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训场所与企业对接制度

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实训本着与企业实际和工作过程相对

接，与企业工作实际贴近，学生实训过程与企业一致。中等职

业教育要以教产合作、校企一体和工学结合为改革方向,着力推

进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深度对接,

紧密结合行业企业,不断改善实训基地的实训条件,积极探索校

内实训基地建设校企组合新模式。近年来,我们对校内实训基地

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一、校内实训基地企业化运作的特点

校内实训基地企业化运作是传统的校内实训基地功的拓展,

是对学生动手能力的高层次培养,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就业创业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实训基地企业化运作的

基本特点是实训设备布局生产化、工作氛围车间化、生产任务

真实化、管理模式企业化,成果评价市场化。即参照企业车间布

置设备和风化营造氛围,校内实训基地的实训任务来源于企业

真实的生产产品:对产品的用途,性能、设计、选材、成本。工

艺选择、验收标准、完成时闸等都按照企业生产的要求实训期

问格参照企要求执行考勤、调度。计划、制品、定置、统计,及

安全文明生产管理等制度,从而实现实训过程与生产过程的一

政;校内实训基地生产的产品的质量、效率,成本、工艺选择等

不但要接授学树教学标准讯价还要执行企客府对产品的衔综合

讯判。因此,校内实训基地企出化牌僬的最大特点是学生在校内



就可以感受企业真实的生产环境、生产供料和市场化的评价标

准,从而体现理实一体化衔接衔的基本要求。企业真实的生产环

境、生产任务和市场化的评价标准,从而体现理实一体化教学的

基本要求

二、校内实训基地企业化透作的基本原则

(一）投资主体多元性原则

实训基地建设要寻求不同的校资资金的来源渠道。积极利

用国家对职业教育大力支持的政策,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

策和财政的文持。同时,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企业进行极资共

建,实现建设主体多元化筹资方式多样化。从而提高师资技术和

生产水平,推动基地的建设。

（二）实训设餐具有生产性原则

实训基地的设备要与企业的生产设备一致,实调的过程要

与企业的生产加工过程一致,要具各产品生产功能。

（三）管理模式企业化原则

实训基地企业化运作必须引进真实的工作情境、文化氛围

和管理模式,按照企业的生产流程来布置实训设备。

三、校内实训基地企业化运作的主要模式

(一)企业主导模式

企业主导模式即以企业为主体,开展生产和实训的一种模

式,即由学校提供场地和管理,合作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师资

支持。主要类型有以几点:

1.订单培养型

行业或企业主动到职业学校开设“调单"班,校企双方签订



人才培养“订单”协议。学校根据“订单”培养合作协议,一方

面按照企业的订单,定向为企业培养后备技能型人才,培训在职

职工;另一方面,邀请企业领导和专家指导学校专业建设、课程

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制院。企业根据协定期安排具有实践经验的

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并且接纳学生到企业的实习和教

师的实践活动。学生在校期间就是企业的准员工。

2.并建共享型

即学校和企业双方协商共建共享校内实训基地,它能够解

决实训基地硬件设施与企业真实生产的“一致性"问题、即生产

设各、工艺、产品,以及生产管理流程和制度与企业生产环境一

致，这种合作模式，有利于实现将公司部分生产车间的设备搬

入到学校，并安排技术人员共同承担生产实训教学和课程开发，

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建。

（二）学校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学校为主导来组织生产和实训，投资的主体

是学校。利用自身的办学资源，依托专业优势，人力资源和技

术实力，建设具有独立所有权的实训基地。采取工学交替的方

式进行实训，运用市场机制运作，实行企业化管理，即在生产

产品、经营业务或技术研发的同时，完成对在校学生的实训教

学任务。主要类型有：

1.来料加工型

主要是指利用学校现有教学设备，主动承接企业的各种产

品生产业务，学生在实训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生产和实训任务。

变单纯的消耗性实训为生产性实训，既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



和职业能力，降低了实训材料支出，又解决了学生的部分生活

费。

2. 技术推广型

主要是指学校利用自身师资资源，积极组建技师工作室、

创新团队等组织引导师生面向企业和生产一线开展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同时把学校的研究成果向企业进行技术

推广，从而真正提高师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技术服务型

学校利用校企互派的形式，鼓励师生参与企业的新产品研

发，走“产学研”一体化的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方向。为提高师

生的创新能力，保证学校的实训教学与企业生产的高度融合。

四、校内实训基地企业化运作的实践成效实训基地企业化

运作模式仍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总结前一阶段的做法，学校开

展的实训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一）实现了中职教育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中职学校学生的实训一般是执行教育部门制定的计划，因

此，学生在校所接受的实训教学与企业的实际岗位有一定的距

离。而通过实训的基地企业化运作，使教学计划的制订和教学

过程的执行都更符合企业的需求，从而实现学校与企业的“无

缝对接”。

（二）提高了教师的实践能力

实训基地企业化运作为专业教师提供了提高业务能力和实

践能力提升的好机会。专业教师的参与，还能够加强学生的实

训安全管理、纪律管理，协调校企之间突发的事情，保障了校



企合作长效运行。

（三）实现了多种教育资源的开发

生产实训不仅仅停留在产品生产上，并且学校紧紧围绕企

业的生产实际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规格，校企共同开发：人才

培养方案、专业能力标准、实训教学计划、课程教材、信息化

教学等多种资源。

目前，通过实训基地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实践，创新了办学

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评价模式，加强了师资队伍

建设，总结出的成果，可操作性强，成效明显，提高了学生的

综合职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