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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研究背景，针对传统订单班模式存在的问题，引入了“迷你订单班”人才培

养模式的概念，旨在通过紧密的校企合作，更好地解决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在详细分析

了传统订单班模式存在的局限，诸如就业范围狭窄、人才订单不稳定以及缺乏双师型教师等问题后，本

文引入了“迷你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该模式的关键特点在于人数、企业课程和学习时长的“迷

你化”，同时强调了产教融合和工学互补的核心理念。在实际操作层面，通过与企业紧密合作，修订培

养方案、编写企业专项综合实训课程教学资料，以及进行师资培训等系列措施，实际展示了“迷你订单

班”人才培养模式在本地和外地企业案例中的实施成效。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学生和企业的

需求，还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有益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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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Mini Order Class” talent cultivation pattern to address issues inherent in tradition-
al order class models and to better align talent cultivation with industry needs. Through close col-
labora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es, this model aims to mitigate the mis-
match between talent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requirements. Following a comprehensive anal-
ysis of limitations associated with traditional order class models, such as limited employment 
prospects, volatile talent demands, and the lack of instructors with a dual background, the “Mini 
Order Class” talent cultivation pattern is introduced. Key features of this model include the “mi-
niaturization” of class sizes, industry-specific coursework, and condensed learning durations. 
These features underscore the core principles of Industry-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Comple-
mentary Work-Study. At the practical level, a series of measures are undertaken through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enterprises, including revising training programs, developing specializ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specific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and provid-
ing faculty training. These efforts culminate in a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of the effectiv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Mini Order Class” talent cultivation pattern across both local and non-local en-
terprise cases. This pattern not only enhances the abil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and busi-
nesses more effectively but has also been positively validated throug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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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统计，2022 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 1076 万人，较 2021 年增加 167 万人，2023 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预计达 1158 万人，同比增加 82 万人，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影响，就业形势严峻复杂 [1]  [2]。
但是部分企业仍然出现人才紧缺现象，主要原因还是突出体现在人才培养和企业用人方面的匹配度上存

在以下问题：学用脱节、人岗错位、培养滞后、供需不符。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23 年 7 月颁布了《珠海市“产业新工匠”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3]，方案提到：加快构建“产教培”融合、“政企社”协同、“育选用”贯通的培养体系，加快建

立以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工学一体、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实施

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双元”育人的“订单班”培养模式，校企双方可结合实际灵活制定工学交替培养

方式。 
方案主要面向职业技术学院，但是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来说也是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应用型本科院校

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摇篮，应用型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是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人力资源。加大人

才培养，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和高校如何协作，培养高素质的

应用型人才，满足企业的需要，实现大学生个人价值，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思

考的重大课题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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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是其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目前高校通常通过设立产业学院、建设产教融合课程、编

写产教融合教材、开展“1 + X”证书培训以及为企业开设订单班等方式进行。由于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模

式具有能够实现人才的精准培养、降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缓解学生就业压力、深化校企合作等作用，

因而广受企业欢迎。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是指院校根据与企业达成的人才培养订单，针对自身专业特点

和学生实际组建特定班级，通过校企全方位合作培养专业化人才，最终经企业考核合格后定向就业的一

种人才培育模式 [6]，是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2. 传统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的缺点 

由于本科教育多为宽口径通识教育，所以目前的“订单班”多见于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较少

开设订单班 [7]  [8]，影响其在本科院校的开设还有以下原因 [9]。 

2.1. 订单式人才培养就业面窄 

订单式人才就业面窄，职业刚性大，受新技术影响较大。订单班通常根据特定的岗位需求定制培训

内容，可能会导致学生过于专注于某一领域，而缺乏更广泛的知识和技能，从而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发展

空间，导致他们在职业转换时相对不灵活，难以适应不同领域的就业需求。除了订单班的相关课程，其

配套的基础课、专业课与社会需求脱轨，不能及时跟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没能及

时调整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如目前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相关企

业的工作重心、技术攻关每年都在发生较大的变化。 

2.2. 人才订单不稳定，院校风险大 

一般情况下，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与学校进行合作设置订单班，但随着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发展、新冠

疫情的影响以及经济下行的压力，企业的经营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企业的需求可能会随着市场变化而

发生变化，订单班制定的培训内容可能无法及时跟上企业的新需求，导致培训内容与市场不符。企业人

事的变动也会影响订单班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特别对 30 人左右的大中规模订单班的稳定性影响尤为严重。

有的订单班从大一就开始设置，但等学生到了大四，市场与技术经过三年的变化，之前定制的知识和技

能已经落伍，已经达不到企业和行业的需要，一旦企业违约，就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由于学习

的定制内容过多，导致订单班学生职业被动转换时风险较大。 

2.3. 双师型教师缺少 

缺少双师双能型教师。企业教师实践强、理论弱、授课经验匮乏；高校教师理论强、应用弱，但行

业一线工作经历经验较为缺乏，影响双方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10]。在订单班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企业教师

和高校教师如何形成合力使工学交替、工学互补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是目前订单班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大

问题。 
因此，传统的大中规模订单班式人才培养已逐渐无法适应产业的发展和目前的形势。 

3. 迷你订单班的意义 

以“迷你订单班”为载体的“产教融合、工学互补”的人才培养模式值得应用型本科高校进行探索

和实践。其有以下特点： 
1) “订单班”人数迷你化。每个订单班 3~5 人即可，少到 1 人也可成班，或根据企业需要人数略增

加，这样不会给企业造成太大压力，企业导师可以 1 对 1 指导，指导的效果会大幅提升；船小好调头，

企业经营模式和发展重心可能会根据外界的形势发生改变，3~5 人的订单班人数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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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转变。 
2) “订单班”企业课程迷你化，仅设置 2~3 门企业项目实训课程。订单班的学生随着知识的积累和

对专业的认识，可能会出现新的就业目标，同时在接触了合作单位的企业文化和经营模式后，不一定认

可合作企业，如果订单班定制课程太多，一旦没在合作企业就业，很大程度会影响学生在其他领域就业

发展，而精选的少量企业项目实训课程既能满足为企业定向培养人才、若学生入职企业能够尽快适应企

业岗位的需求，又能以项目课程为载体，融会贯通学生的专业知识，增强学生的专业技能，即便不入职

企业，也能更好地适应本行业其他企业的人才需求。 
3) “订单班”时长迷你化。区别于其他全程和半程订单班，“迷你订单班”仅从第 5 学期开始选拔，

第 6、7 学期开始开展“企业项目实训课程”，时长短，培养区间位于行业、企业需求时效范围内，企业

经营模式以及新业态对订单班影响较小。 
4) 产教融合、工学互补。第 5 学期了解企业文化与发展；第 6 学期开展“企业项目实训课程”；第

6 学期后的暑假安排学生到企业暑期实习；第 7 学期前 8 周开展“企业项目实训课程”；第 7 学期第 9
周到毕业前在企业进行毕业实习，工学交替、工学互补。迷你订单班实施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ini order clas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diagram 
图 1. 迷你订单班实施流程图 

 
5) 此外，还可以不单独设置企业专项综合实训课程，而以来自企业的横向课题为依托实施项目式“迷

你订单班”，每个项目 3 名左右学生参加，采用双导师制，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

的共同指导下开展研究，学生在研究项目的同时学习企业所需的技术和知识，了解企业文化，毕业时也

深受相关企业欢迎。 

4. 迷你订单班人才培养的实施过程 

1) 修订培养方案。以珠海科技学院机械学院为订单班试行依托学院，修订和完善相关专业的培养方

案，为“迷你订单班”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保障。通过走访智能制造高新技术企业、校友企业以及产

学研合作企业，了解到企业以及行业所需人才的知识体系，以及行业最新发展动向，根据行业需求，改

革课程体系和知识点的设置，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优化和重新组合，形成涵盖智能制造行业领域核心课

程链 + 企业专项综合实训课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解决毕业生掌握的知识技能无法满足企业的

需求，即理论知识体系与生产实践脱节的问题。 
2) 与智能制造及相关企业开展“迷你订单班”合作。选取智能制造领域的企业要有代表性，“迷你

订单班”并不是面向定向就业的传统订单班形式，而是面向合作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台式订单班，约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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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业和学生的权利和义务，结合区域人才的需求，基于不同企业的特色，校企深度合作，满足企业

用人需求、实现学生个人价值、完善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达成校、企、生三方共赢。 
3) 与企业联合编写企业专项综合实训课程相关教学资料。将企业实际项目引入课程，在知识方面、

能力方面、素质方面做详细要求，完成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矩阵。根据项目所需的前置知识和后续应用，

完善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企业专项综合实训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及实验指导书等教学材

料，解决产教融合课程的合理性、规范化问题。 
4) 开展师资培训。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校企双方共同授课，高校教师通过企业横向课题、项

目及企业挂职锻炼提高自身实践应用能力；企业导师通过高校的教学技能、方法培训活动解决企业教师

实践强、授课经验匮乏的问题，为“迷你订单班”培养一批双师双能型教师。将专业理论与企业实际工

作有效结合起来，是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关键环节。 

5. 迷你订单班人才培养的实施成效 

本地企业应用案例。依托本市非标自动化行业数家高新技术企业与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合作实施迷你

订单班人才培养计划，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聘请企业工程师为产业教师，合作开发基于

机器视觉的工件精度检测系统实验设备，共同申请专利，共同建设产教融合课程，合作编写教材，将企

业委托的横向课题转化为实训项目，学生经过企业项目实训、企业暑期实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工

学互补，首批 4 名学生深受企业好评，在大四上学期后半段到企业进行毕业实习，提前按照正式员工给

予待遇。 
外市企业应用案例。依托上海某汽车技术企业与车辆工程专业合作实施迷你订单班人才培养计划，

该企业项目覆盖华南、华北、江浙沪全国重点汽车生产基地。服务的客户包括一汽集团、比亚迪汽车、

上汽集团、北汽集团、小鹏汽车、蔚来汽车等。与企业联合申请广东省教学质量工程项目，成立汽车现

代化设计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聘请企业工程师为兼职教师，企业全程参与课程开发、线上课程建

设、课程设计的制定，并对学生做好职业规划，进行职业素养培训，依托课程设计完成企业的实训项目，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选题均为企业生产研发实际项目，2023 年共有 7 名同学在该公司就业，人才培养效

果良好。 

6. 结语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而部分企业仍然存在人才紧缺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人

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现实情况。因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产教融合和工学互补，是必要的。

“迷你订单班”模式的核心特点，包括人数、企业课程和学习时长的迷你化，这些特点使得“迷你订单

班”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企业需求，同时使学生获得更全面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了职业发展的灵活性。

“迷你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步骤，包括修订培养方案、与企业合作开展“迷你订单班”、编写

企业专项综合实训课程教学资料以及师资培训等环节。这些步骤的有机结合，确保了“迷你订单班”模

式的顺利实施，在实际应用中的成效显著。“迷你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显著的实际应用价值，可

以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提供有益的解决途径。然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优化实施过程，以不

断完善和发展这一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学生、高校和企业的共同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了广东省教育厅和珠海科技学院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以“迷你订单班”为载体的“产教融合、

工学互补”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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