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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是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的主要单位，如何培养适用时代发展的高技能人才是目前培养模式的主

要探索方向。本文结合校内教学、企业实习、毕业后工作三个阶段，对企业与高校的联合实践培养的方

式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包括探索教学型、实习方向多元型和返校型三种联合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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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main units to cultivate practical technician. How to cultivate 
high skill technician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s the main exploration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 In this paper, combining the three stages of school teaching, enterprise 
practice and post graduation work, the author briefly discussed the mode of joint practice training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including exploring teaching, multi direction prac-
tice and returning to school after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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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教育是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一环[1] [2]；因此，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招

生规模在日益扩大[3]。教育部在 2018 年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其对于校企合作

和产教融合都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但目前职高的教育模式与本科类似，存在严重的职业教育与职业需

求脱节的问题[4]。职高前后的“教与学”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职前较长的僵化教受方式对目前职高转型

带来了一定的障碍[5]。目前高职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基本是迷茫的，并且大多数还处于灌输性的被动学习

模式、以及以考试为目的的惯性思维中；大多不清楚自己所学如何与工作联系在一起；虽然对专业知识

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但是个人知识零散而不成体系[6]。对于食品专业，目前高职院校基本配备了各种实

验设施和加工设备，但其只是为了方便教学和技能演练，完全无法模拟企业的生产运行环境。食品企业

除了生产加工，还包括食材的仓储运输、生产线上下游人员的有机合作、人员间的高效沟通、安全卫生

管理等多个方面[7]。因此，只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显然无法满足食品企业对工作人员的要求。而上述知

识技能在食品专业中无法深入传授，实训中的企业模拟也会导致教学成本的无法承受，并且与真实场景

存在较大的效果差异[8]。目前食品专业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比较多，例如学徒制、订单班和顶岗实习。

然而无论哪一种，要么偏向企业实用性去培养，学生往往存在知识面较窄、理论知识不系统、只能局限

于特定岗位等弊端；要么偏向理论教学去培养，则存在知识掌握不扎实、脱离实用性等问题。为了提升

食品专业校企联合培养的质量与效果，本文探索性地构建几种职高与企业的联合培养方式。 

2. 探索教学型联合培养 

目前的食品实训基本是根据学校所提供的方案进行的；这样做可以节约食材、提高教学效率以降低

教学成本。在实验过程中，为了消除危险以及保证实验的有序进行，全程都有教师参与和指导；给学生

设置了各种条条框框。最后只剩对美食的好奇，而学生的参与意愿、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创新性、学

生间的协作则被完全抑制。因此，学生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只能学到了一个加工方法或实验操作流程，其

它能够开发出来的能力和能够学到的知识往往微乎其微。 
一改灌输性教学方式，探索教学型联合培养，就是革除上述的弊端，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探索能

力、合作与协调能力；并主动思考，积极的发现与解决问题。在联合过培养过程中，实训设备为企业或

其他机构常用的机器，所采用的参考方案由企业提供，这可以加快学生对企业实习环境的适应。学生团

体在教师的指导下，首先根据现有设施设备以及实训目的进行方案的制定；再将团体方案与企业方案对

标，比较两者间的方法和成本差异、以及效率的高低等。而在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学生团体首先进行任

务分工，以保证每个学生都参与到项目中；学生个体再根据个人任务和所学进行资料检索和编辑；再将

各部分统筹成一个完整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了各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例如，在《食品添加剂》

中的色素热稳定实验(即色素在小馒头焙烤中的热稳定性)，学生首先检索并制定烘焙方案，其涉及到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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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运用、个人的独立思考、以及方案的组织能力；还要明确所要准备材料的种类，以及食材的类型(例
如面粉为高筋面粉还是低筋面粉)。学生需要在头脑中对整个实训过程进行模拟，这需要学生把所学过的

各种食品知识进行回顾与组合；还要明确实训中所采用的天然色素从哪些食材中制备，这考验学生是否

具有生活经验；使用人工合成色素则需要查询国家标准以确定其添加量，因此，需要了解食品安全的知

识。方案制定完后还需要团体成员共同讨论，方案是否需要修改，材料和工具是否齐全。食材的备货还

涉及到采购和成本控制，提前购买还涉及到食品保鲜。在校内外老师指导下，再与企业的参考方案进行

全方位对比与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公认的最佳方案，之后通过加工效果进行验证。在动手加工过程中还

考验学生间的统筹协作能力。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老师不需要过多干预学生的实训活动，只需要引导整

个实训过程顺利开展、理论知识的讲解、以及安全操作的指导。因此，通过一次实训即可以开发学生的

各种能力，而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如果实训过程中能够形成更好的加工方案，这不仅可以提高

企业的经济效益，还会增加学生的成就感。 

3. 实习方向多元型联合培养 

目前的主要实习方式为顶岗实习，即学生在完成理论学习之后再去企业实习。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

本获取工人；学校可以高效且成本较低的方式完成教学，并有充沛的时间引导学生进入实习；学生也有

较长的实习适应阶段，且在实习过程中即可完成就业。但是也有明显的弊端：首先，整个理论学习时间

长且知识面广，期间在没有实际应用场景的支撑下会逐渐将所学理论知识遗忘；导致实习阶段很难系统

的从记忆中提取理论知识去指导实践过程，致使实习变成了知识体系的重新构建，从而使得学生较长时

间停留在实习的学习阶段。其次，通过短暂的面试交流，企业与学生之间无法进行充分的了解；因此，

学生和企业之间相互选择的偶然性较大，彼此相互匹配的概率较低；而二次选择对企业和学生都具有较

高的成本。 
所谓实习方向多元型联合培养，即需要解决这种理论与实践断层的问题，还要解决学生与企业之间

适配的问题。首先一个专业对应选择几个不同方向的实习企业；例如，食品行业有饮品、仓储保鲜、肉

蛋乳、餐饮、调味品等几个大方向。学校每学期的课程设置需要有所侧重，并在期末结束前预留一定企

业实习时间，企业与学校之间做好培养方案与实习衔接。这种模式，学生可以在学完理论知识后即可应

用于实际生产，因此，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同时对技能的掌握也更加系统化。对于企业，这

种短暂实习，只需提供餐饮和住宿而不必提供报酬；因此，企业负担小，即可不必严格追求岗位与人数

的对应。对于优秀的实习生，企业可以选择性的重点培养。对于学生，经过几个期末的实习，可以充分

了解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同时得到不同的实习经验。通过一轮轮的实习，企业也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提前

筛选出与工作相匹配的学生。获得提前就业机会的学生，在返校后就会有侧重点地学习与自己工作相关

的理论知识与技能。 

4. 返校型联合培养 

食品专业毕业生，在工作中往往会有当初没有认真学习的感慨，或者叹息自己落伍跟不上时代的发

展。这是因为其在运用所学时发现当初没有学好；抑或是自己所用的技术早已更新迭代。由于高职是知

识面较广的专业教育，而我们的记忆力有限，同时也无法预知未来的工作内容；此外，科技也在不断进

步。因此，这种境遇是无法避免的。针对上述问题，如果毕业生自行补习，很大概率为事倍功半的效果，

主要是在缺少指导的情况下难以将零散的知识系统化，杂乱的知识致使人迷茫且容易自暴自弃。这对于

个人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对于企业则会延缓工作进度。 
返校型联合培养就是要解决上述知识遗漏或不足的问题。企业拥有各个方向的人才，学校具有满足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717


蒋文明，李爱军 
 

 

DOI: 10.12677/ae.2022.1211717 4706 教育进展 
 

其所需的各个专业。首先，企业与学校达成返校联合培养协议，学校每学期向企业公开自己的课程安排、

课程表和教学进度等；毕业生根据需求提前与任课教师沟通，并根据学校的教学进度制定个人返校学习

的课表。这种目标导向非常明确的培养模式，可以让毕业生更加集中时间和精力地去学习，而不必再重

复已经掌握的内容；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也较低，同时也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组织去集中

充电。对于高校和教师，可以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教师在与毕业生沟通后也可以及时了解企业当前所

需，会有针对性的调整自己的教案，同时也敦促教师保持终身学习；这使得在校学生所学与社会所需同

步，与前沿发展同步。这种合作可以将毕业生、企业、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促进、与时俱进。 

5. 结束语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致使国家需要产业升级，企业要抢夺市场竞争地位；因此，高职院校必须要服

务国家和企业，所培养的学生需要顺应国家发展、满足企业需求才能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没有最好的

高职，只有顺应发展的高职；同样没有一种培养模式能够永恒适用，也没有适用所有发展的培养模式。

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政府、企业、高校之间需要不断的探索与磨合以寻求顺应时代发展、适

应不同实际情况的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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