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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校内生产性的实训基地开展的教学不同于普通实训基

地的实训教学。它生产的产品要在市场进行交易，实为商品成

本、利润、销售量等市场指标，其都可以来衡量生产出的产品

一个基地的正常运行，一定有相对固定的产品和市场，有个相

对稳定的营业额（sales），称为基础营业额（S0）。教学作为教师

有内容、计划、目的，按照一定流程实施的传授知识和技能的

活动，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且受到经费、场地等各

种物理条件的限制，在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的教学，显然不能

和基地的生产活动混为一体，教学对生产和经营活动提供支

持，教学效果也由学生在生产经营中的结果决定，下面分析决

定这些因素的各种指标及其应用[1]。

2 重复性教学和创新性教学的指标

在生产基地开展的教学，作为基地生产的支持，用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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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和类似的工艺，教学生产的产品与基地正常营业生

产的产品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作为新手，在产品工艺、质量上

一般不如基地生产的生产人员，因此 Pr1臆Pr0；生产的熟练程

度亦不如，有 Q1臆Q0。

在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的教学，独立于基地生产活

动，同时又借助于基地的平台，其生产活动相当于在基地原

有的生产规模上增加一定的劳动。如果产品类似，劳动增加

的百分率带来的营业收入增加的百分率由生产基地的 Es 决

定，当 Es 小于 1时，销售收入的增加率小于劳动的增加率，Es
越接近 0，说明收入增加率越也接近 0，此时如果要取得好的

收益[2]，市场条件要求教学生产的产品进行创新，使得教学产

品不受 Es的影响。另一方面，当 Es接近 1甚至超过 1，教学生
产的产品和基地产品相同，相同的劳动增加率带来相同甚至

更多的收入增长率，市场对教学生产产品创新是抑制的，因为

创新可能会导致 Es 的变化，教学只要重复现有产品生产即可。

教学内容是否进行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往往是由教师对

课程内容、专业教学体系的理解，以及教师个人素质决定的，

但在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的教学，是否培养创新能力是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市场条件的决定的。Es越值接近 0，课
程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越高；Es 越值接近 1，课程对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越低。这是否说明校内生产性实

训基地的 Es 越低，越要求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学效果

越好，此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3 劳动生产率和单位产品毛利对校内生

产性实训基地教学效果的影响
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教学不同于一般实训的最大特点在于

其教学产品要通过市场交换，学生的成果大小与产品在市场

获利多少相关，为了简化起见，人们用生产和销售产品获得的

毛利 G 表示这一产品在市场的获利值，在这里之所以用毛

利，是因为：毛利=销售收入-原料成本

此公式计算方便，如果用纯利，需要考虑所有的成本，包括

人工、设备折旧、管理费用、水电等等，在实际应用中难以估算。

在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是，还要考虑到学生付出的劳动

量（L），显然劳动量越大，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数量越大，但在

单位劳动量条件下，产品毛利收益不会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

增加，因此用 G/L 表示学生的学习成果比单纯用 G 表示更有

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教学中没有要求学生一定出售自己生产产品，部分学生

采取外购产品，校园内销售，单位劳动量毛利高于自己生产产

品出售的学生，原因在于自己生产成本较高，数量有限 [3]。单

位劳动量毛利反而低。人们对食品企业进行了调查，在生产岗

位上，每个工人的单位劳动量毛利一般为30耀100 元/小时，而

学生在生产性实训基地 GL 在 10 元/小时之内，这凸显开展生

产性实训教学的必要性。

4 由 Es 值决定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教

学中的 Q和 GL值
创新性教学和重复性教学，站在教师的角度就是在教学

内容和形式上是否让学生参与教学内容的形成，让学生发挥

主动性解决存在的问题。在生产性实训教学中，要取得好的教

学效果，可以让学生提高 Q 值，也可以让学生提高单位产品

的毛利 GN。如果是前者，假设学生生产的产品市场非常好，生

产多少就销售多少，提高单位时间的生产产品的数量，就是提

高 Q值，为了提高学生的 Q值，必须要求学生掌握原理、反复

训练，相当于教学中的重复性教学；但当市场不理想，单纯提

高产量，不能提高 Q值，需要改进销售方法，如果这种改进是

由学生完成，这部分又属于创新性教学；再看后者，提高 GN

值，即相同的产品要卖出更高的价钱，需要学生采取新的销售

方式、赋予产品新的内涵、寻找新的消费群体等，这显然是以

提高 GN为目标的生产性实训教学，属于创新性教学。当然，教

学的内容和目的远远不止 Q值和 GN值，但为了方便后面的

分析，人们将校内生产性实训教学中以提高学生劳动生产率

（不考虑销售劳动付出时为 Q值）为目标的教学设计称为生

产重复性教学，简称为重复性教学；以提高学生 GN 值为目标

的教学设计称为经营创新性教学，简称为创新性教学。

5 结语

经营性实训有 2 大特点：生产过程完整、产品市场交换。

生产性实训就是可持续的经营性实训，除了具有经营实训活

动的 2 大特点外，为了维持经营活动的持续不断，生产性实训

另一大特点就是必须不停进行再生产。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

一种新的教学形式，生产性实训教学给人们带来许多问题和

挑战，首先它具有市场的特性，人们可以引入许多市场成熟的

理论来定量分析和评价这种教学；其次，课程涉及产品生产、

质量控制、市场营销、人员管理等各环节，是完整的工作过程，

显然也是跨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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