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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

职业教育发展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双主体办学模式

双主体办学模式是指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职业教育，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校企命运共同体是指学校和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承担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社会服务等功能，实现共同发展。

探索的意义

基于职业教育双主体办学模式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对于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索基于职业教育双主体

办学模式的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路径

和方法，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

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如何构建基于职业教育双主体办学模

式的校企命运共同体？需要解决哪些

关键问题？如何评估校企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成效？

研究目的与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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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合作机制不健全

校企合作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制度保障，导致合作不稳定、

不持久。

01

合作形式单一

当前校企合作多停留在企业提供实习岗位、学校输送实习生的

浅层次合作，缺乏深度融合。

02

合作内容局限

校企合作内容多局限于人才培养、技能培训等方面，在科研创

新、文化传承等领域合作较少。

校企合作现状



学校服务社会能力不强
部分职业学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较弱，难以满足企业需求。

合作双方信息不对称
学校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导致双方信息不对称，
合作难以深入开展。

企业参与动力不足
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政策支持，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
性不高。

存在问题分析



政策制度不完善

当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相关的政

策制度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法

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合作理念不契合

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理念存在

差异，难以形成共同的合作目标

和愿景。

合作机制不健全

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制度保障，

导致校企合作难以深入开展和持

续推进。

原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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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主体办学模式内涵及特点

双主体办学模式的内涵

资源共享

校企合作紧密

实践教学占比高

学校和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两个

主体，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

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计划等。

在双主体办学模式下，实践教学

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占据重要

地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职业素养。

学校和企业之间实现资源共享，

包括师资、设备、场地等，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构建过程与实施方案

调研分析

对学校和企业进行深入调研，了解双

方需求和资源优势。

制定方案

根据调研结果，制定双主体办学模式

的构建方案，明确合作目标、内容、

方式等。



构建过程与实施方案



学校和企业应明确合作目标，包括人才培养规格、数量、质量等。

明确合作目标

根据合作目标，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

制定教学计划

构建过程与实施方案



加强实践教学
注重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可以采取校内实训、企

业实习等方式进行实践教学。

建立保障机制
为确保双主体办学模式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包括政策保障、

经费保障、师资保障等。

构建过程与实施方案



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化

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双方

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方面实现互利共赢。

社会认可度提高

双主体办学模式的实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

可和支持，提高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影

响力。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通过双主体办学模式的实施，人才培养质量

得到显著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得到增强。

实践效果评价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285112000243011230

https://d.book118.com/28511200024301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