经济开发

区“突出贡献院校”奖励，奖励资金20 万元。

在政府和行业组织指导引领下，学校和珠海市

民政局社工科、市社工协会、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

联合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与珠海市社会工作

协会、深圳慈善公益网、珠海市梅华社工服务中心

等社会公益类组织进行了深度合作。

在政府和行业组织指导引领下，学校与珠海横

琴长隆集团深度合作，开展了订单班试点，实行现

代学徒制，为珠三角各类休闲服务与管理企业培养

高技能高素质人才，学生对口就业率大幅度提高。

通过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交流，学校引进了企业

的先进文化和管理理念，参照企业的生产管理经验

建设学校。人工智能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参照格力

集团的规章制度修订了《实训室设备使用及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并对校内实训基地的标语、

指示牌、制度栏、挂图等重新布置，在实训过程中

实施6S管理，在校内营造企业的生产文化氛围 [4]。

（三） 建立了保障校企合作的“四维度”和

“五机制”

1.“四维度”检验校企合作办学效果

为了检验校企合作办学效果，学校从专业建

设、教学课程标准、教学团队、学生素养四个维度

来衡量。

在专业建设方面，要检验学校的专业建设是否

适应了本地主要产业的人才需求。学校建立了及时调

整专业的动态机制，每年对专业设置和专业标准进行

调整和规划，确保新建专业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近五年来，学校新建航空与海洋工程、船机制造与维

修、空中乘务、港口与航运管理、大数据、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等紧贴珠海高端产业的专业[5]。学校连续三

年的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在98%以上，其中专业对口

就业率达到了 86%，适应了珠海区域的产业发展，

满足了珠海区域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

在教学课程标准方面，要检验学校的专业课程

标准是否反映了先进技术和技术最新标准。学校建

立了及时调整专业课程标准的动态机制，每年对专

业课程标准加以修订和补充，确保专业课程标准贴

近专业技术的最新发展。近五年来，企业和学校共

商共立专业课程标准138 个，共同建设省级精品资

源课程 8 门，其中“智能安防设备安装与调试”、

“智能电子产品测试技术”、“智能家居中的单片机

技术应用”和“智能用电终端技术”等四门核心课

程的课程标准都是在专业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和相关

企业共同制定出来的。

在教学团队建设方面，要检验学校的师资队伍

是否具备了“双师”资格和能力。近五年来，学校

通过安排教师进修学习、下厂实践、考级考证，促

使教师的实践水平和技术技能大幅提高。通过人才

引进和招聘能工巧匠，将一批具有实践能力和高技

术水准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教师队伍，同时聘请

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到校兼职兼课，改善学校的师

资结构。现在学校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数量超过

120 人，“双师”素质教师占比达到75%。教师指导

学生参加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赛，共有8 名教师获

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获奖562 项，其中国家级奖

174 项。学校新增省级教学名师 1 人、省级优秀教

学团队 4 个，新增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项、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10 项。

在学生素养方面，要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否

能满足社会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学校设立了提升

学生素养的“三课堂”教学体制，即教室实训室课

堂、社团活动课堂和社会实践课堂。“三课堂”依

托校企合作开展，教室实训室课堂着重塑造学生专

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素质，社团活动课堂着重塑造学

生综合素质，社会实践课堂着重塑造学生职业素

质。近十年来，共开展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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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00 人次。

“四方协同、三元共建、两元互利合作”育人

模式提高了学生素质，连续三年学校毕业生总体就

业率在98%以上。学生在省级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获奖562 项，其中国家级奖174 项，2015 年参

加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船舶主机和轴系安装”

赛事获一、二等奖，填补了广东省在此项赛事参赛

和获奖的空白。学校在 2016 年获评“高等职业院

校国际影响力 50 强”和“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示范

校”，2017 年获评“高职思想政治创新示范案例50
强”，是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职业素养和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单位。

2.“五项机制”为校企长效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为了保障校企合作长久发展，学校和企业共建

了五项机制：人才培养共育共管机制、校企合作互

赢互利成果共享机制、专业规划建设共商协调机

制、校企人才双向交流机制、工学结合组织运行

机制。

人才培养共育共管机制推动了珠海特区人大出

台相关文件和法规，明确了政、行、校、企要各自

承担责任，共同培育人才，形成“利益共同体”，

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校企合作互赢互利成果共享机制寻求校企合作

双赢的利益结合点，建立利益共享平台，明确双方

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建立了利益驱动、成果共享

机制。

专业规划建设共商协调机制明确了行校企共建

教指委和专指委，在行业指导下，行校企共同制定

各项教学标准，指导专业规划与建设，协同人才

培养。

校企人才双向交流机制规定了学校和企业的人

员可以实行双岗互聘，根据工作内容的性质，校企

互派人员到对方工作。

工学结合组织运行机制积极探索校企在共同进

行教学活动过程中，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定相关的

章程，保证机构的正常运行。

三、结论

职业教育生态理论立足本土国情，分析了高职

教育生态系统的组成，构建了人才培养生态圈。

“政行校企”四方协同，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了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环境建设和平台搭建。“行校

企”三元共建教指委和专指委，保证了专业建设贴

近产业经济和人才市场。“校企”两元互利合作，

双方共赢，共同实施人才培养，推动育人质量不断

提高。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树立了检验校企合作办

学效果的“四个维度”，建立了保证校企合作的

“五个机制”，促进了珠海区域内的产教融合。

实践证明，基于职业教育生态理论的“四方协

同、三元共建、双元互利”育人模式促进了学校办

学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学校育人质量大幅提高，学

校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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