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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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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快速

发展
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交通运输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日益重要，对高素质、高技能

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应用实践能力培养

不足
当前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普遍存在

重理论轻实践、实践教学环节薄

弱等问题，导致学生应用实践能

力不足，难以满足行业需求。

校企协作教育的重

要性
校企协作教育通过整合学校和企

业资源，共同培养学生应用实践

能力，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就

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背景与意义



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
校企协作教育能够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使学生在实践
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应用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职业素养
校企协作教育通过企业实习、项目实践等方式，让学生接触实际工
作场景，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

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校企协作可以充分利用企业和学校的各自优势，实现教育资源的
优化配置，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校企协作教育的重要性



学生应掌握交通运输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

包括交通工程、运输经济、交通规划等方

面的知识。

掌握基本理论知识

学生应具备交通运输专业的实践操作能力，

包括交通调查、交通设计、交通管理等方

面的技能。

具备实践操作能力

学生应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

问题。

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校企协作教育，学生应提高综合素质

和就业竞争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提高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交通运输专业应用实践能力培养的目标



校企协作教育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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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开展

根据合作协议，制定合作项目计划，明确项目目标、任务分工

和时间节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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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签订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合作行为，保障合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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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构设置

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或合作办公室等机构，负责协调、推进合

作事项。

校企合作机制的建立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依托合作企业资源，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
作环境和实践机会。

实践教学基地管理
制定实践教学基地管理制度，加强基地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实
践教学的顺利进行。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建设交通运输专业实验室、模拟仿真中心等
实践教学场所。

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教师培训
通过校企合作，组织教师参加企业实践、技能培训等活动，提高教
师的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

教师考核
制定双师型教师考核标准，对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成果进行
考核评价，激励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教师选拔
选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教师，组建双师型教师队
伍。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



交通运输专业应用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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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掌握交通运输专业的基本技能和方法，
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课程目标

包括交通运输设备操作、交通规划与设计、运
输组织与管理等。

实践教学课程内容

采用案例分析、模拟演练、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

实践教学课程形式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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