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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化时代对企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联合培养适应产业需要的现场工程师可以有

效解决这一问题。校企双方联合培养数字化人才的模式改革将成为提升企业数字化技能水平的有效途径。论文旨在探索职业

院校与企业联合培养具备数字化技能人才的实践经验，分析校企双方的有效合作模式，并提出在实践教学基地、师资队伍、

资源建设等方面的解决方案，为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ra, he put forward higher skills requirements for corporate talents. Profess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jointly cultivate on -site engineers wh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is problem. The reform 

of the model of digital talents in both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will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igital skills i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to jointly cultivate digital 

skills talents, analyze the effective cooperation model of both parties and enterprises, and propose solutions in practical teaching 

bases, teachers, 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e cooperation training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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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过程中需要具备数字化技能人

才，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然而，传统的教

育模式和课程设置无法及时跟上技术发展和企业需求变化，

导致数字化技能人才供应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职业本科

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数字化技能人才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本研究旨在探索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联合培养数字化技

能人才的有效策略，以满足数字化时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通过研究数字化技能的发展趋势和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

的需求特点，深入了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中对人才的

技能要求；分析校企联合培养数字化技能人才的现状和存在

问题，识别合作过程中的障碍与挑战；探索校企联合培养数

字化技能人才的合作模式，提出相应的改革策略；评估校企

联合培养数字化技能人才的效果和成效，总结经验和教训，

为相关合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数字化技能需求与合作模式的理论基础

2.1 数字化技能人才的需求分析

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数字化技能人

才是指具备在数字化环境下运用技术和工具进行工作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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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 [1]，企业需要有具

备数字化技能的团队来推动创新和变革，熟悉数字化技术和

工具的应用，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

段来提升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 [2]，企

业需要数字化技能人才来进行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利用数

据处理、数据挖掘和统计分析等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

价值的信息，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支持和指导；市场营销和客

户关系管理 [3]，企业需要数字化技能人才来进行网络营销、

社交媒体运营、在线客户关系管理等工作，以提升市场竞争

力和客户满意度；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企业对数字化技能

人才的需求体现在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需要人才具

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2.2 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的理论基础
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模式可以有效满足

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的需求。该合作模式基于以下理论基

础。①产学结合理论，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学校能够了解企

业对人才的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更适应

企业需求的毕业生。②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注重培养学

生实际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通过实践项目、实习和就业

指导等方式，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数字化技能，并将其应用

到实际工作中。③技能型人才培养理论 [4]。数字化技能人才

的培养强调实践和技能的培养，学生能够在实际工作环境中

学习和锻炼，提高数字化技能的应用能力。

3 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的实践经验
3.1 合作模式的建立与实施

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是实现有效合作培

养的基础。设立产学合作中心或实习基地，作为学校与企业

合作的纽带，提供资源对接、项目管理和信息交流的平台；

与企业合作前，明确合作项目的目标和内容，确定双方的合

作意愿和期望；注重企业的规模、行业背景和技术水平，确

保合作伙伴能够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项目和资源支持；建立

合作协议和合同 [5]。在合作开始前，双方应签署合作协议和

合同，明确合作的权责和目标。

3.2 实习与就业指导
实习和就业指导是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的重要

环节。学校可以根据企业需求和学生专业背景，为学生安排

合适的实习岗位，建立实习管理机制，进行实习过程跟踪和

评估，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实际工作经验和技能提升；学校与

企业合作开展就业指导，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和就业辅导服

务。举办就业指导讲座、职业技能培训和企业招聘活动，提

供学生与企业对接的机会，帮助学生顺利就业。

3.3 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
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是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的

重要方面。学校可以根据企业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 [6]，开发

和更新与数字化技能相关的课程。课程内容应包括数字化工

具和技术的应用、数据分析和处理方法、数字营销等内容，

以满足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实践教学，通过

项目案例分析、模拟实训、团队合作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实

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加强综合素质培养，

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思维，以适应数

字化时代的工作要求。

3.4 师资培养和交流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实践经验对于数字化技能人才的培养

至关重要。学校应关注教师的专业培训和发展需求，提供相

关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可以组织教师参加行业研讨会、企业

培训和专业交流活动，提高教师的数字化技能水平和实践能

力。学校可以与企业合作，邀请企业专家参与教师培训和课

程设计，加强学校内外的合作与交流。

综上所述，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数字化技能人

才需要建立合作模式和机制，包括合作平台的建立与实施、

实习与就业指导、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师资培养和交流等

方面。通过合作的实践经验和有效的模式，能够提高学生

的实际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满足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的

需要。

4 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的问题与挑战
4.1 利益差异与合作障碍

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目

标，这可能导致合作中的一些问题和障碍。学校注重学生的

学术成果和综合素质培养，而企业更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工作表现。这种目标不一致可能导致合作项目的不顺利。

4.2 培养方案的不匹配
职业本科院校的培养方案与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的需

求存在不匹配情况。主要存在课程设置与实际需求不符合培

养计划与企业期望不一致，学校的课程设置可能无法及时调

整以适应数字化技能的变化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学校过于注

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实践教学和项目经验的培养 [7]。

学校的培养计划和学生的实践经验可能与企业的期望不一

致。学生在学校的培养过程中可能缺乏实际项目经验和与企

业的合作经历，无法满足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的要求。

4.3 教师队伍建设和培训
数字化技能人才还面临着教师队伍建设和培训的问题和

挑战 [8]。主要存在教师数字化技能的不足和师资队伍的结构

和数量不足，一些教师在数字化技能方面的了解和应用能力

有限，无法提供学生需要的专业指导和支持。这需要加强教

师的数字化技能培训和专业发展。一些职业本科院校师资

队伍的结构和数量无法满足合作培养的需求。缺乏具有实践

经验和与企业合作背景的教师，影响了合作培养的质量和

效果。

综上所述，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数字化技能人

才面临着利益差异与合作障碍、培养方案的不匹配、学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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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能力的提升以及教师队伍建设和培训等问题和挑战。

5 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的建议与展望
5.1 加强学校与企业的沟通与合作

为了更好地实施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培养，在学

校和企业的沟通合作时可以搭建平台和机制，促进交流与合

作。建立定期的沟通机制，如召开校企合作座谈会、建立合

作项目评估委员会等，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同时，建立在线平台或信息系统，便于信息共享、合作项目

的发布和管理。优化合作模式，提高合作效果。不断探索和

优化合作模式，如开展长期实习项目、共建实验室和科研基

地，加强产学研合作等。学校和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选择合作方式，以提高合作效果。

5.2 完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
为了更好地满足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的需求，在培养

方案和课程设置上可以根据企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与教学

方法。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邀请企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和教

学，确保课程内容与实际工作需求相匹配。强化实践环节，

提高学生实际能力。加强实践教学和项目实训，为学生提供

更多实际操作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建立与企业的合作项目，

让学生参与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提升他们的实际能力和

工作适应能力。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建立全面的评估体系，综合考核学生的专业能力、实践能力

和综合素质 [9]。通过评估结果的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发现

自身的不足，并提供相应的培养计划和支持，推动学生全面

发展。

5.3 加强教师培训和团队建设
为了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能力，在教师培训和团

队建设方面可以：第一，提供教师培训机会，增强教师专业

能力。学校应设立教师培训计划，提供教师参加行业研讨会、

培训班和专业学习的机会，增强教师的数字化技能和实践经

验，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和指导水平。第二，建设优秀的教

师团队，推动合作培养发展。学校应建设优秀的教师团队，

鼓励教师之间的合作与分享，共同研究和探索数字化技能人

才培养的方法和策略 [10]。促进教师与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合作培养的发展。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

区块链等的发展也将为合作培养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

持续的合作和创新，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将共同培养更多优

秀的数字化技能人才，为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结语
通过研究促进数字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培养更

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的人才提供创新思路和实践经验；提升

职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企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

的需求优化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推动产业升级

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数字化技能人才的

培养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许秋璇,吴永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逻辑框架——创

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3,35(2):31-39.

[2] 安春明,马梦遥.大数据时代下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探索[J].企

业科技与发展,2022,494(12):169-171.

[3] 刘白玉.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市场营销中的作用[J].商场现代

化,2023,985(4):34-36.

[4] 许远.企业新型学徒制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中国实践[J].职教论

坛,2022,38(9):110-120.

[5] 王小凤.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江西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建

设研究[D].南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20.

[6] 胡松杰.面向产学合作的高校推荐研究与应用[D].北京:北京交

通大学,2017.

[7] 杨金强.创客教育促进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的实践研究[D].重庆:

西南大学,2020.

[8] 单俊豪,闫寒冰.教育新基建赋能数字化教师培训资源建设[J].

现代教育技术,2022,32(3):32-41.

[9] 梁海燕,张淑芳.高职汽车类学生职业素质培养和职业教育课程

改革研究[J].装备制造技术,2022,332(8):245-247+258.

[10] 刘文霞.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的合作模式研究[D].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2022.

https://ditu.so.com/?pid=6320e4d68e87bd9f&pano=1&src=yaunxiao_info
https://ditu.so.com/?pid=a74792a481e89a1f&pano=1&src=yaunxiao_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