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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职学校以升学为主，直接就业为辅，在此背景下，中职

学校的产教融合还是有问题的。首先，企业和学生均满意时，学生肯

定很优秀。这类学生如果参加了企业的实践，是必要影响学生的成绩；

如果派单招学生去，学生的综合素养又可能满足不了企业岗位的需要。

因此，笔者学校提出了技能竞赛“特种兵”班的构想，并通过以往的

一些实践借鉴了部分经验，预估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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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7〕95 号）文件的出台，给予我们这类农村中职学校的教学改

革工作指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但是，如何切实做好此项工作，能够形

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模式可供推广，还是有些具体问题需要去研究。

一、校企产教融合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高考升学与就业之间的尴尬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型，中高职衔接的事业开始兴旺了起

来，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升学。

同时，出现的问题就是升学的质量不高。俗话说得好：进口质量

决定出口质量。以我们学校 2018 年高一新生为例，到学校就读学生

的语数英总分达 252 分（总分 360 分，相当于百分制的 70 分）的人

数为 3 人，约占招生人数的 0.2%；总分大于 234 分（相当于百分制



的 65 分）的人数约 13 人，约占招生人数的 1.1%；总分大于 216 分

（相当于百分制的60分）的学生人数为 33人，约占招生人数的 2.8%；

总分大于 180 分（相当于百分制的 50 分）的学生人数不到 161 人，

约占招生人数的 14%。

表 1 XX 职业技术学校近三年入学情况统计表

年份 2018（1147 人）360 分 2019（1480 人）360 分 2020（1680 人）450 分

总分 >252 >234 >216 >180 >252 >234 >216 >180 >315 >292 >270 >225

人数 3 13 33 161 1 3 15 137 4 33 81 201

占比 0.2% 1.1% 2.8% 14% 0.06% 0.2% 1% 9% 0.2% 1.9% 4.8% 11.9%

从上表可以看出，到职校就读学生的语数英总分能够达 180 分

（或 225 分，得分率 50%）的学生的占有率不会高于 14%，这就大大

增加了学校的教学难度。2021 年，学校参加 6 月份的对口高考统一

招生考试的人数大致相当。

根据近两三年升学的人数的统计来看，我校大部分学生都升入了

高校就读，升学率约 90%±4%。

表 1 XX 职业技术学校近三年升学情况统计表

年份 2019（727 人） 2020（821 人） 2021（1091 人）

类型 本科 专科 单招 本科 专科 单招 本科 专科 单招

升学人数 18 235 378 26 91 30 36 135 862

升学率 2.5% 32% 52% 3.2% 11% 81% 3.3% 12.4% 79%

要进行产教融合，是必要安排时间到企业进行实践，这与学生要

加强语文、数学、英语、专业理论课的诉求是矛盾的。如果，只是把

不愿意参加高考的学生放到企业参加产教融合，会出现因为学生综合

素养不够好而企业不满意的局面；如果把综合素养好的学生放过去，



企业肯定会满意，但就必然会影响学生的成绩。众所周知，凡是参加

企业实践班级的学生回校上课，每门课程的老师都会感觉大部分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了；

这些年，教务处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种好的办法来解决此类问

题，我们也在探索，也在向周边兄弟学校学习。

（二）企业遭遇的尴尬境地

近期，与富源公司的周总、梁厂长、宋副厂长交流的过程中了解

到，企业目前迫切需要机械加工、数控机床操作、焊接的人才，但是，

又不容易招到符合要求的人才，招到后又因为“待遇不满意”、“非本

土的人”而留不住。

之前，本地的“双星”建司等建筑企业、部分幼儿园、电商平台，

汽修厂、旅游或餐饮公司都向学校提出过招人的想法，但是，需要的

人数不多，关键还要求能够立即上岗，结果，就不了了之。于是乎，

近年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符合条件的学生不想去，要

参加对口升学；想去就业的学生专业能力不强，企业又不满意不想要，

这严重违背了职业教育的初衷。

二、重提开设技能竞赛“特种兵”班级的构想

在此，教务处强烈呼吁，恢复开设技能竞赛“特种兵”班级，参

加技能竞赛的选手主要从该班产生。该班级于高一年级半期之后产生，

班级建制 60 人，学生学籍不变，每个年级两个班。每个班级包括所

有重点打造的竞赛项目，两个班的项目完全一样，规模少的专业的项

目人数可以低至 2—3 个人一个班，部分条件不成熟或不必要的项目



可以不实行，例如，职业英语（其他类），项目开设由教学系统会同

校领导共同商定。

竞赛“特种兵”班级的班主任在全校进行公开招聘，最后由学校

评估后任命。语数英老师选择专业能力较强，责任心强，具有较强沟

通能力的教师担任。该班的专业课程由每个项目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的老师担任，实行“小组教学”的方式，运用课程“融创”的思想，

采取“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平行年级的两个班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安排时段刚好相

反，但是，与另外两个年级的对应班级完全一致，即一年级的 A 班和

二、三年级的 A 班的专业课程时段完全相同。该班按照一半公共课

（50%）、一半专业课（50%）的方式开课，至于是一天一轮、还是二

天一轮、甚至于一周一轮都可以，则根据专业项目的特点，做到灵活

处理。另外，周末补课可以在征求公共基础课教师的意见，同意后适

当加重专业课的权重。当学生训练到二年级时，就可以整个年级或整

个班级都在进行备赛了。另外，在竞赛最后半个月的冲刺阶段，可以

把所有的文化基础课全面停掉。此种组班模式，解决了以往班级不好

管理竞赛学生的局面，同时，也不用担心班主任不支持的问题了。由

于该班可能出现“井喷式”的获奖，所以，在奖励方案中，要考虑给

予公共基础课教师一定额度的奖励，建议在原来班主任奖励金额中分

出 20%来激励公共基础课教师参与竞赛的积极性。

文化基础课中，语数英节数开设 6节即可，其余体育、计算机应

用基础、德育、劳动教育、历史、公共艺术等，这些必须开设的公共



基础课还是要开设，约占总课时的 50%。语数英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

识（约占大纲要求的 50%—60%）就行，重点加强竞赛和高考单独招

生考试的专业课程的训练，做到高职单招和技能竞赛两不误。

当学生进入二年级后，技术已经较熟练时，对应项目的学生就可

以参与“产教融合”，并且，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可以交叉到企业

实践。此举可以大大缓解企业招聘不到优秀技术人才的局面，学校可

以一直为企业培养一支招之既来、来之能战的“编外生力军”，同时，

还可以减少企业的一部分工资支出；此外，学校也不用再担心无实训

基地进行“实战”的问题了，可以较大幅度地减少学校实训耗材的支

出。当大家能够很好地深度融合时，作为企业也可以为学校作出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学校也可以收获社会的认可，企业、家长、

学生的肯定。

为了确保该班的改革能够成功，个人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1.

顶层引领，系统规划。2.高度重视，统一认识。3.认真研读竞赛规程，

师生共提操作技能。4.物色精英团队，制定特训方案。5.制定选拔标

准，层层考核选手。6.加强实训管理，做好资源保障。

二、加强产教融合基地的建设

为了切实搞好学校的产教融合，教务处建议，在校内建立产教融

合基地。建立产教融合基地的项目既要与学校开设专业相对应，也要

与市场相接轨。基地建设方案中主要的要素有功能定位，公司面积，

区域规划，产房和附属设施投的金额，装修的金额，模拟经营三年的

方案等等。



学校除了考虑上述方案之外，还要系统思考如何提高本科升学人

数和单招升学人数。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后，学校可以做到带“针对性”

地 “分层次”教学，形成“筑基强技双丰收，竞赛升学两手硬”的

大好局面，促进学校的教学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