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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higher educ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work and stud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valu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ts	context,	significance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ducational	model	and	its	
positive effects in improving students’ vocational competence and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work and study, explores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grasps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key points obtained in p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optimization scheme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at the present stage.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combination of work and stud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tential	risks,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After analyzing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educational models, we explore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t	present,	the	combination	of	work	and	study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and	practical	field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its various aspects,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and	aims	to	promote	higher	education	to	better	ser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rowth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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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构建高职职场环境工学结合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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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如今高等教育中，工学结合具有重要实践和理论价值。深入探讨其背景、意义和实施方法有助于理解这一教育模式的重
要性，及其对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论文明确工学结合的内涵和外延，探究其历史演进和
发展现状，把握其本质特征和实践中获得的实施要点，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几项改进措施和优化方案。从多个角度
评价和分析工学结合，包括其实施效果、影响因素和潜在风险，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研究分析与其他教
育模式的比较后，探究其优势和不足。目前工学结合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方向和实践领域，论文深入探讨其各方面问题
可为该领域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旨在推动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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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职场环境下的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价值。通过对其实施方法、优势和不足的分析，以及

改进措施和优化方案的探讨，更好地推动该模式的发展，为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高职

职场环境下的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

值。通过对其实施方法、优势和不足的分析，以及改进措施

和优化方案的探讨，更好地推动该模式的发展，为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2 高职职场环境下的工学结合理论框架研究

2.1 关于实践教学的深度解析
在对现阶段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分析中，可知其核心

在于如何将学习和工作更加紧密的结合，以便于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能真实体验职场环境。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注重理论知

识的传授，更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以增强学生适应社会和

工作需求的能力。在高职环境中，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具有

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就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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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为高职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工学结

合，高职能够更好地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

会，使他们能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提升自身

技能 [1]。

实践教学在工学结合中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通过与

企业的深入合作，高职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学

生在这样的实践教学环境中能够真正体验实际工作环境，利

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锻炼自己的专业实践能力。在实践教

学中，学生需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通过实践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这种方式能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和主动性，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此外，

实践教学还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所学专业的实际需求和

发展趋势 [2]。

2.2 课程设计：工学结合的核心
课程设计在工学结合的理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它充

当着学校教育和工作实际之间的桥梁，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

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的机会。学生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更深

入地理解所学的知识，还能培养出适应未来职场需求的技能

和素质。当高职进行课程设计时，通常会充分考虑行业的发

展趋势和企业的实际需求。通过与行业专家和企业合作，高

职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技术、市场和人才需求，从而对课程

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这种紧密的校企合作不仅能提

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能为行业和企业输送符合其需求的

高素质人才。

此外，课程设计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参与项目实践，学生能够锻炼团队

合作、沟通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在未来的职业

生涯中非常重要。

2.3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关键机制
在校企合作中，工学结合被视为中心桥梁的角色，赋

予这一过程的成功的重大战略性因素。校企合作可通过密切

联合的关系促进参与度及学生的学习全程介入，于细节处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进而促进学生的职业发

展。高职职场环境下的工学结合理论框架是一个多元化、多

层次的体系。该理论框架旨在通过实践教学、课程设计、校

企合作等方面的有机整合，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

竞争力，进而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 [3]。

3 高职职场环境工学结合的现状与问题

3.1 高职职场环境工学结合的实践情况
在高职职场环境中，工学结合的实践状况具有深远的

影响。工学结合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模式，它将学习与工作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主要目的是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就业竞

争力。在高职职场环境中，这种模式的实际应用情况值得我

们深入探究。我们需要对开展的工学结合项目进行全面的了

解。这些项目往往涉及到高职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从而为学

生提供实习和实训等宝贵的机会。目前工学结合的实施策略

至关重要。高职需与企业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完

善的教学计划和评价体系。以某高职为例，为了确保教学质

量与学生的满意度，他们定期与企业进行交流和评估，对教

学计划进行调整和完善。另外，通过密切关注工学结合所取

得的成果，分析可知学生不仅获得了实践经验和技能，还显

著提高了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同时，企业也可以从这一模式

中受益，通过选拔优秀学生加入企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竞

争力和创新能力。提前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优质的储备

力量。

工学结合在高职职场环境中的实践情况是积极的。通

过深入分析开展的项目、实施的策略以及取得的成果等方

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工学结合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就业竞争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继

续推广和应用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优质

的教育资源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2 高职职场环境中工学结合的问题与挑战
   工学结合是高职教育中的一种重要实践方式，但在实

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资源分配不均是一个显著的

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如学校政策、教师资源、学生需求等，

工学结合的资源往往不能均匀地分配给每个学生。这可能导

致某些学生得不到充分的实践机会，影响其职业发展的潜

力。合作机制不完善也是工学结合中常见的问题。高职与企

业之间的合作应该是互利共赢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

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合作往往难以顺利进行。这可能

导致学生无法获得实践经验，同时也可能影响企业的正常运

营，除此以外学生参与度不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4]。

许多学生对工学结合的热情不高，认为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

的教育方式，并不能真正地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这可能会

导致学生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同时也使工学结合的效

果大打折扣。

通过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影响，我们能够

为后续的改进提供有益的思路。学校可以制定更加合理的资

源分配政策，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实践机会。同时，

学校还可以与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实践机会。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如开设相关课程、举办实践活动等。通过这些改进

措施，我们相信工学结合的效果将会得到显著提升。

3.3 高职职场环境工学结合的改进策略
 通过分析可知，优化资源配置是改善工学结合的基础。

高职应加大实践教学投入，完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提供先进的设备和软件支持，以确保学生有充足的实践机

会。此外，高职应积极与企业合作，引入企业资源，如设备、

技术、师资等，以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建立

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校际、校企之间的资源共享，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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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对于改进工学结合至关重要。高职

应加强实践教育，引导学生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提高其主

动参与实践的积极性。同时，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评价体

系，将学生的实践表现纳入学分、绩点等评价体系中，以激

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和需求，高职应

提供个性化的实践指导和支持，帮助学生解决实践中遇到的

问题。

在实施上述改进策略后，我们需要关注其在实践中的

应用效果。为此，可以进行资源配置效率评估、合作机制运

行效果评估以及学生参与度提升效果评估。通过对比改进前

后的资源配置情况，评估资源利用效率是否得到提高。这包

括对实践教学投入、企业资源引入以及教学资源共享等方面

的评估。对合作机制的完善程度和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包括

合作目标的实现情况、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及沟通机制的有效

性等。此外，对学生参与工学结合的积极性和效果进行评估，

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学生访谈以及观察等方式进行。评估内

容包括学生实践意识的提升、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合理性以

及个性化支持的有效性等。

4 高职职场环境工学结合的实践探索与创新

4.1 以高职工学结合实践案例探索分析
某校在工学结合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该校通过

与企业的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工学结合项目。其中，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尤为突出。华为为某校提供

了实习机会和研发项目，学生在实习期间参与了多个重要项

目，并为企业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技术水平，同时也为企业输送了优秀的

人才。

除了与企业的合作，某校还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

和管理。例如，该校开设的“智能制造工程”专业，通过引

入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实

践环境。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到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提

高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还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

学基地。例如，该校与多家企业合作，共同建设了一个智能

制造实验室。该实验室集教学、科研和实践于一体，为学生

提供了全方位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学生在实验室中可以参与

实际项目的研究和开发，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4.2 实践探索的评估和改进
对工学结合实践探索进行了评估和改进。例如，该校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式，对工学结合实践教学进行

了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得到

了显著提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学校根据评估结

果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实践教学的质量。工学结合实践探索

与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该校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实践

教学环节的设计和管理、校企合作和评估改进等方面的工

作，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该校的成功经验也为其他高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和参考。

5 高职职场环境工学结合的长远规划与发展

5.1 政策环境和制度建设规划
在高职职场环境中，政策环境和制度建设是工学结合

教育模式发展的基石。政府应出台具体的政策，以激励和引

导更多的高职和企业参与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促其不断发

展壮大。同时，高职和企业应共同构建一套完善的工学结合

教育机制，涵盖学生管理、课程设置、实践教学以及成果评

估等各个方面，确保模式的规范化执行。

5.2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发展
明确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路径至关重要。高

职和企业应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和课程大

纲，以确保学生得到全面、系统的培养。此外，双方还应注

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需求。为了不断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应持续优化

和完善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以实现人才培养的全面升级。

6 结语

论文主要探讨了高职职场环境下的工学结合教育模式，

分析了其实施方法、优势和不足，并提出了改进措施和优化

方案。工学结合教育模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与

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培养他们的实际操

作能力和职业素养。该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促进经济发展，并为高职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同时，论文还从多个角度评价和分析工学结合，建立了科学

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探究了其与其他教育模式的比

较优势和不足。总之，论文深入探讨了高职职场环境下的工

学结合教育模式，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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