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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基地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载体，对促进“三教”改

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的背景下，实践基地作为校企合作的重要纽带，关乎人才培

养质量和水平。文章分析了实践基地的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并试图探索提升实践基地育人成效的途径，

实现校企协同育人的可持续发展，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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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country is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bas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ree teaching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urthe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practice base, as an important link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bases, and make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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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to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e bases in cultivating talents,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cultivat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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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中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要求。之后，教育部相继出台了关

于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指导文件，如《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
教 20 条)等。2021 年，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旨在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

践基地作为校企协同育人的重要载体，对落实和深化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至关重要。实施“三

教”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和完善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规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因

此，深化“三教”改革离不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了发展热潮。 

2. 校企合作实践基地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力，对接行业企

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提升学生的技术技能，高职院校建设了大量的校企合作实践基地。随着实践教学

改革的推进，实践基地建设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同时，实践基地的运行效果也越来越受重视，建设过

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渐渐凸显。 

2.1. 缺乏协同育人管理机制，反馈评价机制有待加强 

目前，校外实践基地的模式基本依靠以学校为主，学校通过调研或者校友关系等方式，主动和企业取

得联系，建立校企合作基地。该模式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即学校为了完成各类评估等要求，不断拓展校

外实践基地的规模，但是在质量监督和体制机制上还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存在管理以学校为主导，校

企双方没有形成完备的合作管理体制，企业参与动力不足、投入缺乏激情等问题[1]。作为多方合作的形式，

如果只能给学校带来裨益，而未考虑企业追逐经济效益的需求，则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学校对于

实践基地的管理，较多关注的是基地的使用，而忽略了使用后的评价与反馈[2]。要最大化发挥实践基地的

效用，需要建立完整的评价与反馈机制，对基地的育人效果进行测评，并就反馈意见及时整改。 

2.2. “双师型”师资力量较弱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的保障，打造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团队是学校师资队

伍建设的主旋律。在实践教学中，高职院校在职教师理论知识较强，但实践能力相对较弱，而企业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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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有着较强的岗位技能，但在引导学生，组织教学上较为薄弱[3]。此外，教师的评价考核体系，较多

的关注点也在于其科研成果，如何激发校企教师积极性，助力实践教学，是基地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4]。 

2.3. 实践基地效用流于表面，优势未能充分体现 

校外实践基地是高职院校实践教学开展的保障，是落实学生实习的重要载体。通常表现为学校派遣

学生定期到企业观摩与实习，企业提供人员与场地，双方共同完成教学内容。但就实习层面而言，由于

企业接纳学生的数量及学生的实践时间有限，出于教学安全需求企业对学生的岗位安排顾虑也较多，学

生的实践成效较难达到最佳效果[5]。此外，对于学校而言，由于保障体制的不完善，虽与企业共建了实

践基地，但企业对于科研项目、教材开发、实践类课程建设参与度仍较低，未能最大化利用基地带来的

优势资源，切实促进教学改革。 

3. 提升校企合作实践基地育人成效的探索 

3.1. 完善校企“双元”共建共管机制，促进“三教”改革 

基地的建设需要综合考虑学校与企业的多方因素，并根据校企双方的需求进行统筹，因此，基地因

建立共建共管的“双元”机制，从学校、企业、学生“三赢”的角度出发，充分调动双方的积极性，解

决“校–企–生”的人才培养、人力资源需求、就业三方面的矛盾，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师、教材、

教法的改革，实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共同目标。 
1) 共建：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模式，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在基地建设的过程中，应加大校企双方资源共享的力度，综合考虑学校与企业的各方面优劣势，通

过调研，摸清双方利益契合点。在双方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促进合作层次和成果的逐渐提升[6]。此外，

还可依托实践基地的建设，促进“四个校企协同”育人体系的建设，即培养方案制定、优质课程开发、

应用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培养。通过共建，高职院校能弥补自身在实践教学环节的师资、实践环境软硬

件不足；企业可收获符合自身需求的人才、与教师深层次合作弥补科研短板、扩大企业品牌影响力；学

生能提升自身实践能力、学习行业最新技术、促进就业在内的“三赢”局面，实现长效发展机制[7]。 
2) 共管：强化“双元”管理，完善保障体系 
高校与企业成立管理组织机构，如校企合作管理委员会，共同负责校企合作实践基地相关事宜的决

策，制定相关管理及保障制度，协调校企双方资源的优化利用。深化“引企业入校”，由委员会组织落

实校企相关人员共同参与校企合作项目、实践课程、教材等的建设工作，共同管理校企实践教师，并定

期展开交流协调展开工作交流会，以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8]。此外，应完善基地相关规章制度，

明确教师职责、学生考核制度、基地运营管理制度等，健全校、企指导教师或学生在工作或实习中的保

障机制，鼓励校企教师互相深入合作，推进校企协同育人。 

3.2. 强化“双师型”队伍建设，推进“双向”流动机制 

2019 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并公

布了《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名单》及《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聚焦职业教育

“双师型”队伍建设。随后，在 2020 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工作推进会中，再次强调

了要依据《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落实深化产教融合，

发挥实践基地在“双师型”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实践基地的教师队伍是未来基地持续发展运行的保障，是有序开展各项校企合作的基础，高职院校

应抓住建立实践基地的契机，联合企业在实践基地建立“岗位流动站”，推动建设具备“双师”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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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队伍。定期组织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与教师进行交流培训[9]，鼓励教师入企业挂职锻炼，同时

组织企业人员进行培训提升知识储备，将企业员工引进来和学校教师走出去的“双向”交流作为常态工

作。强化企业在校企协同育人中的责任与权力，推动高校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培养高层次“双师型”教师，

打造一支师德高尚、技艺精湛、专兼结合、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另外，可以通过健全有效的激

励制度，对校内外实践指导教师定期考核，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机制，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 

3.3. 搭建信息化平台，构建质量评价标准 

当今是信息化时代，在实践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收集、挖掘、分析

有关数据，实时了解实践基地建设运营成效。可从基地受益者，即学生、学校、企业的需求角度，构建

信息化平台，并通过数据实时了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实现校企的信息共享，为高素质应用技术

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关键数据，更好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同时，可将日常实践基地运营的过程管理与评价结果有机结合，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

逐步形成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质量评价体系[10]。如对于企业及学校，可进行实时的交流评价，共享相关

教学资源；对于教师，可突出“双师型”导向的评教体系，建立由院校、行业企业、相关培训机构等多

元组成的评价考核机制，督促相关校、企实践指导教师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对于学生，可进行双向

评价。即企业与学校可共享学生实践情况，实时了解学生的知识技能薄弱点，同时，学生可就企业实践

情况进行反馈，校企可以及时对学生的反馈意见进行采集并从中分析问题所在，指导教师可依据行业企

业的新动向、新科技及学生实际能力，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做到教学与时俱进。 

4. 结语 

校企共建实践基地是高职院校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实现校企合作可持续

发展的保障。实践基地的建设可以促进校企资源互补，让学生提前感受企业文化、提升职业技能，可以

弥补高职院校在实践环节的不足，可以助力企业培养符合需求的人才。对于实践基地在运营中遇见的问

题，校企要在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总结，通过充分调动各方优势资源，促进教学体系改革、深化产教

融合、探索协同育人的发展新路径，建立长效运营机制，建设集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为一体的高质量实

践基地，发挥基地的最大效用。在建设中完善，在完善中提升，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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