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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refers to the all-round and multilevel coope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institu-
tions and enterprises based on school needs. In this study, taken Ningbo 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China and 
Kamensk Gdansk 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Russia as examples, we investigated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
gie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of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ere analyzed and we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for both China and Russia. Valuable 
experien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re provided as well in our study.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of running school, 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浅析中 职 教育在校企 施策略 的 拓

志岩拓

内蒙 大学满洲 学院 拓
摘要 校企 是指职 院校 据 学需要 企 的多层 全方 文 中 宁

职 术学院和 罗 梅 克 拉尔 克理 学院 例 针对中 职 教育 域内的釐校企 金的

施策略 行研 析了釐校企 金 种 学模式在 职 教育 体 施中的 阐述了釐校

企 金是中 职 教育 段发展的 要方 时 中 职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 借鉴的

验 拓

键词 职 教育食拓校企 食拓 学模式凡拓

拓

来 快 济发展方式转 和 结构调整 济 域的一场深

革 党的十七大 告 申了 快转 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 调要 济增

长由 要依靠投 拉 依靠 投 调拉 转 由 要依靠第

带 依靠第一 第 第 带 转 由 要依靠增 物 源

耗 要依靠科 劳 者素 提高 管理创 转 济方式的转 和

结构的调整需要 生 营 管理 服 一线的高素 的 能型人 而高

素 能型人 的 需要大力发展职 教育 时 职 教育发展的好 在很大程

于校企 的 施 拓

对校企 的理解 广 和 广 的校企 是指教育部门 部门

或行 机构 职 学校 企 或 它职 教育机构 职 教育的一种教育模

式 包括 形式和类型的 的校企 是指企 职 学校的 税滤逐拓拓

该泣泣旨 院 于大力发展职 教育的 定 再一 明确了釐大力 行 学

结 校企 金的 模式 职 教育要 改 学校和课堂 中心的 统人

模式 走釐 学结 校企 金 路 拓

该泣滤泣 院总理温家 持召开 院 并通 家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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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要 该泣滤泣章该泣该泣 要中指 要建立健全 府

行 指 企 参 的 学机制 制定 校企 学法规 校企 制

鼓励行 组 企 职 学校 鼓励 托职 学校 行职 制定

策 鼓励企 接收学生 和教师 践 鼓励企 大对职 教育的投入 拓

该泣滤旧 说是 职 教育发展 程中一个 的 程碑 家 快发展职

教育的 心和力 堪 前 教育部等 部门 发了 职 教育体系建

规 进该泣滤旧 一 该泣该泣 远 规 中指 善校企 各 制 制定 校企

学法规 职 教育改革的 路是校企 建立健全校企 规 治

理 机制 使人 融入企 生 服 流程和 值创 程 职 院校和

企 要 断 善知识 课程更 岗 生 交流任

职 员 创 等制 学校把 地建在企 企 把人

和 地建在学校 探索引校 厂 引厂 校 前店 校等校企一体 的 形

式 拓

由 家在大力发展职 教育的 时 非 视校企 的 施 目前

校企 施模式 要 学校 模式 体形式 校企契 型 校企 一

型 职 教育 团型 半 半 型等[2] 中浙江省宁 职 术学院 宁 海

团股份 限 全方 校企 育人 践被入 教育部釐中 高校一大型企 人

十大案例金 在校企 的 体 施 程中 宁 职 术学院 了学 交

里校企 半 半 里校企渗 式 里校企 利 目 教学里校企

赢四种 施策略  

中 宁 职 术学院在于宁 海 团在 施釐学 交 金的人 模式

时 借鉴了德 的釐 元制金教学模式和 家的职 教育模式 人 模式

的 企 制定 充 体 了企 对高等职 教育 人 的要求 相

少了一 课程的理论学时 使学生的学 内容更接 釐半 半 金的

模式是 于学校的人 方案中没 学生提供个 教育服 的 足而提

的 釐半 半 金 目的 施 要 企 师傅带徒 的方式 行 企 学生一定

的 酬 学校 认学生相 的 践学 第 釐 式金 模式是学生在

前 的 文 素 理论等方面的学 第 3 由海 和学校 施

教育和 岗 教育 由于 人 模式能按企 人 源开发的要求

施 学生在 时 能达到 岗的要求 了 就 的学校人 目的

最 釐 目 教学金是企 将 备和人力 源引入学校 学校 提供场地和

条 更大范围的校企 施人 的高等职 教育教学改革模

式 种校企 的 施策略 了校企 赢 目前中 校企 中面临的一个难

就是职 学校如何吸引企 校企 方的深 融 到职 院校 企 利益

的契 点 是宁 职 术学院做到了 一点 使宁 海 团股份 限 认

识到职 教育发展的好 自身利益是 相 的 由 职 院校在 学 程

中 只 择了 自身发展的校企 学模式 能够 高水 的 能型人

而高水 的 能型人 是企 在 跨 式发展 程中 急需的  

而 罗 职 教育 域内的校企 通 被理解 高校和企 就 服 部

门 间的相 用 中 职 教育 域内提 的釐校企 金概念相对 的 釐社

金 时 企 和职 院校间的 或者企 和教育 团间的

到 如何理解社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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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的社 被理解 社 体 间社 的 谱 目的是达到和

相 对和对 是 活 的和 系 的社 被理解 居民

就 域的 系 在 家参 的劳 者和 间的 础 构建 种 系
[3]

 

教育 域社 被定 各种各 的 形式 在 形式中将 家 金

融界 企 劳 者 各种民 机构 行 学生 教师等 体的目标 利益

活 和潜力在自愿和社 道德 础 统一起来 外 教育 域的社 被 述

教育机构 企 联盟 行 社 组 商 和 力机构在 商 契

的 础 相 系的总和 釐社 金 釐校企 金的 都是相通

的 都是在一定 形式的 础 各个 体 循一定的原 相 间建立某

种和 的社 系 目的是最大程 的 调和 社 一 程的 参 者的

利益  

来 在 罗 管 家层面 是 企 高校层面都开始 极 注

教育 域内的社 时 了一系 的 策文 职 教育 域内的社

提供了一定的 策 障 罗 联邦的 家教育学说规定了吸引 和 的

人 满足 劳 场需求的职 教育机构参 社 罗 2020 前社

济长期发展构想 中 提 构建职 教育院校 企 间相 用的

模式 罗 2013-2030 教育发展的 家 要 的一个目的在于 企

和 在发展职 教育中的 用 而 21 世纪对于职 教育最 的

就是 最 的社 形式  

目前 在 罗 了 的社 形式 例如 在 罗 的 尔德洛

州的社 践中企 教育机构 制定教育大 排学生到企 行生

践 部 的学生支 相 酬 在沃洛格达州职 教育院校和企 要的

形式 组 到企 和相 机构中 践 企 参 开 活 聘 等 企

签 釐人 金 建立了由需求方参 的职 能鉴定中心 [4]
 

除 外 家 职 院校和企 试 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 形式 中

隶属 罗 尔德洛 州的 梅 克 拉尔 克理 学院就是 施社 的 范

一 面就来 例说明一 院校校企 的 体 施形式  

1 首 社 的参 者对 学院物 术 础的 提供 第

一 据签署的 自身人 支 用 例如 2006 拉尔 梅 克

金属 金厂 院校提供了 10 的 支持 第 拉尔西 利 铝厂 股

拿 50 用来 的 备 第 拉尔 梅 克铝厂和 娜尔

钢管厂股份 限 负 梅 克 拉尔 克理 学院的修  

2. 参 课程建 企 表 人 需求者参 了 教学 和教学大 制定和

确定的课程 置 员 的 论 和 家鉴定 员 的相  

3. 组 大学生 行各种各 的 践 通 践使 们掌握 的生 艺和

的 备 生 践结束时对四 的学生开展调查 要是想 调查中获 们对

生 条 的看法 了解 践指 人员对 们的 并 到学生们对改善 践的建

和看法 调查的结 馈到企 人 部门  

4. 企 源 娜尔钢管厂股份 限 拉尔 梅 克 金厂股份 限

拉尔西 利 铝厂 股 的 里 拉尔铝厂股份 限 允许大学

生和教师 厂拍摄生 程 视频 料 在理论课和 践课 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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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 家参 教学 程 验的生 术人员被派到学院 行 课的讲

解 在车间 学生们讲 践课 教师和生 教学的 师 入 述 厂 行 要的

修  

6.“ 式金 在 梅 克 拉尔 克 立了职 教育 调 员 员

跟踪职 教育机构录 生 人和 家的检测数据 据 数据 职

教育机构一 建 哪 和职 继续 人 而哪 再开  

7. 落 生就 时组 召开扩大 的 来交流 验 论职 教育机构

人 和 生就 的 学院 据 企 签 的 来 生的就

 

8 开展 行 的 1991 梅 克 拉尔 克理 学院就是 金行

中等职 教育机构 的 员 在 个 中 55 个来自全 罗 的教育机构

个 在开展 校长 教学副校长 提高职 教育人 制定 金行

中等职 教育职 标准和 标准方面的教学法 家的 论和 谈 解 需教科书

的 和形 统一的 金生 行 人 方案 金 罗 矿山

金行 属的中 员 对 的 支持  

由 中 职 教育 域校企 的 施形式都涵盖了 式人

落 学生 践 就 教师 修 课程建 企 源 建立 行 的

对话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种 形式大多数情 都是学校 而企 参

的 极 并 是很高 无论是中 是 罗 的职 院校都 力提高

自身的 场 力 吸引更多的企 参 或者鼓励校企 建或企 立创 职

院校 走职教 团 股份制 学的道路 目前 在中 部 家示范 院

校做 了尝试 并 了一定的 效 在 创建学校的 罗 职 教育

体系暂时 没 明显的 只是 一 非 立的职 学校 属学校数 够明

显 全意 的 建 没 到发展 因 方面是需要 罗 职 院校借鉴

的 而中 职教机构面临的 就是尚 善劳 力 场需求 人 的规模和

预测制 方面需要借鉴 罗 职 院校的相 做法 外 中 职 教育院

校 需要 在制定职 标准和 善职 能鉴定方面的 极开展 劳 力就

部门 府机构 行 企 在更大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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