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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始终定位在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

技术应用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为社会需求提供相适应的毕

业生。“以就业为导向”“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已经成为

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最终目的是学生找到心仪的岗位、学

校提高就业率、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达到“三赢”局面。

目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以下几个弊端：

①大部分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分为两个阶段，即学校学

习 +企业顶岗实习两个阶段，学校的学习内容以“普遍适合”

为主，即在学校期间，学习的知识内容涵盖了专业相关的行

业企业的所有知识方向，之后进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1]。这

种培养方式虽然能够使学生毕业之后满足企业的基本需要，

却也有缺点：学生在学校期间学习的知识范围涵盖了整个行

业的需求方向，由于精力等方面原因，技能的掌握深度不够，

进入企业顶岗实习不能及时适应岗位需求，需要企业浪费人

力财力二次培养学生。

②目前很多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开展了“订单班培养模

式”，但是这种模式一般是面向几个大的用人单位来针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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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企业能够容纳比较多的毕业生。这种培养模式不适合行

业企业规模较小，就业岗位种类比较多的专业，因为一是，

行业企业规模小，没有同时接受较多学生就业的能力，进行

订单培养一般需要大量投入人力财力，企业不愿意；二是学

生的就业选择面比较窄，局限于几家企业，不能自由选择。

基于以上内容，研究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既能够根据社

会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毕业后能够迅速找到合适的

企业，到岗即能胜任岗位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利用行业企业大数据及专业多年办学积累的数据，建立

行业互联网 +平台，分析企业用人需求走势及用人数量，以

及学生的职业兴趣，并保持这个数据动态实时更新 [2]。利用

分析结果作为指导，根据行业的不同需求制定课程体系方向

及课程内容，将人才培养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本知

识学习阶段，学生在此期间学习专业基础知识 [3]；第二阶段

是技能提升阶段，学生通过本阶段学习，对专业知识体系，

将来的岗位内容等有一定了解；第三阶段是技能强化训练阶

段，这个阶段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根据行业企业岗位需求

定制小班化课程，学生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职业

兴趣，选择合适的专业方向课程来侧重学习，通过模拟企业真

实工况来强化技能训练，配合企业内部工程师认证考评等要求，

通过考核之后；在第四阶段，进入相应企业岗位顶岗实习，之

后毕业之后顺利上岗就业。符合中国职业教育双元制培养的“厚

基础”“宽专业”“多技能”“多方向”教学模式要求。

整理、总结某行业发展以来的行业大数据、某专业成立

以来的校企合作数据、某行业企业需求以及专业历届学生的

职业兴趣数据等 [4]，形成某专业人才培养大数据库，建立基

于“互联网 +”的产教融合某专业人才培养数据智库，每年

实时更新，促进产教融合，保持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系，实时

了解企业需求变化，使学生毕业能够精准就业。

根据互联网 +某专业人才培养智库数据分析的结果，优

化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将人才培养由现在的“三阶段”培

养改变为“四阶段”，即基础阶段—专业阶段—深化阶段—

实践阶段。将课程体系按照强基础、多模块、重实践的原则，

将课程分为基础部分、专业部分和拓展部分三部分。在第一

阶段即知识基础培养阶段，用于培养学生基础知识 +思想素

养；第二阶段即专业知识提升阶段，课程用于培养学生广泛

的专业知识面及职业素养；在第三阶段即专业拓展阶段，基

于前两阶段的基础上，学生对所学专业、行业有一定了解，

可以任意选择自己想就业的方向课程，深化知识技能，提升

自己专业技术水平；在第四阶段——实践阶段进入企业实习，

做到学校与企业无缝对接 [5]。

整合专业现有的实训内容，建立与之无差别的仿真实训

平台，同时将企业工程师认证考评内容引入技能训练强化内

容及课程考核中，建成与企业一线无差别的校企融合仿真实

训、在线考核平台，平台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访问使用。在

学生进入顶岗实习之前，增加技能强化训练阶段，即按照大

数据分析结果，按照企业需求设置岗位技能训练课程，学生

根据自己的兴趣合理选择课程 [6]。经过训练之后，学生进入

企业岗位能够迅速胜任岗位工作。同时，本仿真平台也可以

作为企业培训员工使用，增加资源共享利用。

聘请校内教师、行业企业专家作为人才培养智库中的导

师，在人才培养三、四阶段对学生进行培养。还可以通过互联

网手段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实践实训等问题。同时，还可以整

合利用现有题库，对接 1+X考证，做企业培训及学生培训 [7]。

利用互联网 +校企融合，用于引领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改进方向，同时也是校企双方深度融合，实现“双元制”

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之一。这种基于“互联网 +”产教融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与企业需求实时保持一致，尤其是由现

在的“三阶段”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为“四阶段”，即在学生

进入顶岗实习之前，增加岗位技能强化训练阶段，使学生在

学校期间更加能够集中精力学习某一方面技能，达到企业岗

位要求，毕业之后能够精准进入相关企业岗位，迅速胜任岗

位工作，实现“校”“企”“生”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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