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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订单培养　创新校企合作机制
文/程忠国　符　裕　施　伟

教育部陈希副部长在2010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等职

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

改革与发展要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灵活

性和开放性，增强办学活力，不断提高高职教育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广州城建职业学院自2007年独立设置以

来，坚持“以学生成才为本、以质量特色立校”的办学理

念，大力实施订单培养，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机制，深化教

学改革，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明显提高。

一、订单培养，合作育人

近三年来，学院先后与深圳天霖国际货运（集团）有

限公司、广东中旅（集团）有限公司、顺德万辉珠宝有限公

司等企业签订了订单培养协议，在物流管理、旅游管理和市

场营销等三个专业招收学生160名。2009～2010学年继续

探索和实践“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新建和筹建道和钢结

构、中辰钢结构、敏捷工程管理、敏捷工程造价、中星思科

网络、蓝盾信息安全、三禾室内装饰监理、灵风电话营销、

明喆物业管理、凯迪威模具设计与制造、多迪网络科技和香

港嘉宏连锁经营等10多个校企合作订单班，目前订单班学

生规模已达到700多人。“订单育人”实践证明，校企合作

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是造就企业下得去、

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

构建校企合作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抓手。

1.合作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围绕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校企共同参与对“订单”

企业相应岗位所需知识、能力、素质的系统分析，将企业

文化的了解、职业素质的养成及岗位技能的训练等直接列

入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两块四层一贯穿”的课程体系，

即课程体系由“职业素质与专业能力模块”和“综合素质

与能力模块”及“职业群基础与技能、专业核心能力与认

证、综合职业素质与能力、职业发展能力”构成，始终贯

穿“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主线”，突出对学生“订单”岗

位核心职业技能的培养。

2.合作管理教学过程

企业全程参与“订单培养”的教学过程，实现“工学

交替”。一方面把企业一线技术骨干请进学校，让他们在

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中担任主讲或指导教师。另

一方面学生到企业实习，学院要指定专人参与学生管理，

企业要派专人指导和管理学生实习的全过程，其实习成绩

由企业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实习表现及任务完成情况来评

定，并直接纳入学校的学籍成绩管理，以保证学生在“订

单”企业实习工作的顺利完成，以达到“订单”的要求。

3.合作参与专业、课程建设

去年三月份以来，学院开展了课程标准的开发和工

学结合实训教材建设工作，这项工作的基本要求：一是要

聘请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能工巧

匠共同参与课程（教材）的开发；二是要在分析职业岗位

技能需要的基础上，实现教学内容模块化、模块内容项目

化、项目内容任务化、任务内容过程化；三是注重突出学

生主体，以真实的工作任务为载体，体现教师在“做中

教”，学生在“做中学”；四是能力目标明确，实训过程

清晰，突出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保证这项

工作达到预期的目标，各项目组聘请企业一线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直接参与课程标准、教材的编写

及审核工作。现已完成23个专业教学标准、680多门课程标

准的开发和15本工学结合实训教程的编写，形成了适合高

职人才培养需要的较为规范的教学文件。

4.合作参与质量考核与评价

吸收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并将毕业生

就业率、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创业成效等作为衡量人

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主要是聘请企业技术骨干参与

“订单”教学质量的考核与评价。同时，企业积极跟踪实

习生、毕业生的业绩表现，配合学院开展的企业满意度调

查，学院要指定专人参与学生管理，企业要派专人指导和

管理学生实习的全过程，其实习成绩由企业指导教师根据

学生的实习表现及任务完成情况来评定，并直接纳入学校

的学籍成绩管理，以保证学生在“订单”企业实习工作的

顺利完成。企业及时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反馈。

二、优势互补，合作办学

“订单培养”可以实现校企双方的优势互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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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培养”这个合作平台，一方面，充分发挥学校在教

育教学活动中的师资与设施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充

分发挥企业在技能培养和岗位实习培训中的技术与设施的

优势。 

1.合作共建校内实训基地

2009年9月，学院新建的实训大楼1期工程9651.67平

方米交付使用，2010年6月改建的学院实训工厂22715平

方米投入使用，至此，校内实训室总面积达88000多平方

米。“订单”企业充分利用我院场地设施优势，合作共建

校内实训基地。我院与广东省机械研究所的合作进一步加

强，该所已经投入设备80多万元；合作成立的Pro/E，UG

培训中心与合作开发教材均已进入实施阶段。机电系与广

州华冠精冲有限公司合作的生产性实训项目进入运行阶

段，目前已经完成该公司一批产品，产品质量稳定，生产

性实训的流程基本建成。电子系在与广州中星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由企业负责CCNA考证培训、CCNP

考证培训相关课程，学生在校期间，参加CCNA考证，并将

CCNA证列入必考证。

目前，校企共建的校内生产性实习基地要进一步推

进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建设具有真实职业氛围，集产、

学、研于一体的校内“教学企业”。

2.合作建设“双师结构”教师队伍

制定有关激励措施和管理办法，坚持把“走出去，请

进来”落到实处。一是要求专任教师以调研、兼职的方式

走向“订单”企业（一般3个月至半年），与企业共同解决

一些管理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二是聘请“订单”企业技

术骨干来校培训教师的实践教学技能，提高其执教能力。

同时，充分利用“订单”企业的技术优势，建立起了一支

由企业能工巧匠组成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目前已组

建200多人的兼职教师队伍，他们在统一制定的课程标准、

实训（作业）指导书等基本教学文件的指导下，围绕人才

培养目标和具体的课程教学目标开展协调一致的教学活

动，把实践教学任务落到实处。

3.积极参与订单企业的行业技能竞赛，提高学生职业

技能水平

积极利用订单企业的资源优势，提高学生职业技能考

证通过率并参加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如与我院合作的订单企

业中星思科网络公司为我院提供专业软件与设备，将信息产

业部的全国性信息技术认证——国家信息化计算机教育认证

（CEAC）项目的考试内容进行课程转换，使得学生参加职

业技能考证通过率和技能竞赛获奖率均大幅提高。

三、合作就业，建立责任共担的约束机制

学生参与订单班学习很大程度是考虑将来毕业以后就

业的问题，而企业和学校合作开展订单培养是要获得自身需

要的适用人才。因此在招生及学生入学后要做好高职人才培

养目标及订单培养内涵要求的教育，要让学生和家长对“订

单培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合理兼顾企业、学校、学生

三方的利益，构建共同发展、自我约束的合作机制。

1.构建订单培养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和风险机制

首先，订单班组建之前，学院向学生介绍合作单位的

基本情况和订单班的培养目标、选拔条件；然后由学院和

用人单位共同组成选拔考核小组，对自愿报名者进行文化

知识测试、面试和体检；学生被正式录取后，学院打破学

生入学时的专业限制，在相关教学系(部)和专业组建订单

班。由企业和学校根据订单企业及岗位的要求，共同来考

察学生作为“订单培养”的基本条件，为订单班学生在校

期间就成为企业的“准员工”打下基础。

其次，尝试与订单企业一起共建订单培养的激励机

制。一是根据学生的成绩、能力和表现，由企业和学校共

同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二是订单企业为学生提供带薪实

习机会；三是与企业协商缩短或免除毕业后的试用期；四

是将学生在校及在企业实习期间的表现作为学生入职企业

时定岗定薪的依据。

同时，要构建风险机制。即订单班学生与学校、企业

签订的三方协议中，要明确规定学生应履行的义务及要承

担的责任，以增加学生的责任感和就业压力。同时，对违

约的订单企业也要制定相应的处罚条款。

2.强化顶岗实习，为学生就业做好铺垫

作为订单培养的学生只有通过“学工交替”的教学模

式，经历学校—企业—学校—企业的培养过程，才能掌握

更多的职业技能，更符合“订单”企业的需要，毕业时才

有可能顺利就业而成为企业所欢迎的正式员工。我院积极

组织学生到订单企业等校外实习基地开展顶岗实习。外语

系分别组织152人到广交会和桥鑫集团实习；电子系分别组

织119人到华南电网和多迪网络公司实习；机电系与以从化

启泰模具有限公司、深圳翔飞、深圳鑫鸿、江门鑫辉等为

代表的公司签订了校外实训基地，输送了近百名学生参加

顶岗实习。

3.筑巢引凤，合作共建校内创业基地

学院投资380多万元建成了“学生创业园”，准备结合

旅游管理、金融保险、市场营销等专业，校企合作建设校

内生产性实习基地。

近三年来，学院在深化“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也将进一步推进我院面向产

业、面向行业、面向区域，强化与企业的深度合作，逐步

扩大“订单培养”规模，把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

业及合作发展落到实处，建立生、校、企“三赢”的长效

机制。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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