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工程学院校企合作案例 
——中兴新思通讯学院 

 

1.校企合作的实施背景 

现代高职教育的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社会实际的用人

需求相脱离的情况，尤其是信息类等应用型学科，需要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而

目前的学校教育，学生仍缺少动手机会，缺乏实践经历，间接加大了学生的就业

难度。另外，学校专职教师有很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很强的理论教学水平，但

长期学校教学，导致缺少企业实践，因此，在实践教学方面存在经验不足的情况。

学校的专业建设需要与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并且，与地区的企业进行深度的

合作，以促使产学研的深度发展。 

正是为了实现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和深度发展，促进学校信息类专业建设的完

整性，并更深度的与地区经济发展与人才需求相结合，提高应用型学科以及应用

型人才的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大连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二级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与中兴新思教育共同合作，联合成立“大连职业技术学院-中兴新思通讯学院”，

并在此基础上那个，校企双方共同投资 1千万元，成立包括六个实训室在内的移

动通信实训基地。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的培养平台和实训基地，共同培

养高技能创新性人才，并协助企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源优化，共同为应用型人才

培养及地区区域经济作出贡献。 

 

2.校企合作的主要目标 

联合成立学院，通过合作专业联合招生，进行三年制贯穿式培养，是大连职

业技术学院首次实施此种招生模式及培养模式，具有深度的探索意义的办学模式

创新性。有助于学校在办学模式上的探索。 

校企双方将会通过合作专业的长期建设和实训基地的实际运营，直接引入企

业的准职业人培养理念和基于实践积累的专业课体系；并引入企业一线技术人员

作为合作专业师资来实现师资混编。 

希望能够通过三年贯穿式的合作培养模式，可以在校企合作模式上能够树立

标杆，促进学校在此方面的探索，与企业的合作，已经逐步开始在现在学徒制方

面展开合作，预计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共同摸索出一条适合区域发展、适



合学校特点和特色的学徒制培养模式或更优化的培养模式；基于混编师资的组建，

可以通过企业教师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学生的动手机会，预计合作专业的首届学生

在 18 年毕业时，可以达到企业对于应届生的免培训标准；而混编师资的一个重

要作用，即是直接促进了与学校教师的交流，按照双方合作的路线图，企业会直

接参与学校教师的培养，并希望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学校可以实现完全的自有

师资，而自有师资全部达到企业标准的双师型能力。 

成立合作专业、搭建实训基地的最重要目的是提高学生能力、促进学生的就

业，并且最大程度的配合地区经济的人才需求，而合作专业在就业方面，直接与

学生签订就业服务协议，并且是在学生入学时签订，进行三年的半定制式的培养，

此种模式在学校属于开先河模式，使学生的学习目的和学校的教学目的更直接。

而三年贯穿式的职业素养课程体系，无论是在重视程度还是在执行程度上，都是

人才培养模式上的创新点和突破点。 

 

3.校企合作的实施过程 

在联合成立学院和建立实训基地的基础上，合作专业的学生入学就会与合作

企业签订就业服务协议，毕业时推荐在通信行业内就业，校企双方希望通过此种

模式的实施，能够在未来的学生就业效果和就业质量上实现突破。就业服务协议

会在入学时第一时间与学生签订。 

在合作专业的教学方面，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时就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

的划分，企业承担实践维度上的专业核心课程的交付，学校承担理论维度的基础

课和专业基础课的交付，企业根据具体的专业课实施进度，进行企业师资的配套，

并且，专业课程教材全部由企业编写、印刷，而企业教师也按照企业实际的项目

来进行实际的教学，明确的提出实践课程所占的比例，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学

校教师可以直接参与企业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平面化的交流。同时，企业会定

期举办学校教师培训，学校教师可参加培训并获得企业颁发的教师培训证书，通

过这种模式，使得学校教师逐步增加实践机会，提高实践能力，预计在 3年左右

时间，学校教师可以再企业教师的协助下，参与核心专业课程的交付，直接参与

专业建设；预计在 6年左右的时间，学校教师可以独立承担核心专业课程的建设，

预计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学校教师可以实现整体专业的交付，实现专业独立建



设。 

从学生入学开始，职业素养课程就会开启，并贯穿大学三年，定岗实习期间

也会进行跟进，通过大一建立学生档案，大二准职业人素养提升、大三的实习跟

进，来实现职业素养的多维度提高，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最终促进学生就

业能力的提高，促进高质量就业。学生进入大二后，会按照公司的架构来管理学

生，使学生提前感受工作环境，提升职业人的素养。 

校企双方会利用实训基地，进行现代学徒制等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探索，当前，

已经利用此平台开始现代学徒制的相关课题研究，初步计划是先在实训基地内，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框架和模式，通过 15 级学生的实践教学，进行符合学校自身

特点的教学模式的探索，优化相关理念，第二阶段，会结合企业项目实施过程，

企业教师的实际经验，在现代学徒制的基础上，进行项目管理教学模式的尝试和

探索，使学生提前进入工作模式。 

 

4.校企合作的实际成果、成效及推广情况 

15 级是合作专业的首届学生，通过 1年时间的职业素养课程教学实践，学生

在职业素养方面等到明显提高，在学校、学院的各类活动中都能够较好的承担相

应的组织工作，综合能力提升明显。在日常的教学方面，对 15 级实施了兴趣方

向拓展尝试，在大一期间，结合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实施了 C语言的知识

讲座，并举办 C语言的知识竞赛，在电子电路方面，组织学生实际动手焊接电路

板，增加动手机会。 

 

图 1  学生在参加程序设计竞赛 



 

图 2  合作专业学生参加企业举办的夏令营（一） 

 

 

图 3  合作专业学生参加企业举办的夏令营（二） 

在现代学徒制的探索方面，校企双方联合推动，将利用 15 级学生进行模式

上达到探索，并由学校老师主导申请了校级的相关课题。而后续也将会利用专业

课，进行课堂上的师徒模式带动式教学，强化一对一的动手实践指导。 

实训基地的建设，得到学校和企业的大力支持，并在 16 年暑假期间，承接

了企业方的暑期师资培训，来自全国 40 多所本专科院校的 280 名教师参加了培

训，为期一个月时间，共计 12 门课程，合计 960 个学时，此次培训是对实训基



地建设的肯定，并利用本次培训，向全国兄弟院校展示了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的办

学实力和学校风采，培训效果及培训反馈很好。本次培训，也为实训基地未来服

务社会、承担社会功能提供了样例和思路。 

 

图 4  暑期教师培训部分学员合影 

 

图 5 实训基地外观 



另外，实训基地的建设，也给学生提供了深度学习的机会，利用 15~16 学期

一整年时间，已经全部完成了实训室的各种配套设施的部署和安装，在 15 年九

月也举办了揭牌仪式，校企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信息工程学院利用此平台，在

5 月份的 4G 全网大赛上获得三等奖，为后续的移动通信技术方面的竞赛打下基

础，拓展了学生对外实践和交流的渠道。并且，也会利用此平台，建立学生更高

层次竞赛平台。 

 

5.校企合作的体会与思考 

校企合作已经历一年时间，通过一年时间的教学、互动、管理，合作专业已

经在 16 年正式按照移动通信技术专业招生，已经开始规模化的建设。 

从启动、转化第一批学生、实训室建设、揭牌、16 级招生，整整经历一年时

间，虽然通过 15 级的教学实践，在合作教学、专业建设上都积累了经验，摸索

出了一些方式方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进。 

首先，如何更好的落实企业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加快现代学徒制的尝试，

在这方面仍需要加快实施。 

其次，混编师资的组建、培养等，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因为企业教师强于实

践，学校教师强于理论，在前期的实际教学中，需要更好磨合，更好的将双方的

优势进行整合，使得这种组合真正的有利于学生。最终，学校教师如何能够利用

企业平台尽快丰富经验，提高实践机会，成为双师型教师，则是真正对学校及专

业未来发展有积极影响的因素。 

 

 

 

 

案例提供：信息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