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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背景和意义

（一）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早期教育的重视，社会对学前

教育专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该专业的学生需要具

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教育环境。随着全

球化的发展，教育国际化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学前教育专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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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了学前教育专业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背景、实施策略、评价方式以及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随着社会对学前教

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专业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传统的教育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和就业市场的要

求。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通过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培

养。文章提出了课程设置与实践结合、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师资队伍建设与培养、学生管理与指导等实施策

略，并强调了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通过校企联合培养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学前教

育行业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学前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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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evaluation	method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school-enterprise	 joint	 training	mode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social	attention	 to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demand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student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job	market.	The	school-enterprise	 joint	 training	mode	combin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through	 the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curriculum	and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ractice	and	training	bases,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of	teachers,	

the	management	and	guidance	of	students,	and	emphasiz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school-enterprise	joint	training	mode,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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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目前学前教育行

业存在人才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的学前教

育人才的需求较大。

（二）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定义和特点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是指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

参与学生的培养过程，并通过实习、实训等方式提供学生实践机

会和职业技能培养。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强调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

作与互利，学校可以借助企业资源提供更好的实践环境，而企业

学前教育专业是培养幼儿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专业，随着社会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专业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然

而，传统的教育模式往往难以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和就业市场的要求。因此，学前教育专业校企联合培养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通过

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加实践性的培养环境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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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中获得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持。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以学校为主的单一培养模

式，通过多方合作，实现了招生与招工一体化、工学交替培养的

创新模式。[1] 这种模式可以统一培养目标与用人标准、课程设置

与企业要求、技能训练与岗位要求的衔接。[2] 对于学生来说，能

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通过与企业密切合

作，学生可以接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

素养，使其毕业后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需求。[3] 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还可以带动产学研结合，促进了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的紧密结

合，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为幼儿园所解决问题和提供

创新解决方案，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二、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实施策略

（一）课程设置与实践结合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实施策略中，课程设置与实践结合是非

常重要的一环。学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共同制定课程设置，根据企

业的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确定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这样可以

确保学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实际工作需求相匹配。顶岗实习是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中的重要环节。高校应设置专门的顶岗实习工

作组织机构，并与企业合作，对学生进行岗前培训。在教师的指

导方面，高校应委派专业指导教师与企业工作者共同指导学生，

解决他们在技能和思想上的难题，确保实习效果。[4] 企业也需要

安排专业人士担任学生的导师，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导师可

以提供实际工作经验和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职业发展。此

外，还需要定期评估和调整，学校与企业应定期评估校企联合培

养模式的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和改进，以不断提高培

养质量和适应市场需求。总之，课程设置与实践结合是校企联合

培养模式的重要策略，通过与企业合作，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二）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与管理

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与管理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于学校资源的限制，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显得尤为重

要。在选择合作单位时，应对企业的实力、规模、信誉和管理进

行深入考察，优先选择发达地区有影响力的企业。[5] 要选择与学生

专业相关的企业或机构作为实习实训基地，以确保学生能够接触

到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实践机会。并且建立合作协议，学校和企业

之间应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责和合作方式。协议中可以

包括实习实训的时间安排、实习实训内容、学生的权益保障等方

面的内容。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学校和企业可以共同投入资源，

建设适合实习实训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实习实训室、蒙台梭利教

室、婴幼儿抚触室等，以提供学生实际操作和实践的机会。

在指导和管理学生实习实训过程中，学校和企业可以共同制

定实习实训的指导和管理方案，确保学生能够得到有效地指导和

监督。企业可以派遣专业人员担任学生的导师，提供实际工作经

验和指导。同时，还要不断监测和评估实习实训效果，学校和企

业可以共同监测和评估实习实训的效果，通过学生的实际表现和

企业的反馈来评估学生的实习实训成果。这可以帮助学校和企业

了解实习实训的效果，及时调整和改进培养方案。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学校和企业可以通过实习实训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共

同培养人才和开展科研合作。这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和就业机会，也可以为企业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

总之，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与管理需要学校和企业共同努

力，通过合作协议、资源投入、指导和评估等方式，确保实习实

训的质量和效果，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和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三）师资队伍建设与培养

在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实施中，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是至

关重要的一环。教师是学校和企业共同的智库资源，同时校企双

方都可以为教师的培养，提供支持和保障。一方面，要创新“双

师型”教师培训。选派教师深入企业进行专业实践锻炼，定期进

行脱产、半脱产的方式在企业挂职顶岗，参与技术攻关和合作研

发，了解岗位特征和当下的企业挑战。 [6] 为了适应校企联合培养

模式的需求，学校和企业应共同投入资源，提供师资培训和发展

机会，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的培训，

以及与企业合作的实践经验交流等。通过这些培训和发展，师资

队伍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更好地适应校企

联合培养的要求。

另一方面，学校和企业可以建立师资交流机制，促进教师与

企业员工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这可以通过教师到企业实习或参

观，企业员工到学校举办讲座或教学等方式实现。通过这种交

流，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需求和行业动态，从而更好地指

导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学校可以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企业项目和实

践活动，与企业员工一起合作完成实际任务。这样可以让教师深

入了解企业的运作和需求，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行业经验，从

而更好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期稳定关

系，学校和企业应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发展和培养

师资队伍。通过长期合作，学校和企业可以共同投入资源，共同

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

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成功实施的关

键。学校和企业应共同努力，提供师资培训和发展机会，建立师

资交流机制，鼓励教师参与企业项目和实践活动，建立长期稳定

的校企合作关系，以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为学生的校企

联合培养提供优质的教学和实践环境。

（四）学生管理与指导

学生管理与指导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中的重要环节，旨在帮

助学生更好地适应企业环境，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学生在校期间，由班主任（辅导员）负责管理，但在实习期间，

离开了学校的集体环境，更加地自由和自主，而班主任（辅导

员）无法了解学生的每日学习和工作，因此需要在企业实习期间

匹配一位企业导师，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工作。导师应具备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为学生提供指导和建议，定期对

学生进行评估，包括实习期间的工作表现、学习成绩等方面，及

时给予学生反馈，帮助他们发现问题并改进。同时，还要制定相

应的学生培训计划，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和企业实际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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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包括专业知识培训、职业素养培养等方

面。培训内容可以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全

面地培养。学生交流与分享，组织学生之间的交流活动，让他们

分享实习经验和学习心得。同时，鼓励学生与企业员工进行交

流，促进彼此之间的学习和成长。学生关怀与支持，关注学生

的身心健康，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建立学生心理咨询服务机

制，及时解决学生在实习期间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做好学生的管

理和指导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使他

们更好地适应企业环境，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同时，学生管

理与指导也能够促进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实现共赢的局面。

三、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评价方式

为了确保校企联合培养模式运行的高效性，需要设置合理的

评价方式进行及时反馈。校企双方融合的评价体系要遵循科学

性、系统性、可行性和可比性原则 [7]，朱小军（2016）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校企合作成效受合作动力、合作关系、沟通机制、外

部环境、合作行为和合作模式六大因素的影响。其中，合作动力

和沟通机制是影响校企合作效果的关键因素。[8] 因此，评价应涉

及校企双方的能力提升和利益获得，评价指标应围绕学生、教师

和校企合作三方展开，重点在于评估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师的教

学质量以及校企合作的实际效果。评价方式应注重主次分明，突

出核心指标，同时兼顾全面性，以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实用

性。评价还应涉及沟通机制，如设立并有效运行“校企合作指导

委员会”以提高校企合作效率和深度。[9] 通过委员会等形式，校企

双方可以更好地协调合作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并解决合作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提升合作效果。

四、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挑战与对策

在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中，企业往往面临着主动性不强的问

题，尽管企业认为校企联合培养很有必要，但实际参与企业较

少，且参与动因多为政策激励或私人交往。[10] 企业在联合培养中

参与度低，不主动参与教学内容设计，不主动派遣核心技术或关

键技术人员进行实训教学，对“双师型”教师培养不开放核心部

分，设备投资积极性低。学校则面临着师资不足的问题，高职院

校师生比过高，师资缺口大，“双师型”教师数量虽有增加，但

实际实践教学能力与企业生产仍有差距，部分“双师型”教师实

践能力不足。学生通常会存在主观意识偏差，高职生学习态度和

能力相对较弱，认为高职院校“低人一等”，存在厌学情绪，课

堂实到人数和学习积极性低，实践或实训课堂敷衍了事。因此，

要在以上方面加以着力，联合培养方式因企而异，对不同量级和

需求的幼儿园所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确保减轻企业负担，为企

业提供助力。在学校层面，利用实训基地和自身资源，开展定期

与不定期的教师培训和继续学习，提高“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质

量和数量。在学生层面，通过宣传活动和案例教育学生，让其认

识到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性，强化学风管理和学校氛围营造，潜

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思想。维护学生正当权益，接受社会监督，包

括学生家长和企业员工的监督，以及在联合培养中为学生争取利

益等。

五、结语

学前教育专业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实践，

通过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为学生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学习环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未来，随

着社会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将在教育创新和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学校与企业应

继续深化合作，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培养机制，为学前教育行

业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推动学前教

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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