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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pplied talents are highly favored.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as an effective educational mod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field research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explores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tar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ional workers.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as a key way to cultivate such talents, deserves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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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应用型人才备受青睐。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

模式，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文献综述、案例剖析及实地调研等手段，对应用型

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

改进建议，以期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作为培养此类人才的关键方式，其

现状值得深入剖析。 

关键词：应用型，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 

一、引言 

在当今社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吹响

了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号角[1]。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

办发〔2017〕95 号），强调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深化“引企入教”

改革[2]。近 10 年，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发展，培养应用型

人才。在此背景下，校企协同培养模式应运而生，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校企协同课堂教学

模式作为该路径的关键环节，能够充分发挥学校和企业的优势，为学生提供更加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学习

环境。 

 

Innov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IHSSR) 
Volume 21, Issue 1 (2025), pp.007-011 

ISSN：2949-1282 
https://www.isccac.org/journals/ihssr/138.html

7



二、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 SECI 模型理论 

SECI 模型理论由野中郁次郎等提出，该理论认为知识创造过程是需要不断辩证，涉及到隐性知识与

显性知识、身体与精神、个体与组织等多种事物间的辩证统一[3]。知识创造主要由四个阶段构成，即共

同化、外在化、连接化、内化。在该理论下，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学生在企业实践过程中，

通过与企业员工的交流、参与实际项目等，通过实践模仿，实现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过渡，达到共同

化；在交流与完成作业任务的过程中，将自身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可表达、可展示的显性知识，实现外在

化，再通过学校不断的系统的理论学习，对这些形式知识进行整合、梳理和拓展，进行连接化，最后将

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能力，更好地进行实践创造，完成内化。这一过程促进了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技

能的深度融合，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 

(二)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比较悠久且金典的教育理论，获得教育界诸多学者的高度认可。强调学习过程

的主动性、自主性、社会性和情境性[4]。校企协同课堂为学生模拟或者展示了真实的学习情境，能够将

所学知识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在企业导师和学校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

间，老师与老师之间，通过协作和会话，共同研究、学习课程内容，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对

知识的深度理解和意义建构。 

(三) 双元制教育理论 

双元制教育理论是一种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的教育模式，起源于德国。学生在校期间不仅

要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前往企业接受实践训练，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培养人才的责任，形成“双

元”主体[5]。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在不能完全实现双元制的条件下，借鉴了双元制教育的理念，强调

学校教育和企业实践的有机融合。学校提供系统的理论教学，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企业则为学生

提供实践平台，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技能、积累经验。通过校企双方的紧密合作，实现了理

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需求，培养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

人才。 

三、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的现状分析 

校企协同是指学校和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参与教育教学

活动的过程。目的是打破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壁垒，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学生提供更真实的学

习体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其中同一门课程（课程群）由学校和企业教师共同建设、实施教

学的校企协同“一课多师”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中起着关键作用。 

(一) 校企协同课堂的主要模式类型 

(1)项目驱动型 

以实际项目为载体，学校和企业共同设计教学项目，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

由校企双方教师共同推进教学项目的实施。李晓霞等（2024）在研究校企协同课程模式中，关于课堂教

学强调，要将企业的实际项目和实际案例融入课堂教学，学生更好的从学习者变成生产者[6]。张雨阳等

（2022）在进行《疾病康复》课程教学改革中，以项目的形式与多家医院开展合作，实践性较强的内容

均由医院临床老师完成，实现校企协同的教学模式[7]。贾莉等（2017）在设计《环境工程学》课程教学

市，与环境相关的业界专家专家构建校企双师教学团队，将课程分为三大教学板块，以项目驱动的方式

开展课堂教学[8]。 

(2)案例分析型 

企业将实际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提供给学校，校本教师和企业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

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陈丽等（2024）在进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课堂教学时，

邀请行业专家进课堂，将课程相关的前沿性和实践性的内容以案例形式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了解行业

的最新动态，强化实践能力培养[9]。张远群等（2024）以“家具结构设计”课程为例，与多家家具公司

合作，由企业教师进课堂给学生教授与市场接轨的新产品案例[10]。吕志军等（2023）在开展《物流与

供应链管理》课程教学时，运用合作企业的项目，与校外导师联合筛选，建设在线工程案例，供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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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11]。郑鑫等（2022）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中强调，将企业工程项目引入学校的

教学环节，不断更显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引企入教”共同开展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12]。 

(3)实践教学型 

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学生定期到企业开展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实习和实践，将所学知识应用

于实际工作中，企业教师主要进行具体实践工作教学与指导，学校教师主要负责学生管理与理论知识解

答。这是较早出现、并且比较常见的基础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李晓霞等（2024）、李振华（2024）

郑鑫等（2022）在研究校企合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时，都有提到实践教学由校企双方共同研究与实施

[6][12-13]。 

(二) 校企协同课堂的主要模式类型实施效果 

(1)主要优势 

一是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学生能够直接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和工

作，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和技术，了解行业的发展动态，从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有利于学

生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作岗位。二是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在项目驱动和案例分析等教学模式中，

学生根据现实的实际问题与需求，需要主动思考和探索，提出自己的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对知识点的

理解和应用有实际场景，经过校企教师的指导，反复思考与迭代方能完成，更能够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三是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要求教师与企业紧密合作，

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和研发活动，这有助于教师了解行业的需求和技术发展，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提

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让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更能够贴近行业，服务社会。 

(2)存在的问题 

一是合作深度不够，部分校企合作仍停留在表面，企业参与度较低，主要以提供实习基地或兼职教

师为主，缺乏深度的合作和交流，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合作。例如，一些企业在学生实习期间，只是简

单地安排学生从事一些基础的、重复性的工作，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优势，也没有为学生提供更多

的学习和发展机会。二是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脱节：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时，往往缺乏与企

业的充分沟通和调研，导致教学内容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学校教师偏向于理论的教授与

企业教师的侧重实践能力教学在内容上略有不搭配。三是评价机制不完善，在对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

的评价中，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和方法，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价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果。例

如，一些学校在评价学生实习成绩时，主要依据企业的简单评价和学生的实习报告，缺乏对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考核。 

四、进一步推进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的路径建议 

(一) 深化校企合作 

一是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学校和企业应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合作委员会等方式，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校企合作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整体战略框架下，学校和企业的合作应该落地落地，

在课堂教学方面提出具体的要求，以工作推进表的方式研究和实施每一学期要解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

学痛点和难点。二是加强沟通与交流，定期召开校企合作会议，及时了解企业的需求和意见，调整教学

计划和课程内容。同时，学校应鼓励教师深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的最新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教学改革

提供依据。 

(二) 优化教学内容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以行业、企业需求为导向，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时，应充分考虑企

业的实际需求，将企业的技术标准、岗位要求等融入教学内容中。同时注重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校企共

建的项目、案例、虚拟仿真实验或者真实的实践操作等多种方式，将实践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构建“双师型”教师团队，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校企合作的师资培训活动，邀请企业专家和行业

精英为教师授课，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和知识结构。学校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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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企业项目研发等，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同时，企业也应定期选派优秀员工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

参与课堂教学和实践指导。通过校企工作不断交流，相互学习，相互融通，学校教师可以进企业工作岗

位，企业教师可以进学校课堂，使得学校教师和企业教师都具备双师型教师的素养和能力，校企协同课

堂更加融洽。 

(四) 完善评价机制 

一是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在评价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时，应综合考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二是采用多种评价方法，

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等多种方法，对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全面、客观

的评价。例如，在常规的教学管理人员评价、督导评价、学生评价和同行评价外，还可以加入学生成绩

进步分析，与该门课程相关的学科竞赛、专利软著、发明创新等产学研成果情况。 

(五) 注重政策保障 

教学是个持久的过程，要想做好教学，需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探索，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作

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应放在重要建设任务中，想要取得较好效果，必须又固定的教学

团队来持续建设课程，持续开展教学改革，这都行需要学校和企业的政策保障，一是可以在教学工作量

的计算上给与补贴，二是对具有重要效果的课堂教学模式给与奖励，三是给与教学研究项目支持该模式

的不断改进，这些都需要校企双方给与相应政策固化，来保障校企协同课堂教学的效果。 

五、总结 

校企协同课堂教学模式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案例

分析、实地调研，发现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落实到具体的激励政策方面有所欠缺。因此，

要提高校企协同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需要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优化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完善评价机制，注重政策保障，从课堂载体出发，力争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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