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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现状及有效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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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对于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新时期社会经济体系的持续优化
背景下，高校应该将传统理论的课堂教学，转向自主引进优质的实践教学模式，联同相关的企业，为学生创设更多的实践学习机遇。
基于此，本文从对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概念阐述入手，明确构建校企实践教学平台的积极意义，并总结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为高校提出切实可行的构建策略，旨在切实提高校企协同实践教学的育人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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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jointly built by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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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s by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has a crucial impact and role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work. In the context of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in the new era, universities should shift from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to independently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s, collaborating with relevant 
enterprises, and creating more practic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school 
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clarifie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school enterprise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ropose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ies, 
aiming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chool 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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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和更新实践教学体系，能够使学生对

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知，并接受最新专
业技术的学习。实践教育教学作为高校综合教育教学体系的重
要教学资源之一，也是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下，
培养建设性复合型人才不可或缺的关键教学方法。目前来看，
大多数高校都已经着手进行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而在此过程
中，与相关企业进行人才的合作培养，有利于丰富和完事实践
教学资源。由此可见，校企人才培养工作应该结合实践教学资
源，共同构建相关的教学平台和教学基地，提高校企协作育人
的综合效果，弥补高校理论化课堂教学的不足之处，切实强化
学生的综合实践技能。 

1 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概念 
1.1 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内涵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是指高校通

过将教学工作从课堂转移到实践活动中，同企业相关的生产、
管理、运营等过程相结合，使企业的实践教学资源能够与高校
相关专业实践教学课程得到充分融合。立足于学生的实际学习
能力和学习情况，共同与企业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和实践教学规
划，将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平台等，借助于先进的、智能
的大数据技术进行优化和更新，真正推进高校和企业的协同发
展。而学生在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引导下，也能够自主结合所学
的专业课程理论知识，激发自身的创新意识，进而提高学生的
专业实际操作能力，强化校企共建实践教学模式的育人效果，
促进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创新发展。 

1.2 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原则 
高校与企业在共同建设实践教学平台的过程中，要秉承着

综合性的原则，确保在相关专业领域内，将先进的操作技术和
行业理念，结合实践教学活动渗透给学生。还要与企业的动态
发展趋势相结合，使学生能够明确自身的未来职业发展方向和
目标，强化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而在实践教学基地的共建过
程中，高校与企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协作主体，也应该具有一定
的主体意识，明确自身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能和责
任。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信息，要定期与双方进行沟通和交流，
深入贯彻落实“以生为本”的共建原则。除此之外，规范性进
行实践教学平台的构建和规划也极为重要。高校与企业要从育

人工作统筹协调的角度出发，对学生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的细节
进行深入挖掘和优化，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育人效率。 

2 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意义 
2.1 推进高校育人工作的创新发展 
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相关产业也在逐步

进行转型和升级。对于不同的行业和企业来说，在其生产、运
营、管理等领域的方法和模式，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
着先进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也在积极引
进智能的、现代的生产和运营技术，推动着企业各个工作部门
的数字化建设和发展。与此同时，相关企业对于所需要的专业
人才要求和标准，也更加具有多元化和层次化的特点。除了要
求专业人才能够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基础，还要求其能够以促
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先进
技术，能够合理掌握和应用，并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其尝试
研发和创新。基于此，高校在对人才进行培养的过程中，也应
该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共同构建人才实践培养教学平台。加
强人才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充分满足企业的多元化用人需求。
由此可见，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能够为高校的人才培养工
作，在进行创新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向。同时也可以结
合学生的群体特点，展开相对应的实践教学活动，使学生切实
感受到所学专业行业领域的动态发展变化。为学生在进行个人
职业规划发展期间，提供强有力的实践经验参考。 

2.2 为企业输送优秀专业人才 
中小企业数量的逐步增多，在一方面也对相关专业人才的

需求量呈上升趋势持续增长。开展校企协作育人培养，加大对
实践教学平台的构建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企业输送源源
不断的优秀高质量专业人才。企业可以借助于现代学徒制，要
求企业工作人员在进行实践教学和指导的过程中，注重观察和
筛选表现优异的学生，对其给予企业直达通道。不仅能够使学
生在进行校企实训的过程中，就得到充足的锻炼机会，提高自
身的综合实际工作能力，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对新晋员
工在培训时间、人力、物力方面的投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
通过留任部分优秀高校毕业生，也可以在进行校招工作期间，
有效解决企业招工难的问题，更好地组建青年骨干员工队伍，
筑牢企业发展根基。除此之外，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也是
推进市场经济体系持续优化的现实体现。可以将人才结构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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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问题得到有效弥补，也进一步切实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 
3 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问题 
要想创建和开发一个专业、全面的实践教学平台和教学基

地，在资金投入、人员配比等方面的投入成本较大。尤其是对
于操作性较为专业的实践课程来说，在相关材料的成本损耗上
不容小觑。高校如果仅仅依赖于办学资金的调度，或者教学部
门的资金拨款，可能无法顺利的建设和优化实践教学平台。因
此，高校应该同相关企业共同构建实践教学基地，利用企业夯
实的物质和先进的技术，切实改善高校在进行实践教学过程中
的不足之处，充分发挥校企双主体在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的优
势和作用。高校也可以借助于自身在教学方面的优势，为企业
在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训期间，提供专业性质的指导。但是，
综合来看，部分高校在进行实践教学平台的共建过程中，仍存
在诸多的问题。一些企业认为实践教学平台的作用，仅仅是为
学生而服务的，并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因此，对
于实践教学平台的共建工作，没有采取一定程度的重视，影响
实践教学基地和平台的顺利建设。除此之外，部分高校对于企
业的教学主体理念并不强，认为实践教学平台在建成后的主要
使用主体是高校。因此，在创建和管理实践教学平台的过程中，
极容易出现失衡现象，无法与企业进行定期、深入的沟通和交
流，也不利于对学生实际的表现情况进行全面掌握。 

4 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策略 
4.1 合理规划校企实践教学方案 
高校和企业要立足于协同育人的本质目的，全面、合理地

规划实践教学方案。根据不同专业在社会工作岗位中的相关能
力要求和标准，梳理好实践教学的流程和内容，构建实践经验
积累与专业课程理论为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可以结合不同的
实践教学单元，划分特定的实践工作任务。引导学生以个人或
者小组为单位，在企业指导教师的帮助下，共同完成相关的工
作任务，进一步深化自身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高校和企业要
共同参与到实践教学育人活动中来，结合企业对不同岗位人才
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的目的和方向，更新和补充实
践教学的内容。摆脱传统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对于课
程内容的完成，而忽略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高校和企业还要
将优秀的工匠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校企实践教学工作中来。
对于部分实操性较强的工作岗位，可以通过配置单独的实际操
作能力训练，以此来切实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高校还应该尽
可能地同企业合理安排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强化企业对于共
建实践教学平台和基地的主体意识。 

4.2 深化校企实践教学平台管理 
校企在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过程中，要秉承着协同管理的

原则，深化校企实践教学平台和教学基地的管理效率，推进实
践教学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和企业可以各自派遣专业的指
导人员组建成实践教学小组，明确双方教学主体在构建实践教
学平台过程中，所应该承担的职能和责任，并将相关的建设任
务和细节得以细致划分。确保每一项实践教学平台的开发步骤，
都能够得到落实，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平台在育人教学工作中的
积极作用。高校可以吸收和借鉴企业优秀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
式，优化实践教学平台的管理制度，引导学生结合相关的规章
制度，切实强化自身的综合实践能力，丰富自身的理论认知结
构，提高学生的核心就业竞争力。高校和企业还要针对实践教
学平台的建设问题，给予相关的监督和监察措施，加强相关建
设主体的统筹协调发展。将实践教学规划和目的，与实践教学
平台的实际创建情况进行对比。与此同时，高校和企业也不能
忽略实践教学平台和教学基地，在后期进行维护方面的工作。
要定期对教学平台的功能和质量进行考察，按照系统化、规范
化的标准，全面管理实践教学平台，自主引进先进、专业的管

理技术和管理方法，切实提高学生在操作和使用实践教学平台
过程中的感受。 

4.3 注重双师型队伍的建设和开发 
在校企协作人才培养的背景下，高校要同企业打造双师型

教师队伍，并围绕实践教学的内容，提高双师型队伍的综合教
学能力，才能够加强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优势。首先，高
校要强化校内指导教师和企业指导教师在实践教学育人工作中
的责任感，在根本上提高双师对实践教学平台的应用重要性。
高校还要积极引进专业的技术师资人才，为双师型队伍注入新
鲜的生命力和活力，切实提高校企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能力和
水平。可以邀请教学领域的专家，结合目前校企实践双师型队
伍在建设过程中的教学问题，展开针对性的教学指导和帮扶。
其次，高校和企业要围绕实践指导教师的综合能力，合理地配
置奖惩制度。对于在共建实践教学基地过程中，具有突出表现
的指导教师，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在进行职称评定时可以
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以此来鼓励教师自主学习先进的技术。
最后，校企要对共建实践教学平台的双师型队伍，结合专业技
术人员开展相关的实践教学研讨会。以提高实践教学平台的育
人效果为立足点，探索如何合理创新校企实践教学平台的构建
方法，使学生都能够自主融入到校企协作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来。
借助于实践教学课程，提高专业人才的综合职业素养以及实践
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能够整合相关的教学资

源，创建一流的双师型队伍，将高校的教学模式和企业的技术
优势得以充分融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操能力锻炼机会。高
校与企业应该从校企实践教学方案的合理规划入手，加强对实
践教学平台的综合管理质量，开展全方位的双师型队伍能力培
养。在有效改善传统理论化教学弊端的同时，也可以切实提高
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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