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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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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强调，要把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作为职

业教育提高质量的重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要坚持产教融合发展，走开放融

合、改革创新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道路。“工学结合”、“产教结合”不仅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提出了新

的要求，而且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高职院校学生思政教育应立足“工学结合”、“产教

融合”的实际，全面分析因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给学生思想上带来的困惑，从“校企资源融合、教育时空融

合、党政管理融合”入手，实施“全员参与、全过程教育、全方位保障”，来提升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工学

结合思政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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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XIANG Guang-chun

(Zhejiang Industry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Medium and Long Term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lan (from 2010 to 2020)

emphasizes that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combining work with study should be the overriding priorit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o-

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Pla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from 2014 to 2020)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adhered to, and the road of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integr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should be taken.“Combining work with study”and“integration of in-

dustry and education”not only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eaching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ut also present new

challenges for the work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ality of“combining work with study”,“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com-

prehensive analysis should be made due to changes in learning,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ideological confu-

sion. Proceeded with“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college and enterprises,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space and tim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administration,“all staff participation”,“the whole course of education”,“all-round protection”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 of work-study combin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post internshi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强调，要“实行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1]《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 指出，要

“坚持产教融合发展，走开放融合、改革创新的中

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道路，推动职业教育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推动专业

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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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过程对接，实现职业教育与技术进步和生产

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促进经济提质

增效升级。” [2-3]而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

接”，必须把课堂搬到企业，走“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之路。“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对

高职院校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高职院校工学

结合学生思政教育应在全面分析学生思想困惑的基

础上，从“整合资源、跨越时空、系统推进”入

手，实施“全员参与、全过程教育、全方位保

障”，来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工学结合思政教育效果。

一、“工学结合”时期学生的思想困惑
类型及表现

工学结合时期，学生产生的思想困惑一般可归

纳为两类：

（一）认识偏差类。这里的认识偏差，是指学

生对“为什么要进行工学结合？”、“工学结合学什

么？”以及“工学结合怎么学？”等问题认识不到

位、认识不全面而产生认识偏差，并由此引起的思

想困惑。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几种现象或情绪：一是

埋怨“实习岗位不对口”；二是埋怨“被廉价劳动

力”；三是埋怨“没事情做浪费时间”等。究其原

因，主要还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引导不到位、不

充分。

（二）行为偏差类。行为偏差是指学生在工学

结合期间不能适应企业的文化、不能适应企业的规

章制度、不能适应企业的劳动强度等而产生行为上

的偏差，并由此引发的思想困惑。具体表现为以下

几种：一是人际关系处理不佳；二是工作上怕苦怕

累，埋怨工作时间长；三是工作迟到、旷工；四是

工作消极怠工等[4-5]。

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角色转换

问题。即学生还把自己当成“学生”，没有把自己

当作“员工”，角色转换不及时[6]。当然，也不可排

除企业制度上的缺陷、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等。

二、从教育管理角度剖析学生思想上存
在困惑的原因

（一）教育安排缺乏系统性。从工学结合学生

思想教育的过程来看，大多数学校还只是停留在阶

段性的动员教育和出现问题时的补救措施，系统性

不够。据调查，学生工学结合实践的思想教育大都

安排在工学结合布置阶段和下企业前的动员，动员

的组织形式大都是以班级班会形式和集中动员形

式。而由于大部分学生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社

会经验，对社会或企业的职业认知缺乏感性认知，

处理社会问题的心理准备不充分，势必出现诸如吃

苦能力差，缺乏积极心态等问题。

（二）管理制度缺乏可操作性。从工学结合学

生思想教育和管理的制度来看，虽然大部分高职院

校都有一套系统的工学结合管理制度，但由于“工

学结合”的复杂性，决定了许多制度很难得到很好

的落实，尤其是企业指导老师的作用难以发挥。另

外，由于学生工学结合地点分散到全省各地，再加

上学校指导老师与学生人数的匹配相差太大，因此

学校指导老师大部分只能通过电话或QQ等方式沟

通，指导效果也很难得到保证。

（三）教育内容缺乏全面性。从工学结合思想

教育的内容来看，大部分高职院校停留在工学结合

的重要性、工学结合对专业能力提升等方面，对工

学结合实践的作用过于“理想化”，过于强调专业

技能方面的正向作用，忽视挫折教育，使学生把

“工学结合”与“专业技能的提升”对等。而学生

一到企业，现实与老师强调的及与学生自己所期盼

的有差距，导致学生各种失落感和不满情绪油然而

生，影响工学结合实践的顺利进行。

（四）校企沟通缺乏有效性。从校企合作工作

协调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校企在商谈工学结合合

作事项或者企业在给学生进行宣讲时所承诺的条件

在学生实践工作中没有很好地体现，使学生有“被

骗”的感觉，造成思想问题；另一方面是企业在管

理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或者企业管理工作不到

位，对校企合作的有关条件执行不到位而引发学生

不满等。

三、工学结合实践学生思想教育应把握
的原则

（一）分类区别对待教育的原则

由于高职院校学生工学结合实践的形式趋于多

样化，如“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勤工俭学、定

单培养、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和顶岗实习等不同的类

型；从工学结合的学习方式看，有先理论学习、后

岗位实践的，有理论学习和岗位实践交叉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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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纯岗位实践的等；从工学结合学生群体来看，

有相对集中的，有相对分散的；从工学结合的时间

分布来看，有大二进行工学结合、有大三进行工学

结合等等。因此学生工学结合实践的思想教育和管

理必须根据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

式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

（二）与专业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高职院校学生工学结合实践的目的之一是提高

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在工学结合

企业的选择、实习岗位的确定等方面，应把“专业

对口”放在首位，把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实施、专

业能力提升要求等内容纳入工学结合思想教育的全

过程，要根据不同年级专业能力不同的实际，有的

放矢，区别对待，如对于在大二学生参加工学结合

的，他们的专业知识不是很扎实，通过贯穿专业教

育，使他们正确对待在工学结合中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引导他们通过了解企业对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的需求情况，以便回校后有针对性地、有重点地学

好专业知识；对于毕业班学生参加工学结合的，要

把学生的毕业综合实践（“毕业论文”）的教育与

工学结合教育相结合，以提高学生参加工学结合实

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与职业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诸如职业道

德、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吃苦精神、团队精神和

人际交往能力等非专业素质被企业更加重视已成共

识。在工学结合实践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

业不可能把重要的岗位和工作任务让学生去试验，

因而想通过一次工学结合就能提升专业能力是不现

实的。因此，工学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将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贯穿于学生工学结合实践教育的

全过程，使学生懂得除专业技能外的其他职业素质

的培养也是工学结合实践的重要内容。

（四）与就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随着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能否找到一份合适

的工作正困扰着每个大学生，而工学结合实践是给

大学生提早进入社会、提早体验就业的一次大好机

会。因此通过在工学结合学生思想教育中贯穿就业

形势教育，有利于他们更加珍惜工学结合的机会和

平台，及时调整好心态，正确面对工学结合实践中

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确保工学结合实践的顺利

完成。

四、创新工学结合时期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对策

（一）校企资源融合：实施教育队伍的“三位

一体”，实现全员参与

为了使工学结合实践学生的思想“认识到位、

指导到位、管理到位”，要融合校企双方的人力资

源，集聚“企业指导老师、学校指导老师及学生骨

干”的三方力量，实施教育队伍的“三位一体”，

实现全员参与。

1. 挖掘“师傅”潜能

学生在工学结合实践中，企业指导老师（“师

傅”）担负着指导、帮助学生了解企业文化、工作

流程，手把手指导学生完成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

要求的重要职责。因此，如何挖掘“师傅”的潜

能，有更多的精力来指导、关心、关爱学生，确保

学生“工作用心、生活舒心”至关重要，这也是工

学结合学生思想教育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师傅”

本身工作较忙，校企双方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激励

“师傅”担当起这份责任。如学校可以通过评选优

秀企业指导老师、企业奖惩制度激励等方式，提高

企业指导老师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用足“导师”优势

学校指导老师（“导师”）在学生工学结合实

践中扮演者多角色的作用。一方面要与企业或企业

指导老师的协调和沟通，协调学生在企业工学结合

实践的工作任务安排；另一方面要了解掌握学生在

工学结合中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状况，帮助和指导学

生解决工学结合中的实际问题；同时还要与学校和

学生班主任沟通，及时反馈有关信息等。因此，

“导师”在学生工学结合实践的思政教育中，肩负

重任。但是由于学生工学结合实践地域的分散性、

学生个性的多样性，“导师”的工作难度、工作压

力很大。因此，高职院校要采取“待遇激励、工作

帮扶、生活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政策，鼓励“导

师”主动参加学生工学结合管理，用足“导师”优

势。

3. 发挥“骨干”作用

学生是工学结合实践中的主体，因此充分发挥

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等在工学结合实践中的带头和

自我管理作用尤其重要。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激

22



第17卷 第1期

励“骨干”的作用，来实现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和自我发展的目的。如评选优秀实习学生、专项

奖学金评选、列为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内容等。

（二）教育时空融合：实施教育时空的“三位

一体”，实现全过程教育

为了使工学结合实践学生的思想“认识到位、

指导到位、管理到位”，要融合教育时空，实施教

育时空的“三位一体”，推进全过程教育。

1. 工学结合前教育充分

工学结合前教育是确保学生工学结合实践思想

稳定的关键。工学结合前教育不只是学生下企业前

简单的动员，而是学生参加工学结合前在校期间的

全过程教育。

首先，从基础教育角度看。通过系统教育，提

升学生的职业意识。如大一新生入学专业教育、职

业生涯教育；职业意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职业

品质教育；就业形势教育、企业文化培育；吃苦耐

挫能力培育、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培育等。

其次，从工学结合实施前角度看。要通过各种

途径和方式，确保教育引导到位。如通过“实习主

题班会、实习动员会、企业宣讲会”等，使学生明

白“为什么要工学结合、工学结合学什么、怎么学”

问题。同时要做好详细策划、安排足够时间、纳入

实践计划，确保教育引导充分、到位，不走形式。

2. 工学结合期间教育到位

工学结合期间教育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关键

的一环，有别于工学结合前教育的“虚拟性”，学

生直接面对陌生的真实企业环境、社会环境，与当

初的“期待”相比大多会出现心理上的“落差”，

因此校企双方教育是否到位事关重大。

从企业角度讲。一方面通过组织策划好岗前培

训，对学生进行企业文化、企业规章制度等教育引

导，使学生尽快熟悉企业、融入企业；另一方面通

过安排企业指导老师（“师傅”），采取“师徒”

关系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结对教育和帮扶，使学生

逐步适应、熟悉岗位工作流程和岗位能力。

从学校角度讲。一方面安排学校指导老师“进

驻企业”、“走访企业”等方式，通过建立 QQ 群、

微信圈等方式，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协调解决

学生在企业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通过

学生原班主任和家长，协同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

三是通过选拔实习学生中的学生骨干辅助校企指导

老师进行教育和管理。

3. 工学结合实践后教育跟进

做好工学结合总结工作是学生工学结合实践思

想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为下一批实习学生思想教

育的重要铺垫。工学结合实践后教育跟进包括两个

环节。

一是总结环节。总结环节主要对本次的工学结

合进行全面的回顾、梳理、反馈，扬优补短。包括

组织评选优秀企业指导老师、优秀学校指导老师和

优秀工学结合学生评选活动，并进行表彰，达到

“榜样”的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总结整个工学结合

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为下一步

学生工学结合实践的组织和思想教育积累经验。

二是交流环节。交流环节主要通过组织工学结

合实践中表现优秀的学生与下一年级学生就工学结

合的有关话题进行面对面沟通、互动，与下一批工

学结合学生分享实践中的收获和感悟，达到同辈交

流、信息共享、互相促进的作用，形成工学结合思

想教育的良性循环。

（三）党政管理融合：实施教育组织的“三位

一体”，提供全方位保障

为了使工学结合实践学生的思想“认识到位、

指导到位、管理到位”，还需要党政管理融合，实

施教育组织的“三位一体”，全方位保障学生工学

结合实践。

1. 党建引领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职院校党的建设的重

要内容。因此，在工学结合实践中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高职院校党组织必须主动跟进，起到党建引

领作用。

首先要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要根据学生工学

结合实践的实际，把学生党建工作从校内延伸到校

外，通过设立实践基地学生党组织、校企联合党支

部、临时学生党支部、企业班党小组等方式，使学

生到哪里，党组织覆盖到哪里。

其次要创新学生入党考察方式。党组织把学生

在工学结合期间的各方面表现作为学生入党积极分

子、建党对象、预备党员的考察的重要内容，教育

引导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工学结合实践中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

再次要创新入党培训方式。要根据实际，在党

校培训的组织方式方面要与时俱进，要充分整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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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党校和企业党建资源，灵活设置培训内容和培训

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方便服务学生

工学结合实践。

2. 服务到位

学院行政机构是学生工学结合实践的组织主

体，在组织安排学生工学结合实践过程中，要从传

统意义上的“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

一是满足学生需求。在企业选择方面，以有一

定规模、一定培训经验、一定知名度的企业为目

标，通过走访、洽谈、协议落实；在岗位选择方

面，以学生专业对口或相对对口为原则；在培训内

容方面，以学生关注的问题为切入点，满足学生学

习需求和岗位锻炼需求；在过程组织方面，把学

习、顶岗、就业紧密相连，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

需求。

二是提供必要保障。必要的物质手段有助于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一方面，学校主动与企业

协商，建立工学结合的激励机制，通过合理的激励

措施，提高学生工学结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

方面，学校要为工学结合实践工作设立专项经费，

为学生吃、住、行及安全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

三是关心关爱学生。要定期组织教师到企业，

与企业指导老师、学校指导老师、学生座谈沟通交

流，了解学生工学结合实践的思想状况和工作状

况，及时与企业协商解决学生在工学结合中出现的

困难，为学生释疑解惑。另一方面，要利用节庆日

的机会，下企业慰问学生，使学生体会到学校对他

们的关心和关爱。

3. 团建促进

一是在主题教育活动中发挥作用。在工学结合

实践教育过程中，共青团组织根据工学结合实践的

特点和学生思想的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主题团日

活动，提高广大团员对工学结合的正确认识。

二是在寓教于乐中发挥作用。通过开展以工学

结合为主题的演讲赛、辩论赛、校友访谈、结对交

流等活动，将教育和娱乐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寓教

于乐中得到领悟。

三是在民主建设中发挥作用。在学生党员发展

的民主推荐中，各级团组织把学生在工学结合实践

的表现列入推荐的重要考察内容，通过广大学生的

民主监督，促进他们在工学结合实践中起模范带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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