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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企合作的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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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基于校企合作的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机制。通过分析当前校企合作的主要模式和存在问题，

提出了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和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等具体措施。通过选取典型案例，评估校企合

作的实际效果，发现该机制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最后，本文提出了加强政府支持、规

范合作协议和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等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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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vocational coll

ege students based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By analyzing the main mod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c

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b

uilding the practice and training base and building a team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By selecting typical ca

ses and evaluating the actual effect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it is found that this mechanism has signif

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Finally，this paper put

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support，standardizing cooperation agreement an

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

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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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教育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使得

职业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方面肩负起重要责任。

然而，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实际操作和理论教学的结合上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完全满足现代企业的需求。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校企合作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应运而生。通

过校企合作，职业院校可以引入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他们的就业和创业能力。此

外，校企合作还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学校和

企业的双赢。本文旨在探讨基于校企合作的职业院校学生就

业创业能力培养机制，期望为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新

的思路和实践经验。 

2 校企合作模式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校企合作的主要模式 

目前，校企合作的主要模式包括订单式培养、实习实训

基地和企业冠名班。订单式培养是一种根据企业的需求，由

学校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企业提前预定毕业生的培养方

式。通过这种模式，企业可以获得符合其岗位需求的定向人

才，学生也能在校期间接触到企业的实际工作流程，增强实

践经验。实习实训基地是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的实践场所，

学生可以在这里进行实习和实训，提升实际操作能力。企业

冠名班则是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办的专业班级，企业提供资金

和技术支持，参与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直接培养符合企业

需求的人才。 

2.2 校企合作的现状 

尽管校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在实际操作

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合作机制不健全，许多校企合作

流于形式，缺乏深度和长效机制。其次，企业参与积极性不

高，部分企业认为参与职业教育投入大、收益慢，因此积极

性不高。此外，学生实践机会不足，很多学生在校期间的实

习和实践机会有限，导致毕业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难以快

速适应企业需求。这些现象表明，当前校企合作仍需进一步

优化和完善。 

2.3 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合作模式单一、合作深

度不足、学生就业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等。合作模式单一主要

体现在大多数校企合作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层次的交流与合

作。合作深度不足表现为学校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往往仅

限于短期的项目合作，缺乏长期的、系统性的合作计划。学

生就业与企业需求不匹配则是由于学校的培养计划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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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学生在毕业后难以迅速适

应企业的工作岗位。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了校企合作

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 

3 校企合作培养机制的设计与实践 

3.1 培养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 

在设计基于校企合作的培养机制时，需要遵循以下基本

原则。首先，以学生为中心是首要原则，确保学生的学习需

求和职业发展得到充分考虑和满足。其次，注重实践能力的

培养，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际操作提升学生的技

能水平。强化企业参与是另一个关键原则，企业作为重要的

合作伙伴，必须积极参与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最后，构

建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合作，确保校企合作的

持续性和稳定性。 

3.2 培养机制的具体设计 

3.2.1 课程体系优化 

为了更好地适应企业需求和职业标准，需要对课程体系

进行优化。首先，广泛调研企业的用人需求，明确职业标准，

制定相应的课程设置。其次，增加实践课程比例，确保学生

在校期间能够获得充分的实践机会。通过开设实验课程、实

训课程以及企业项目课程，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

技能。此外，还可以引入企业最新的技术和设备，确保教学

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 

3.2.2 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共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提

供真实的工作环境，提升其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学校应积

极与企业沟通，了解企业的需求和工作流程，共同制定实习

实训计划。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立实习岗位，学生可以在真实

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训，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同时，企业也

可以选拔优秀的实习生，为未来的人才储备提供支持。 

3.2.3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引入企业专家和技术骨干作为兼职教师，构建一支具有

“双师”素质的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应与企业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邀请企业中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参与到

教学中，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此外，学校教师

也应积极参加企业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和行业知

识，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 

3.3 培养机制的实施路径 

3.3.1 校企合作协议的签订 

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合作的顺利开展。通

过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可以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利，建立起

良好的合作基础。协议中应包括合作的具体内容、实施步骤、

资源分配、成果共享等方面的内容，确保合作的透明性和规

范性。 

3.3.2 实习实训的组织与管理 

制定实习实训计划，确保学生在企业中的实践活动有序

进行。学校应根据企业的需求和学生的学习进度，合理安排

实习时间和内容。实习期间，学校和企业应共同对学生进行

指导和管理，确保实习效果。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及时调

整实习计划，确保学生能够充分掌握实际操作技能。 

3.3.3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建立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提供职业规划、就业信息和创

业支持，帮助学生顺利进入职场或自主创业。学校应为学生

提供全面的就业指导服务，包括职业规划、求职技巧、面试

指导等。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建立就业信息平台，及时发布

招聘信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学校还应为

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提供创业培训和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实现

创业梦想。 

4 案例分析与效果评价 

4.1 案例选择 

为了更好地理解基于校企合作的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创

业能力培养机制的实际效果，本文选取了某职业院校与知名

企业合作的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这所职业院校一直致力

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通过与企业的深度合

作，在订单式培养、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以及企业冠名班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该案例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在校企合

作模式的实施和效果评价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4.2 案例分析 

4.2.1 合作背景与模式 

该职业院校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周边企业众多，学生就

业市场需求旺盛。为了更好地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

求，学校与多家知名企业开展了深度合作。合作模式主要包

括订单式培养、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和企业冠名班。订单式培

养是指学校根据企业的需求制定培养计划，在人陪里加入了

企业文化与企业相关岗位实习实践，企业与学校共同指派班

主任与指导教师，学校与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学生

也在这个过程中增进企业的认同感，便于企业提前预定毕业

生，确保学生毕业后能够直接进入企业工作。这种模式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率，还增强了学生的职业稳定性。实习实

训基地是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的实践场所，学生可以在这里

进行实训和实践，获得实际工作经验。企业冠名班则是企业

与学校联合开办的专业班级，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参

与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直接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 

4.2.2 培养措施与成效 

在具体的培养措施方面，该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开展了

多项具体举措。首先，优化课程体系，根据企业的需求和职

业标准，增加实践课程比例，确保学生在校期间能够获得充

分的实践机会。学校通过开设实验课程、实训课程以及企业

项目课程，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其次，加

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企业共同制定实习实训计划，确保

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践。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立实

习岗位，学生可以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提升实践能力和

职业素养。此外，再次学校还引入企业专家和技术骨干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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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师，构建了一支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队伍，提高

教学质量。企业专家不仅参与课堂教学，还带领学生进行实

际项目操作，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此外，除完

成在校内的日常理论和实践学习外，还会安排学生进入企业

进行专业学习，实行一位企业师傅带领一位学生的“一带一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要进行拜师仪式，师傅全程带

领学生进行专业学习，将课堂完全放在生产线中，师傅一带

一教学更能精准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企业学习过程中本校教

师要全程跟随，对理论性较强的内容进行现场理论教学，形

成了“理论+实践”“教师+师傅”“学习+工作”的教学模式，

使得学生能够了解产业需求，了解前沿专业知识，明确自身

学习方向，做到了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

的掌握，保证在毕业后能迅速融入到产业中去，成为企业的

骨干技术人才。 

这些培养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和加

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该校学生的实践能力显著提升，毕业

生就业率和创业成功率大幅提高。根据学校的统计数据，近

三年来，该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超过一半的

毕业生进入合作企业工作，且职业稳定性较高。与此同时，

学校还培养了一批具有创业意向的学生，通过提供创业培训

和支持，帮助他们成功实现创业梦想。数据显示，近三年该

校毕业生的创业成功率达到 15%，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3 效果评价 

为了全面评价校企合作培养机制的效果，本文通过问卷

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收集了学生、企业和学校的反馈。问卷

调查覆盖了该校近三届毕业生，主要包括学生对校企合作培

养模式的满意度、就业情况、创业情况以及职业发展等方面

的问题。访谈对象则包括合作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学校的相关

负责人，主要了解企业对校企合作的评价、学校对培养机制

的看法以及双方对合作的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校企合作培养机制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

可。学生普遍反映，通过校企合作，他们在校期间不仅学到

了专业知识，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就业和职业发展

非常有帮助。多数学生表示，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和企业冠

名班的设置，使他们在毕业前就有机会接触到企业的实际工

作流程，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此外，订单式培养模式也得

到了学生的认可，提前锁定就业岗位，让他们在求职过程中

更加从容和自信。 

企业方面的反馈也非常积极。合作企业的管理人员表

示，通过校企合作，企业能够提前介入人才培养过程，获得

符合企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企业不仅提高了用人效率，还

减少了招聘成本。部分企业还表示，通过参与学校的教学过

程，他们对人才培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进一步促进了企业

的技术创新和发展。 

学校方面则认为，校企合作不仅提升了教育质量，还增

强了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通过与知名企业的合作，

学校的办学实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吸引了更多优秀的生

源。学校负责人还指出，通过引入企业的资源和经验，学校的

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实用，教师的实践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基于校企合作的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

养机制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校企合作模式在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方面具有显著效果。通过

订单式培养、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和企业冠名班等多种合作形

式，职业院校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增强他们的

实际操作能力。其次，校企合作机制的成功实施依赖于课程

体系的优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以及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

立。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对于校企合作的顺利推进至关重

要。最后，系统化、规范化的合作机制能够确保校企合作的

长期稳定发展，促进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 

5.2 政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的深入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

议。首先，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

育。可以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企业参与职

业教育的成本，提升其参与积极性。其次，政府应加大对职

业院校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

策保障，确保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践。再次，

职业院校应积极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合作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最

后，职业院校应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实践

能力和行业知识，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5.3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专业领域校企合作的

应用效果，分析不同合作模式对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影响。

此外，还可以研究如何在职业教育中更好地引入企业的最新

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通过不

断探索和总结，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培养机制，为职业教育

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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