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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大力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师徒制理念下的校企合作作

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最有效的模式之一，对于培养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的高职

院校在校企合作实践育人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思政教育与校企合作脱轨；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互融不协调；校企合

作根基薄弱，质量欠佳。伴随着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在校企合作模式下有效提升高职生的综

合素质工作便成为了具有鲜明时代意义的课题。分析了校企合作实践育人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提出了加强校

企合作实践育人的对策，以进一步切实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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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in edu-

cation, cooperation in employment, cooperation development.Tutoprial systern under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taken a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hich is the most effective model to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that has im-

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for training talents, however, the current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

ation education has many problems: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derailed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wa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eds to be changed; Campus cult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nterprise culture;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

eration foundation is weak and poor quality. With engineering colle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reform,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work became distinct era significance

topic.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actice education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nhancing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actice education, to further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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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师徒制在我国由来已久，一般意义

上理解为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学习、工作、生活，使

学生更好、更快的融入工作当中的一种形式，目前

我国高职院校建立并推行师徒制理念下的校企合作

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传统的“以课程为中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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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模式相比较，具有更鲜明的主体性、职业性

和实践性。然而，师徒制理念下的校企合作模式对

有效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工作提出了新的

挑战。

本文引入某高职院校的个体案例，对师徒制理

念下的校企合作实践育人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研

究发现高职教育校企合作育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

不足之处，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如何有效提高高职

生的综合素质工作提出解决对策和保障措施，提升

校企双方的合作质量，真正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二、师徒制理念下的校企合作实践育人
的优势

一是提高学生职业素养，增强学生职业能力。

校企合作实践育人是通过企业文化氛围来陶冶学

生，让学生在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氛围中去感受

和了解，进而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得到规范，这不

仅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质，更能促进学生高

质量的就业。二是缩短学生培养周期，保证学生培

养质量。校企合作是快速培养职业人才的有效途

径，现今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非常渴望，开展

“校企合作”可有效推进企业对学生的开发与培

养。三是打造高职院校特色办学理念，师徒制校企

合作，通过多方协商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确立服务

企业和社会的办学理念，明确人才培养要求，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人才培养的途径和方法，从而

满足企业对技能紧缺型人才的需求。其次，高职院

校实施师徒制校企合作培养模式，能够将理论与实

践有效结合，是区别于高校的培养模式，体现了高

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和个性化。

三、师徒制理念下的校企合作实践育人
存在的问题

（一）思政教育与校企合作脱轨

第一，思政教育理念亟待转变。校企合作将学

生思政教育由校内转向了校内外结合，社会的沟通

与交往增多，社会的思想渗透学生思想，原有的思

政教育环境被打破，探索正确的思政教育理念对于

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难题。第二，思政教育方

式方法无法和企业实现有效对接。传统的思政教育

工作，偏重于经验化、模式化、流程化的教育方

式，理论脱离实际现象严重，缺乏企业文化融合的

氛围，这也是思政教育课堂一直存在的问题，校企

联合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与社会接触

的机会，那么思政教育也应该针对这一机会进行有

效有针对性的开展，急需思政工作者积极探索新的

思政教育模式。[1]

（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互融不协调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同属于社会文化分支下的

组织文化、管理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着

眼点；都具有导向作用、规范作用、协调作用、激

励作用和凝聚作用。[2]第一，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脱

离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未能体现高职办学特色，校

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脱节，企业文化氛围缺失，大大

削弱了文化育人的效果；第二，高职校园文化建设

主要依赖校团委和各分院或系团总支，开展校园文

化主要是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文化活动，片面的理

解校园文化的内涵。第三，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指

导偏重于理论化的指导模式，缺乏基于企业文化的

实际教育和企业实践。

（三）校企合作根基薄弱，质量欠佳

第一，校企合作无论对于学校还是企业最终目

的是“双赢”，但目前的现状却是学校促成校企合

作的目的是为了学校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但是作

为企业一方得不到任何利益，而且企业的订单任务

繁重，学生又缺乏工作经验，安全意识薄弱，学生

进入企业实习会占用企业的生产资源，增加产品成

本，为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导致企业基本不乐意

与学校合作，接纳学生实践。第二，校企合作管理

缺乏制度化和规范化，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大多是因

为学校、专业教师的关系进而达成合作意向，使得

校企合作双方职责、权利等不能严格执行，主要表

现在学生的权益问题，如学生实习期间的劳动待

遇、劳动时间、劳动安全等问题，学校和企业难以

处理。第三，校企合作校方要求企业为学生提供实

习的机会，合作企业往往提供的实习岗位单一，如

连锁专业学生实习岗位是当端菜员和服务生，物流

专业学生实习岗位是当快递员；电子商务专业学生

是当客服；市场专业学生更多的是电话营销。企业

把实习学生当作是廉价劳动力，而大部分高职院校

为解决实习问题更多的是达成协议，学生实习内容

简单狭隘，不能提高实践能力，无法实现职业生涯

规划目标，育人成效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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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徒制的风险

第一，“法律法规，政策空白。”现代学徒制在

欧美国家能够盛行，是因为欧美国家已经具备了比

较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同时拥有较好的政策支持，

德国有《职业教育法》，澳大利亚则以政府为主

导，提倡“新学徒制”。[3]而在我国目前没有相应的

法律法规支持，空白的政策使得师徒制缺乏最基础

的保障。第二，现代学徒制是落实职业教育面向社

会的一种探索，和传统的学徒制相比，现代学徒制

结合了学校教育，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深化实践教

育的一种新形式。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现代学徒

制是一种递进关系，传统职业教育由学校承担育人

责任和就业，而现代学徒制是校企共同负责培养、

共同承担风险。

四、对策研究

（一）学校、企业、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育人

第一，加大思政理论课投入，搭建实践平台。

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高职院校要坚持育人为

本、思想政治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明

确了思政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开展校企合作

过程中，应安排思政教师、辅导员参与学生的实

践，促成与企业主管思政教育方面的人员合力共建

校企思政教育模式。第二，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形

成协同育人的思政教育链。校企合作模式下专业教

师与学生的接触更紧密更频繁，专业教师要承担起

育人的工作，更可以说能承担起部分辅导员思政教

育工作或建立与辅导员长效沟通机制，了解学生的

思想动态、心理诉求，及时调整教育内容。针对学

生实习过程在发现的问题，有效发挥协同作用，与

企业、学生无缝联系，形成思政教育链。第三，发

挥企业文化的思政教育元素。优秀的企业文化蕴含

着深厚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如厚德载物，诚实守

信，自强不息等，这些理念与思政教育的内容有着

相当高的契合度，要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思想引领

作用，在学生实习过程中用企业文化去熏陶学生，

增强学生思政政治自觉性，深化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二）校企文化互融机制探索

一是将企业文化引入校园环境，将企业文化的

内涵引入校园，与校园文化融为一体，外化校园物

质环境，从而营造校企互融的文化氛围。如：建立

企业杰出的校友墙；设立企业文化气息的宣传标

牌；设立企业奖学金；联合企业开展文体活动、技

能竞赛等。二是将企业文化引入校园文化活动，高

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也是学生最喜欢

的。高职院校应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结合优秀

的企业文化，让学生在参与自己喜爱的活动的同时

能够感知职业的快乐与意义，感受企业文化的理

念。同时作为老师也可以在学生开展活动模式上采

取企业的“团队合作，分项负责”的模式，要求学

生形成有计划、有进度、有总结的工作模式，这也

正是企业对人才要求较高的部分。另外，我们还可

以将学校与企业的交流活动纳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

来，增进企业员工与学生之间的了解，促进学生深

刻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理念，增进学生的职业道

德感。三是将企业文化引入教学课堂，开设企业文

化课，同时学校设立“企业家论坛”、“校友讲

坛”、“企业专家论坛”等。

（三）夯实校企合作根基

第一，提高校企合作双方的认识，建立校企合

作长效机制。明确校企合作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签

订校企合作书面协议，规范校企合作流程，从政策

和法律上制定规则，对校企合作双方加以引导和规

范，使高职院校在调节上有依据，企业在追求利益

上也能明确社会责任和义务。第二，提高企业对校

企合作的应有认识，特别是一些名牌企业，效益好

的企业，无论是在企业订单旺季还是淡季的时候，

都能有强烈的校企合作意愿。第三，校企一体化办

学，加强校企合作双方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

生管理、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沟通和互动，加强建设

校内外实训基地，实现学校与企业的资源共享。第

四，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安排专业教师和企业

导师的培训和交流，安排专业教师下合作企业挂职

锻炼，使专业教师在教学内容上更符合企业的实际

需要，使教学目标更符合企业用人的要求。

（四）风险的防范

第一，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补充政府政策的

空白。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例如《师徒制条

例》，明确规定政府、企业、学校的各方责任和分

工职责，明确学生的权益，为学生提供就业的保

障。第二，现代师徒制的特征，招工即招生，重点
（下转 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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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我国正在朝着“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目标而奋斗，从近几十年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 5年我国职业教育所取得

的成就来看，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坚持“文化

自信”、“道路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就是要“强化立德树人、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倡导工匠精神”，秉承“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十六字方针，不

断深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把文化建设的过程和文化育人的过程有机结

合，使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不断增

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向

世界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模式。[9]

“办教育要比企业先进，用传统的方法不行，

要超前、突破、创新。要时时创新，人人创新，处

处创新” [2]。遵循“创新思维+终身学习”的教育

宗旨，提升深度化的校企合作机制、规范的教学管

理和各自特色鲜明的及教学模式，以创新和发展的

眼光来引领我高等职业教育工作，以更广阔的视野

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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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学生的身份问题，不能简单地把顶岗实习学

生叫做“学徒工”，企业培养属于自己企业的“员

工”，其责任感才能真正被激发。第三，校企双方

共同负责培养，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实施人才

培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专所长，分工合

作，从而共同完成对学生（员工）的培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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