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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企合作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由于院校定位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差

异,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开展校企合作时与学术型大学及高职院校应有所区别。国内应用型本科院校已经形成

了几种主要的校企合作模式: 以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校企合作; 以科研为主要目的的校企合作; 教学与服务相结

合 在企业进行的生产性实训。但在各种模式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与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还有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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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

扩大,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对

社会日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国家新建

(包括升本 )了一大批本科院校。这些学校的办

学方向应有别于学术型大学,直接为本地的行业

和企业服务,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实

现校企合作是实现这类学校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

目标的关键。但是由于取消了部门办学, 原有的

行业办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被割裂, 新建的大

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因

此, 虽然国家从政策层面反复强调校企合作,各地

高校也都在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模式, 但是从总

体上看,应用型本科院校游离于企业和产业之外

的状态尚未得到彻底改善。在高等教育多样化发

展的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如何在明确自身定位的

前提下,探索同时具有  应用型!和  本科教育 !特

点的校企合作模式甚为关键。

从 2008年 6月开始,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潘懋元教授带领的  十一五 !规划重点课题  高

等教育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课题组先后在

北京、湖北、江西、福建、河南、上海等地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调研, 了解和分析了我国应用型本科

院校的发展现状, 以期为未来这类高校提供一个

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本文探讨了应用型本科院

校开展校企合作的特殊性,结合国外经验和实地

调研总结了多种合作模式,并对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分析。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校企合作的特殊性

校企合作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

的生存和发展都意义重大。但是, 由于人才培养

规格不同、在创新型国家战略体系中所处位置的

不同、实现职能的侧重点不同,应用型本科院校与

另两类高等教育机构即学术型大学和高职高专相

比, 在开展校企合作时有其特殊性。

(一 )高校职能的侧重决定了校企合作的重

点不同

校企合作既有利于人才培养, 也促进了科学

研究,更是服务社会的主要内容。但不同类型的

高校对于三大职能的侧重不同, 对国家竞争实力

的贡献不同,因此校企合作的重点也不同。

比较而言,学术型大学更加侧重于科学研究,

致力于让我国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处于国

际领先的地位,其服务社会的职能主要通过科研

成果向生产领域的转化来实现。校企合作的重点

在研究领域:与企业合作进行科技研发、研究成果

的资本化及其向生产要素的转化, 一般以项目的

形式共同参与研究开发项目并进行相关的技术转

移, 其研发项目代表了本行业的领先水平。这类

校企合作有望实现整个行业的技术突破, 从而取

得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优势。

高职高专院校侧重于教学职能即培养技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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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服务社会的职能主要通过开展职前职后

培训来实现, 其校企合作侧重于教学过程。高职

学校通常成立由相关企业人士为主构成的专业委

员会,企业与学校在专业培养目标的论证、教学计

划的制定、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校内外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等各方面进行合作,企业可以直接地全

方位地介入学校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这类合作

的目的是增加高职学校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

满足国家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对于技术人才的

需要。

应用型本科院校居于两者之间, 既重视实践

教学又要加强应用性科学研究, 其服务社会的职

能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咨询以及应用性研

究成果等方式实现。校企合作一方面重在学校为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另一方面在于企业为学校提

供实践教学的条件。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中小企业

解决技术问题,帮助中小企业设计开发新产品,提

高我国工业企业整体的生产能力以及技术含量,

帮助出口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开发高附加值的

出口商品,实现出口产业链的升级,摆脱原来在全

球贸易中的尴尬地位。

(二 )不同类型高校的区域特征对校企合作

的影响

学术型大学拥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其学术研

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我国一般为 985大

学, 都是部属高校, 面向全国招生, 其公共资金主

要来自于中央财政拨款。与这类学校合作的企业

一般是国内甚至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 在本行业

具有技术领先地位。

高职高专院校一般是市属院校, 面对本地区

的经济发展服务,因此要适应本地区的经济结构,

培养当地企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满足企业对技

术能力的需求变化。这类院校数量众多, 目前已

有一千多所,其合作方式以工读结合为主,学生在

其学习过程中多次进入合作企业进行实习实训。

参与合作教学的时间长、频度高、学生数量多。无

论从适应性还是从成本控制的角度考虑, 合作企

业主要是高校所在地的中小企业。这也造成了高

职院校校企合作的不均衡现象。经济发达地区企

业集中,对技术人才需求量大,有意愿也有能力提

供大量的合作教学的条件,因此校企合作成效显

著, 如上海、宁波等地校企合作的势头正旺。

应用型本科院校一般是省属高校,除了在经

济发达的大都市和省会城市比较集中之外, 一般

比较均衡地分散于各地, 基本上每个地级市有一

所应用型本科院校, 该类院校不仅成为一个地区

的教育文化的中心, 同时也是本地区的科学技术

服务中心。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以满足本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主,同时辐射周边地区,并向

经济发达地区输送技术人才。其科研成果的转化

以及技术服务和咨询业务也必然与本地经济结构

紧密相关,为本地区重点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服务。

这类大学需要与本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建立广泛的

联系,不仅与单个企业合作并为之提供服务,更重

要的是与多家企业共同组成研究中心对本行业带

有普遍性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 推动本地区重点

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如江西省赣南师范

学院地处江西赣州, 当地优势产业是脐橙种植以

及果品储藏和加工。该校与赣州市果业局、赣州

市农业局、赣州市柑橘科学研究所、上海温兴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等 6家单位通过会员制形式组建了脐橙工程研究

中心。中心整合学校、研究机构、企业和行政部门

的资源,既增强了研究能力, 培养了研究人才,更

可以为该地区从脐橙种植到加工的整个产业链提

供技术支持,其目标是建设成为脐橙产业技术的

创新中心、转化中心、辐射中心及人才培训基地。

(三 )不同人才培养目标对校企合作的影响

学术型大学以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为主要目

的, 其中包括应用型研究人才。其培养人才的重

点在研究生阶段。本科教育是为研究生教育打基

础, 因此以通识教育和基础理论训练为主,较少将

本科生派往企业接受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研究

生则通常参与校企合作的科研项目, 以科研促进

教学,既获得研究经验提高了研究能力,也可以更

好地为将来在企业界进行应用性研究作准备。

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强的技术工

人, 其目标是与企业的无缝对接。最为典型的是

订单式培养,学校招生与企业招工融为一体,学生

一入学就与企业挂钩,  厂校结合,工读交替 !,在
一定的学制年限内, 多次反复安排学生进入工作

岗位,从见习到实训到顶岗实习, 由基础到专业知

识循序渐进,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学校教育与工

厂培养相辅相成, 不仅学习岗位技能而且融入企

业文化,真正实现学校与企业的零距离。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在高新技术产

业链中工作,可使研究工作深化、生产工艺水平和

营销管理水平提高的  研究开发型!、 集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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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工程技术应用型 !的中、高级应用型人

才
[ 1]
。从职业带理论来说,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培

养目标指向技术员与工程师的交叉区域, 即高级

技术型人才或初级、中级工程型人才,也就是技术

教育与工程教育在本科教育层次上交叉部分。对

文科来说,培养的则是应用文科理论为社会谋取

直接利益的人才
[ 2]
。

与学术型大学不同,应用型本科生培养重视

实际工作能力而不是学术研究能力; 重点不是知

识的积累和创造,而是知识的应用。因此,这就要

求在教学内容上将学科知识体系与实际工作过程

结合,在教学方法中将理论教学与实习实训结合,

在教学成果的检验中将毕业设计与设计样品的制

作、安装、调试结合。这些教学要求必须在本科教

学过程的各阶段通过校企结合才能得以实现。

与高职高专培养技能型人才不同,他们不要

求具体的岗位操作技能, 而是要具备研究、开发、

设计、制造、营销、管理等实际工作能力。因此一

方面需要进行系统的学科理论学习, 一方面需要

在企业进行见习与实践教学,了解企业的实际工

作过程和工作需要,将理论与实践需要融会贯通。

在实践教学中,学生不仅要了解一个企业的需求,

更要掌握整个行业的现状和未来技术发展的趋

势, 这样的毕业生才不仅有即时性的技术,而且具

有前瞻性的眼光和迁移能力,能够成为适应企业

发展的技术骨干。这就要求在校企合作教育中,

除了个别专业为当地大型支柱企业服务, 由企业

赞助组建专业学院或专业班之外, 大部分专业不

宜进行订单式培养。虽然教学计划、课程开发、教

学内容可以参考企业和行业的需求及时更新,但

是应在全行业的范围内组织专业委员会, 必须在

本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专业委员

会的建议只能作为课程开发的参考, 教学计划不

能放弃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校企结合的具体方式

从各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校企合作的实践来

看, 其设计安排灵活多样,有以教育为目的的校企

合作,有以科研开发为目的的校企合作,但更多的

合作方式是将大学的三个职能融为一体, 使双方

实现共赢。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起步较晚, 开展

校企合作的时间不长, 但是也已经在实践中取得

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一 )以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校企合作

这一合作方式主要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

的, 主要包括三种形式: 一是企业受大学的邀请参

加专业委员会,为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

提供意见。二是企业向应用型本科院校派遣兼职

教师,帮助大学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如北京联合

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规定各学科在教师编制中要有

25%的社会兼职教师
[ 3 ]
。三是企业与大学联合

建立实验室和实训中心, 如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与

国内外企业合作, 建设了高水平的联合实验室和

研究中心。其  现代工业实训中心 !与德国博世
集团、德国西门子公司、美国德州仪器、美国盖勒

普公司等企业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与上海纺织控

股集团公司、上海航空公司、上海地铁运营公司、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等企业集团合作, 共建设了 7

个高水平的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 4]
。四是企

业为学校提供实习和实训场所。

(二 )以科研为主要目的的校企合作 合

作研究中心

前述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与企业以及政府相

关部门合作的脐橙工程研究中心, 围绕以脐橙为

主的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开展工程化研究、

集成、示范与推广, 在育种与栽培、土壤与肥料、营

养与生理、病虫害防治、果品贮藏与加工等方面进

行科研攻坚。其中主要实验室如工程中心、质检

中心、土壤与肥料实验室、营养与生理实验室、病

虫害防治实验室、苗木脱毒实验室、贮藏与加工实

验室等均设立在该校的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此

举无疑将大大充实该校的科研实力, 提高其科研

水平。

(三 )教学与服务的结合 在企业进行的

生产性实训

以深厚的职业教育基础为背景, 德国的应用

型大学非常重视基于工作的教育 ( work based ed

ucation) ,形成了完善的实训教学制度。德国应用

科技大学 FH在 8个学期中安排 2个完整学期的

实习。第一个实习学期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通过

实习,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本专业的

基础工程技能,了解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过程,第二

个实习学期旨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工科

专业的学生在此时要承担接近工程师要求的任

务, 实习学生要在企业中由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或

经营管理人员指导, 完成实习任务
[ 5]
。学生在实

训期间的活动既是学习也是工作。作为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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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续, 学生接受企业兼职教师的指导, 实训后、

实习结束时除要由企业出具实习证明外, 学生必

须完成实习报告由教授给出成绩。作为实习性质

的工作,企业向学生支付报酬,如下萨克森州一般

为每月 600- 800马克的报酬,这可以视作学校向

企业提供劳务。

我国的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在企业建立了许多

实训基地,截止到 2007年, 上海电机学院签约的

实习基地就有 68家,主要是一些大中型企业和一

些高科技 IT企业。

(四 )教学、科研与服务的结合

第一种模式是教师走出去。应用型本科院校

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脱产挂职或者利用业余时间在

企业兼职,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通过咨询活动,

教师把在实际应用中获得的知识带回课堂, 课程

会因为现实中的例子更加生动, 促进教学与实践

的结合,同时还能为学术研究带来新的问题和新

的需求。上海电机学院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

实践, 2008- 2009学年该校派遣了 8位教师到企

业挂职,主要是刚分配到校的新教师,一方面为企

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让新教师接触实际工

作, 为以后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打好基础。

电子信息学院派遣两名刚硕士毕业的新教师到相

关企业挂职一年, 其中一位教师在挂职期间为企

业完成了一项重要的软件开发任务, 受到企业的

好评和挽留,挂职期满该教师回到学校工作,但是

却保持了与挂职企业的合作。江西赣南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的多名教师身兼多家企业的咨询顾

问, 常常将企业咨询的问题带到课堂的案例教学

中, 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种模式是将企业需要带进来。教师根据

所服务的企业的需要安排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在

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 应用型大学的学生不

必撰写毕业论文, 但必须完成毕业设计。毕业设

计必须解决实际的生产问题,所以一般由合作企

业根据在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提

出。设计成果不仅要设计出图纸而且要出样机或

样品,并参与安装、加工、调试。毕业设计包括从

选题到完成样机样品的全过程, 保证了设计成果

的可行性,做到了设计 -工艺的一致性,对培养学

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使之成为应用型工程师非常

有利,其设计成果一般都可送到生产企业中被应

用。这是将教学与科研、服务的完美结合,既完成

了对学生的教学过程, 又形成了新的应用性研究

成果,同时顺利实现了研究成果的产业化,为企业

提供了新产品开发的服务。我国很多工科类院校

也在实践和探索将毕业设计 (论文 )与企业需求

相合作的道路。据称, 重庆文理学院工科类专业

毕业论文选题来自企业, 并在企业完成的达到

50%
[ 6]
。调研中我们发现,上海电机学院非常重

视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与企业的合作, 其工科类专

业毕业设计 (论文 )选题中,半数以上来自企业。

三、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校企

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 ) 与企业合作开展的实习实训不能满足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虽然应用型本科院校都非常重视实习实训这

一实践教学环节, 也多方联系积极利用各种有利

条件,建立了不少的企业实训基地,但是很多实训

基地徒有虚名,能够成规模接纳实训学生的企业

不多,实习实训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在企业进行实习的时间较短, 时间安排上

不够合理。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第一个实习学期

安排在专业学习和专长学习之间,即第三学期,使

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得以拓宽技能和能力,

同时对职业有一定了解,获得一定的职业尝试,第

二个实习学期安排则在第七或八学期进行, 要求

学生到企业从事本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并

进行毕业设计
[ 7 ]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企业集

团办学的高校,上海电机学院积极发挥其隶属上

海电气集团的优势, 创造各种条件安排落实企业

实习实训。该校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中, 为各专业

学生提供至少两次到企业实习或实训的机会。一

般在第一学期安排 1周时间的见习, 主要目的是

让新生通过参观相关企业了解本专业的职业性

质。一周内安排四、五家企业让学生参观,增强感

性认识。在第八学期安排毕业实习。如果毕业设

计的选题来自企业, 则可以通过实习期间在企业

调研搜集资料,然后学生回到学校进行毕业设计

或毕业论文的写作。从总的实习时间看, 整个大

学四年的实习时间不到一个学期, 与德国应用科

技大学的整整一年的实习安排相比, 还是有很大

的差距的。从实习安排的时机看, 一入学就进行

实习,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 只能是走马观花,无

法像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学生那样可以通过第一

个实习学期掌握本专业基础工程技能, 了解企业

生产和管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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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习内容以参观为主, 学生很少能得到动

手操作的机会。虽然学校非常重视生产实习,学

生也非常希望获得实际工作的经验, 但是很多企

业不愿意提供专门的技术人员和生产设备来安排

实习生进行生产性操作。由于我国的合作企业并

无德国  教育企业!的身份,它们对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并不承担义务,因此学校深感无奈,只能退

而求其次,通过在学校建立工程中心或者建立仿

真环境下的模拟实验室来提供动手实践的机会。

3.企业很少提供劳务报酬。由于学生到企业

实习很少能够在第一线进行生产性操作, 没有机

会为企业创造价值, 因此企业不可能付报酬给实

习学生。相反,由于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学校反而要向企业支付实习费用。因此这种实习

没有能够实现教学与服务的结合。

4.毕业实习难以有组织、成规模地开展。开

发能够成规模实习的合作企业对应用型本科院校

是一大挑战。一般来说工科类专业较容易落实集

中实习,经管类专业则难以集中实习。依托上海

电气集团的资源优势, 上海电机学院电气学院的

毕业实习基本上能够由学校组织, 成规模地在对

口企业和岗位上进行。 2008年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专升本 )专业 30人中, 8人在上海汽轮机有

限公司实习, 9人在汽轮机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实

习, 5人在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实习, 6人在上海

电气集团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实习, 另有 2人

在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实习。而同期的经管类

专业 43名毕业生却分散在 30家单位实习, 最集

中的上海昕畅国际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也只容纳了

4名学生,与该校同属上海电气集团的上海电气

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也只接收了 3名毕业生,

大部分学生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自行联系了实习单

位并作为他们预就业的途径。电子信息专业的

18位学生分布于 12个实习单位。

学生自己联系的分散实习往往不能够很好地

达到实践教学的目的。以上海电机学院国际贸易

专业为例,该专业将以电气产品贸易作为本校管

理类人才培养的特色, 在教学计划中特别添加了

电气类的基础课程, 希望能为集团培养电气专业

方向的营销和贸易人才。但是毕业实习比较分

散, 大部分学生自行联系了实习单位,其中少有学

生从事电气产品销售。由学校安排的实习生只有

3人,这样就不能够很好地实现学校预定的人才

培养特色。

对毕业实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究其原

因一是企业不承担教育的义务, 也缺乏相应的保

障和补偿,因此对待接受大学生实习实训有所顾

虑, 既担心学生在企业出事故怕承担风险,又担心

学生实训影响了生产。二是有些应用型本科院校

强调学科建设与科研, 对于基于工作的教学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三是政府未能在学校与企业间发

挥积极的协调中介作用。在以前行业办学阶段,

主管部门以行政命令手段要求国企接收实习生。

政企分开后,政府对企业失去了约束力;企业对实

习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没有信心, 不敢将生产任务

交给他们,因此出于经济效益考虑,不愿花费时间

和场地提供实习机会; 而高校尽管强调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但是通过实验室和工程训练

中心培养出的学生并不具备在生产一线直接为企

业创造财富的能力, 因此学校没有对等的资源与

企业交换,只好缴纳一定的实习费给企业以换取

学生实习的机会。

德国以法律形式肯定企业在应用型人才培养

中的地位及作用。 1996年德国科学委员会通过

 对应用科技大学双轨制改革的建议 !的决议,决

议中首次承认企业也是应用科技大学的学习地

点, 在企业中学习是应用科技大学学习整体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德国,企业参与工程师后备

力量的培养是一种义务。企业既可以通过接收实

习生扩大影响, 又可以在实习中物色高水平人

才
[ 7]
。

(二 )毕业设计 (论文 )与企业需求的结合有

待加强

上海电机学院非常重视毕业设计 (论文 )环

节, 要求尽可能结合生产和科研单位的实际任务

选择课题。学校颁发了若干文件加强对这一工作

的管理,从选题、指导教师的审核与认定、毕业设

计场地的安排到毕业论文答辩都进行严格的管理

和质量控制,并对毕业设计全过程进行追踪管理。

各学院也多方联系利用自己与电气集团下属企业

的良好关系,尽量将毕业设计与企业实践相结合。

经过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不尽

如人意之处。

1.专业间差异巨大。工科类专业具有先天的

优势,而经管类专业则很困难。如表 1所显示,

2007年届本科毕业生中,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

21名毕业生中, 12人的毕业设计选题来自企业,

并为其中 11人安排了企业的工程师作为第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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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名毕业生

中只有 2人的毕业设计选题来自企业, 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则没有。 2008届的情况后两个专业

较前一届有所好转。

表 1 上海电机学院 2007届和 2008届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 )选题汇总表

届 专业名称 选题总量 省部级项目 企业项目 科研项目 自选课题

200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 0 12 1 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 7 2 12 0

国际经济与贸易 29 0 0 21 8

总计 71 7( 9. 8% ) 14( 19. 7% ) 34( 47. 9% ) 16 ( 22. 5% )

200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9 4 15 7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0 5 5 8

国际经济与贸易 43 0 4 27 12

总计 90 4( 4. 4% ) 24( 26. 7% ) 39( 43. 3% ) 23 ( 25. 6% )

注:表格资料来源于上海电机学院教务处文件∀2008届毕业设计 (论文 )的工作情况汇报 #

2.即使在工科类专业来自企业的毕业设计选

题也往往很少在企业中得到实际应用。通过对一

些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的访谈我们发现, 指导教师

和企业认为毕业生的技术水平有限, 其毕业设计

还达不到用于企业实际需要的水平。一些教师通

过与企业界朋友的关系, 了解到企业急需解决的

(有些是已经解决了的 )技术问题, 挑选出认为适

合该专业学生水平的问题,分解成毕业设计的选

题, 让学生选择并指导学生完成。学生完成的毕

业设计并未真正被企业采用,指导教师认为理想

的状况也只是  学生的设计中有一些灵感可以提
供给企业借鉴 !。这种毕业设计显然不能达到教

学、科研与服务相结合的目的。

3.完成毕业设计 (论文 )的地点基本上在学

校而非企业。国内应用型本科院校由于实习时间

有限,学生也只能够搜集相关资料,最后还是回到

学校的实验室进行毕业设计以及制作。调研中,

我们发现即使是来自企业的毕业设计选题, 其完

成地点也大多在学校的实训中心。

(三 )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的制度尚未建立

虽然应用型本科院校大都希望教师能够参与

实践工作,但是调研中我们发现学校管理者对于

教师将部分工作时间用于企业咨询服务存在思想

上的顾虑,口头的鼓励和制度上的限制成为一种

矛盾,阻碍了教师投入时间和精力用于企业实践。

这种顾虑在 20世纪早期的美国也广泛存在并引

起很大的争议,最终从 M IT起源诞生了一种  每

周一天!的制度, 将教授参与公司咨询的活动合

法化,这种制度目前已经在美国大学界普遍实行。

调研中,很多学校对待教师兼职的问题态度

不明。一方面院系领导认识到教师兼职有利于实

践教学,但是另一方面学校行政管理部门担心这

种现象会导致管理混乱。有的学校出于规范管理

的立场明令禁止教师用非法定假日在企业兼职,

有的学校则不作规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教师

们对此颇感困惑。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正

在尝试制定相关制度, 鼓励年轻教师在企业兼职

以及将其在企业的工作关系转化为教学资源,这

项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总之,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一些应用型本

科院校的调研,我们欣喜地发现大多数高校都认

识到了校企合作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并且在实践中大胆地进行了多种尝试。但是由于

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的保守思想仍然

起着支配作用,又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我国应用

型本科院校的校企合作尚处于探索阶段, 学校与

企业间的深度合作尚未形成,与德国应用型大学

的基于工作的学习 ( w ork- based study)还有相当

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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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College Enterprise CooperationModel for

Application 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Ying

( In stitu te of Educat ion, X iam en Un 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Ch ina)

Abstract: Co llege enterprise cooperat ion is an importantw ay to produce applicat ive talents for app licat ion ori

en 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orientation o f institutions of h igher learn ing

and the ir aim of ta lent product ion, the cooperat ion should be d ifferen t from that o f research or ien ted un iversi

ties and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our field study, som emodels of un iversity enterprise coop

erat ion, ma in ly including educat ion orientedmode,l research orientedmode,l un ification of teaching and serv

icemode,l have been constructed and adopted. H ow ever, some prob lems still ex ist in practica l use o f these

models, and itw ill be a long w ay to rea lize the goa l o f the product ion of app licat ive ta lents.

Key words: application oriented co llege and university; co lleg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论点摘编

大学应以本科生质量为重

王建华在 2008年 12月 31日∀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

化,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成为越来越多大学关注的重点。教育质量是指学生获取的知识、技能以

及价值观与人类和环境的条件及社会需求相关的程度。高质量人才应当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

识以及专业知识,具有综合能力、应变能力,不断学习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技能, 能够适应复杂社会

的需要。因此,大学更应当注重本科学生综合基础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大学应具有重视本科教育的传统, 在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 要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扎实的专业知识, 具

有创新思维,能够提出问题 ,并且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知识结构方面,学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知识应具有坚实的基础,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重要的基础学科方面, 学生应该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在人文

社会科学方面,学生应当掌握重要的哲学思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还应该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良好的修辞学

知识,也应该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

大学应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求大学要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技

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实践过程中注重考核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注

重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联想拓展的能力。在课时安排上要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实践活动和自主学习, 在教学内容

上改变较为陈旧的内容,把最新的学科进展介绍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研究和创新兴趣。

此外,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要从培养单一的专业性人才向培养具有宽厚技术的创新性人才转换, 传统的教学方式

方法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教学组织方式应该从传授已有的知识, 向培养认知能力和全面素质转变。从以教师教学

为中心向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转变;从单向知识传授为主向师生互动、引导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尤其是

通过探索研究方式自主学习的研究型教学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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