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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化市职业教育联合学校校企合作阶段性总结 

近年来，我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河北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坚

持与企业共赢，助经济腾飞的发展目标，致力于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

建设区域性技能人才培养中心，坚持对接企业、多元合作、长短并进、

内涵发展的思想理念，助推成果转化，将校企合作走出了一条“优势

互补、产学相长、校企共赢”的融合发展之路。 

数控团队还定期到相关企业参与调研实习，学习先进的知识理念

和高端技术，将科研新成果加以浓缩，融入到教材的编写之中，在课

堂上尽力为学生展现数控专业最前沿的知识技术。对于周边企业，数

控团队经常给与技术支持，协助企业解决困难，得到了企业的广泛好

评。 

一、校企合作成效 

校企合作实现了校企无缝对接，为学生搭建了实习、就业的平台，

进一步深化了校企合作。在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的同时，提高了

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声誉，真正实现了校企共赢。

校企合作对学生、学校、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三方共赢的作用。 

1. 校企合作提高了学生的职业能力。 

学生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适应工作需要的能力和速度。而“引

企入校”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1）校企合作使学生提前感受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培养学生

形成良好职业素养的一条重要途径。引企入校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多

的实习机会，而且使学生能够提前了解企业的要求，提前感受企业员

工工作纪律性和工作态度的严谨性。从而潜移默化地规范自己的思想

和行为，提高了职业道德水平和适应能力，为今后在企业的立足和发

展奠定了基础，促进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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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企合作提前培养了学生质量意识。特别是引企入校后，

加入产品合格率等硬性指标后，学生们的质量意识相比纯消耗性实习

提高了很多。职校大多数学生将成为生产第一线的操作人员，他们要

为企业创造效益，产品的质量非常重要，也只有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

才能提高效率。因此，在引企入校过程中，过产品的加工，学生不仅

强化了质量意识，提高了专业技能水平，而且体验了工作的艰辛以及

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劳有所成，劳有所得，这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校企合作使学生的技能水平得到提高。校企合作后，校企

深度合作，学生参与生产性实训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扩展。校企合作解

决了学校实习零件的局限性，同时变消耗性实习为生产性实习。通过

校企合作，学生们半工半读，加工实际产品，经历实践实训，学生们

的操作技能、团队意识、合作意识等综合职业能力都有很大提高。使

学生们更能适应社会、适应企业、适应工作岗位要求，提高了学生们

的就业竞争力，提高了就业质量。 

2. 校企合作促进了学校的专业建设 

（1）校企合作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的良性发展 

校企合作后，学校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会采用“有的放

矢、量体裁衣”的教学手段，给企业培养紧缺人才和储备后备资源，

有效地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2）校企合作使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趋于合理化 

校企合作后，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学校专业教师共同指导

学生操作，共同管理学生，共同管理生产，提高了专业教师的职业能

力和专业水平，有利于教师队伍建设。同时，企业技术骨干被聘请为

引企入校专业的兼职教师，在指导生产的同时，参与专业课教学和实

践教学，参与教研教改，有力地促进了学生技能的提高，使学校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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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师队伍的结构趋于合理。 

（3）校企合作促进了校本课程的开发 

学校引“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能力，

企业入“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效益。因此，双方的目的是相

辅相成的，所以我专业在引企入校的过程中与企业共同分析制订了三

年制人才培养方案。并与企业共同开发了《数控车削编程与操作》、

《数控铣床编程与加工技术》等课程，力求将最先进、最实用的机械

生产技术嵌入现有课程。 

3. 校企合作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益的提高 

通过校企合作培养的学生，会大大缩短学生就业的试用期，因为

学生在学校期间就能了解到企业文化、工作环境、质量要求，这大大

降低了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成本。同时，校企合作能在学生培养阶段强

化学生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这样会有效减少员工的流动性。再有，

企业通过与学校合作，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而且通过

投资学校，回馈社会，能够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校企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谋求“一体多赢”，本着互利共赢的

原则，双方的合作才不断深入。目前，双方合作实行共同组织施工生

产项目、共同举办技术技能培训、共同建设生产实训基地。通过这些，

企业为学校提供了实习实训等物质条件，得到了技术和人才的支持；

学校为企业提供了科技服务和智力支撑，得到了教学设备条件的支

持。 

二、校企合作的条件保证 

1.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和完备的管理制度 

2.拥有“双师型”教学团队 

3.拥有良好的实训基地   

4.拥有相对稳定的校企合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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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多年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学校通过到企业实地考查及毕业生问

卷调查等方式，进一步深入探索出适合学生成材的培养模式。 

“理实一体，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素

质为目标，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从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岗位

职业能力分析入手，依托学校和本地企业，结合专业实际，通过“专

业基础学习（学校）-生产实践（企业）-专业理论学习和技能实训（学

校）-顶岗实习（企业）”的教学过程，完善“理实一体，工学交替”

的人才培养模式。 

“金蓝领、精英班”人才培养模式：随着中职学校教学改革的推

广和深入，我专业结合生源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特色，开

启了“精英班”培养模式。精英班的组建整合了学校优势资源，在教

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等方面都有创新。针对学生

特点，适当精简部分文化基础课程学习，增加专业课课时，大幅增加

实训课时，做到课堂教学出作品，校企合作出产品，技能竞赛出成果，

市场就业出精英。 

“7S 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为了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增强学生归属感，提高学生职业素养，我校长期以来实施“7S管理”

模式，即整顿、整理、清洁、清扫、安全、节约、素养，得到了显著

的效果。“7S管理”的实施，一方面满足了接轨企业文化的需要，与

企业实现无间隙对接，另一方面对于中职学生的素质培养及学校新型

管理模式的构建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思考 

我校数控技术应用经过近两年的实践与探索，初步建成了符合三

年制中职教育特点的校企合作平台。校企合作模式使学生在校内就感

受到社会和企业对员工的需求，掌握了立足于社会需应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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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真正实现了有“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促进了

校企合作的良性发展。 

所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现有的校企合作模式。针对不同

形式的生产性实训，采用应灵活多变教学组织形式，如采用弹性学制

等。要对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进行大胆改革，积极倡导项目式、过程

式、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模式，以适应生产性实训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