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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研究2023.07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冉云芳 徐灵波 顾德仁

摘 要：基于高职院校学生群体的扎根理论分析，透视其参与收获的结构维度与内在要素，进而勾勒出高职院

校学生参与校企合作收益模型。文本通过对“涵养班”18 位学生的学习日志及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梳理出学生

参与校企合作收益的五个结构维度，分别是通用能力、专业能力、领导能力、社会与情感能力、价值实现，并呈现出学

生参与校企合作收益的主要“故事线”：经校企合作全方位培养，学生在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方面实现螺

旋式递增，同时社会与情感能力得以培养提升，并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促使学生最终的价值实现。校企合作实践

中，可发挥企业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建立有效的师生合作沟通机制，注重学生通用能力和社

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激发企业资源投入，充分发挥行业的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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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逐渐由注重规模扩张向

内涵发展转变，职业教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众多职业院校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必然选择。我国政策层面高度重视产教融

合协同育人，如2018 年教育部等6 部门联合印发《职

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就如何推动学校和企业

间的合作关系进行了规定，并指出通过校企合作培

养高素质人才成为职业院校的发展趋势。2019 年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

确，推动校企在人才培养、就业创业、技术创新等方

面加强深度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同年，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

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坚持工学结合，强化对学生

的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

养。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紧跟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

趋势，优化职业教育人才供给，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2022 年 5 月，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发挥企业

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其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且最终导向受教育者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

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的提升。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

确，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校企“双元”共育培养更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当下，众多高职院校也纷纷以订单班、集团化办

学、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等多种形式开展校企合

作，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综合职业能力。但面向新时期，高职院校发展仍存

有诸多问题，如校企合作不够深入，企业未能真正参

与到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选择、

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评价等职业教育全过程。 [1]学

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差异，学生留任

率低等。 [2]校企双方在校企合作中的收益已得到学

术界的关注，如企业层面，参与校企合作可解决短期

用工需求、提高员工稳定性、获得良好社会声誉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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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3]能够获得来自学生实习创造的生产价值、

政府补贴收益、学校资源利用收益等。 [4]高职院校

层面，通过校企合作可为学校提供专项资金和设备，

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科研能力， [5]实现教师技术

研发成果的转化与市场化等。 [6]然而，就已有研究

看，学生虽作为校企合作的核心主体但尚未得到应

有的关注。从校企双方诉求看，职业院校聚焦于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企业聚焦于获得人力资源，因此校

企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技能人才培养，其最

终都导向学生的收益获得。只有学生有了切实收

获，校企合作过程才更有意义和价值。

已有成果从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收益视角开展

研究，如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个人就业的可能性，并通

过提高就业率及就业质量来影响个人收入。 [7 ] [ 8 ]职

业教育可以直接提高毕业生的起薪，且随着就业年

限的增长，其经济效益会逐渐增加。 [9 ]职业教育对

学生的健康、家庭和生活都是有益的，有利于个体的

自信心、自尊心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10]学生接受高

职教育，个人最直接、最明显的收获是知识和技能提

升，还可以增强个人的健康水平和财务管理水平，如

消费、储蓄和投资能力。[11]与其他层次教育相比，高

职教育的毕业生能够获得更好的个体非货币收益。[12]

也有少量研究成果聚焦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

认为顶岗实习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 [13]深

化产教融合对于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具

有重要作用。 [14]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在企业得到实

践技能的锻炼，综合能力明显增强。 [15]企业还为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鲜活、真实、直观的环境，有

助于培养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 [16]从具体的校企合

作模式看，现代学徒制模式既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

能水平和就业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职业道德、责任

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了学生就业稳定率，从而使学

生和企业实现双赢。 [17][18]也有学者指出，高职毕业

班学生就业能力的增强与他们参与的校外顶岗实习

有关。[19]

从已有文献看，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收益的相关

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大多关注企业参与校企

合作的收益和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收益，少有研究

聚焦于学生参与校企合作过程的收益获得，且缺乏

深入一线倾听学生这一核心参与主体的“声音”。同

时，少有研究针对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进行实

证研究。学生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核心利

益主体，应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成长，将学生

收益作为衡量校企合作成效的重要指标。课题组开

展校企合作相关调研时，据 SZ 职业大学教师介绍，

其电梯学院校企合作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学生参与

校企合作成长迅速，精神风貌的转变非常大，其它知

识技能、素养等方面的收获也非常大。于是，课题组

以研究的视角，带着疑问，前往实地考察并进行跟踪

调研。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通过收集 SZ 职业大学电

梯学院“YZ 涵养班”（以下简称“涵养班”）18位学

生在参与校企合作期间的学习日志，并对学生及相

关企业师傅、教师进行访谈获得一手资料，在深入分

析校企合作模式基础上利用 Maxqda2020 软件对学

生参与校企合作过程中的收获进行编码分析，建立

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模型。由此，为高职院校

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模式选择提供启示和借鉴，以

期提高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质量。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目的抽样，以 SZ 职业大学电梯学院

“涵养班”的 18 位学生为研究对象。SZ 职业大学电

梯学院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是 SZ 职业大学与 SZ 电

梯行业商会深度融合、校商共建的产业学院。SZYZ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YZ 公司”）作为电梯行业

商会的理事单位，参与电梯学院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YZ 公司负责人作为商会代表，担任电梯学院院长，

负责学院日常教学工作。“涵养班”具体组建与培养

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涵养班”校企合作模式

第一学期，负责人以学院院长和企业的双重身

份在电梯工程技术专业新生和家长座谈会上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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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长见面，并牵头举办学生专业认知宣讲会。在

第一学期日常教学中，负责人随机深入课堂听课，了

解学生学习情况。第二至四学期，在开学的前一天，

企业负责人会组织电梯工程技术专业全体学生召开

新学期座谈会。从第二学期开始，带领学生到相关

企业参观，并在每个学期末就学生在行业认知、薪资

待遇、职业意向等问题进行书面问卷跟踪调查，以了

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及专业认知情况。第三学期，企

业多位工程师以团队形式承担5 门专业课程的教学

任务。第四学期末，SZ 职业大学又与 YZ 公司单独

签订合作协议，从电梯工程技术专业在校生中遴选

了 21名学生组建“涵养班”，在合作过程中有 3位同

学因个人原因退出。“涵养班”组建的依据主要为学

生意愿（也吸纳个别学业被警戒的学生）。总体来说，

前四学期的学生培养主要以学校为主。

第五、六学期的学生培养则以企业为主。在第

五学期，SZ职业大学将“涵养班”的全部教学活动交

由 YZ 公司负责。YZ 公司配备 1 名助理班主任和 4

名部门负责人作为企业导师，每周会与所负责的小

组成员开展至少 1 次一对一面谈，了解学生学习收

获，为学生答疑解惑。出于交通和学生安全的考量，

YZ 公司将学校实训场地改造成一个微缩版的真实

企业生产车间，作为学生的校内实训场地之一。第

六学期则是岗位实习，学生进入企业在师傅一对一

的带领下进行真实的工作训练，并不定期进行轮岗，

保障学生综合职业能力提升。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涵养班”以项目为载体，模

拟真实的工作任务。学生会经历从“校内微缩车间”

到“企业见习”再到“校内实训基地”的轮回训练，真

实感受企业的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将所学知识更

好地与工作实现对接。在课程时间安排上，“涵养

班”授课实行 8小时工作制，学生接触的是完全源于

企业的真实工作项目，学生毕业后能胜任机电类相

关企业的技术类岗位工作，历经 3-5年的磨练，学生

可向机电类产品的创新研发、升级改造等相关领域

继续发展。

（二）研究过程和方法

为充分掌握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课题组成员

在第五学期，每周保证至少6-8 小时赴现场听课，与

学生交谈并进行跟踪调研。企业负责人要求每位学

生坚持每天手写学习日志。课题组在征得企业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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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个人同意后，对其学习日志进行汇总分析发现，日

志从“学习项目”“学习任务”“学习收获”“其他收获”

四个方面全面记录了学生在第五学期的学习过程和

收获，因此，文章以学习日志为主，将其作为一手研

究素材，重点聚焦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将其归纳为

“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并进行深入分析。在研

究过程中，课题组首先将 18 位学生一学期的日志扫

描版全部转化为word 电子版，共计 15.9万字。

为进一步印证学生学习日志的真实性，课题组

对涵养班学生进行了多次集体访谈和个案访谈，同

时还与企业导师和学校教师进行访谈，由此对学习

日志内容提供三角校正。通过过程性跟踪及对访谈

结果的整理，课题组证实了学生的学习日志内容翔

实全面，访谈信息在日志里皆有具体体现。因此，基

于扎根理论，课题组利用 Maxqda2020 软件展开对

其学习日志的深入分析，并对参与校企合作的具体

收益进行三级编码。

三、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分析

（一）一级编码（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中，课题组对学生学习日志进行

编码，不遗漏任何重要信息，遵从现象到理论抽象的

过程提取概念，直至码号饱和。[20]通过对原始材料

进行逐字编码，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分析共涉

及4612个参考点，凝练为38个概念标签，其中“安全

意识与操作”“行业标准规范”“专业知识与技能”参

考点数较多。在此基础上，经过连续比较和修正，并

作进一步抽象化处理，提取出9个相对独立的初始概

念，即职业道德、学习能力、方法能力、技术能力、执行

能力、领导能力、社会与情感能力、职业认同、工匠精

神（以“技术能力”为例呈现开放式编码如表1所示）。

电梯作为特种设备之一，最受关注的是安全问

题，“安全意识与操作”的参考点数为 420 个。通过

第五学期的强化学习，学生的安全意识明显增强，对

EHS体系认知更加清晰，学会进行安全风险评估，能

够按要求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学会安全用电及安全

使用工具等。电梯行业的规范和标准在规范电梯的

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保养与维护，保障电梯运行安

全等方面发挥着至高无上的作用。“行业标准规范”

的参考点数为228 个。企业负责人表示：“标准是最

好的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企业导师不仅重视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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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技术能力”开放式编码举例

原始资料(举例)
概念化

(贴标签)

参考

点数

类属化

(形成

初始概

念)

参考

点数

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自己的安全都不顾, 凭什么别人能

相信你。
安全意识

安

全

意

识

与

操

作

420

技术

能力 1689

EHS 是健康、安全、环境的缩写, 是企业对环境、职业、

健康安全行为的原则与意图的声明。
EHS 体系认知

风险评估是指事先对危险源安全风险进行识别、评价, 并

采取相应措施, 使危险源及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
安全风险评估

在安装控制柜部件以及接线时应充分做好安全防护, 避免

手部受到工具及部件划伤。
个人安全防护

现场调试时, 手动松闸, 一定要用绝缘工具。
安全用电

在使用老虎钳等工具时要注意安全。
安全使用工具

进入底坑, 需在外面设置防护栏, 告诉乘客电梯正在维修,

避免造成不安全乘梯带来的危险。
设置防护栏

在实际操作中理解并运用 GB7588《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

范》。
特种设备行业规范

标准 行业标

准规范 228
进行产品设计开发时, 首先要考虑实用性, 其次要考虑观

赏性, 最后选择恰当的材料和工艺。
规范化的产品

设计开发

上电梯轿顶要严格按照“三确认 ”来操作。
日常操作规范

对自动扶梯控制柜元器件进行装配和接线。 自动扶梯控制柜装

配与出厂检验

专业

知识

与

技能

1041

编制自动扶梯传感器配置方案。 自动扶梯控制系统

安装与现场检验

对电梯控制柜进行出厂检验。 电梯控制柜装配与

出厂检验

学习电梯结构及部件工作原理。 电梯控制系统安装

与现场检验

对电梯故障进行逐步排除。 电梯现场调试与故

障排除

掌握典型门机技术特点。
电梯门机调试

对电梯井道进行维护。
电梯维护

生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也注重

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贯穿到教学中。专业知识与

技能在学生的收益中占比最多，参考点数为 1041

个。可见，安全意识与操作、行业标准规范、专业知

识与技能对于学生未来从事专业相关工作至关重要。

（二）二级编码（主轴编码）

二级编码通过发现一级编码间潜在的逻辑关系

而形成主范畴，在一级编码和三级编码间起承上启

下的作用。研究按照相关关系、语义关系等逻辑，在

开放式编码基础上进一步将存在交叉的初始概念归

纳为5 个主范畴，即通用能力、专业能力、领导能力、

社会与情感能力和价值实现（结果如表2 所示）。

信守承诺、态度端正、勤奋刻苦、严谨行事、乐于

助人反映的是个体对工作的情感和态度，归纳为职

业道德。重树学习信心、积极主动学习、改变学习方

式、善用学习资源、虚心请教他人都有助于学生不断

提高自身的素质，归纳为学习能力。常用办公软件

的应用、工程制图软件的应用、常用工具的规范使

用、观察和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总结反思与

改进反映个体如何解决问题，归纳为方法能力。个

人品质、学习能力和方法能力进一步归纳为通用能

力。安全意识与操作、行业标准规范、专业知识与技

表2 主轴（二级）编码结果

主范

畴

副

范畴

序

号
概念标签

参考

点

主范

畴

副

范畴

序

号
概念标签

参

考点

通用

能力

职业

道德

*238

1

2

3

4

5

信守承诺

态度端正

勤奋刻苦

严谨行事

乐于助人

28

45

73

77

15

专业

能力

技术

能力

*1689

21

22

23

安全意识与操作

行业标准规范

专业知识与技能

420

228

1041

执行

能力

*293

24

25

26

27

遵从组织安排

合理规划时间

按程序办事

追求效率

85

56

82

70学习

能力

*464

6

7

8

9

10

重树学习信心

积极主动学习

改变学习方式

善用学习资源

虚心请教他人

75

197

85

36

71

社会

与情

感能

力

社会与

情感能

力*454

28

29

30

31

情绪调节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

注重职场礼仪

56

220

141

37

方法

能力

*619

11

12

13

14

15

16

常用办公软件的应用

工程制图软件的应用

常用工具的规范使用

观察和发现问题

分析和解决问题

总结反思与改进

207

29

101

80

77

125

价值

实现

职业

认同

*221

32

33

34

职业认同

职业定位

自我规划

101

42

78

工匠

精神

*276

35

36

37

38

责任担当

精益求精

创新思维

奉献精神

70

112

78

16领导

能力

领导

能力

*358

17

18

19

20

企业运营管理理念

人才战略

项目管理

顾客需求导向

128

17

165

48

能都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与能力，归纳为技术能力。

遵从组织安排、合理规划时间、按程序办事、追求效

率反映的是个体行动力，归纳为执行能力。企业运

营管理理念、人才战略、项目管理、顾客需求导向反

映的是企业如何运营和管理，归纳为领导能力。技

术能力和执行能力进一步归纳为专业能力。情绪调

节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交流沟通能力、注重职场礼

仪是如何处理职场人际关系，归纳为社会与情感能

力。职业认同、职业定位、自我规划是个体对职业的

看法，归纳为职业认同。责任担当、精益求精、创新

思维、奉献精神反映的是对工作品质的更高追求，归

纳为工匠精神。职业认同和工匠精神体现了劳动者

对工作的热爱、对技术的追求，是学生个人价值实现

的重要表现之一。

（三）三级编码（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也称核心式登录，是指从所有类属

中挖掘核心类属，然后通过一个整合图式或故事线，

将各种理论要素整合起来。[21]在一级编码和二级编

码基础上，通过对通用能力、专业能力、领导能力、社

会与情感能力、价值实现五个主范畴之间关系的反

复考察和分析，将核心范畴确定为“学生参与校企合

作的收益”。本研究主范畴与核心类属之间的关系

如表3 所示。

基于以上关系结构，围绕核心类属的“故事线”

构建了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模型，如图 2 所

示。①

通用能力是基础，适用于任何职业岗位和工作

任务，它具有普适性和相通性，能随着行业、企业、岗

位的不断变换进行迁移，属于第一层次的能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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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范畴与核心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

主范畴 核心类属 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通用能力 第一层次
通用能力包括职业道德、学习能力和方法能力, 是

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基础。

专业能力 第二层次
专业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和执行能力, 是求职者所具

有的专业性能力。

领导能力
学生参与校企合作

第三层次
领导能力是少数人拥有的能力, 居于第三层次, 增

加求职者获得高回报、高技术性工作的可能性。

社会与情感能力

的收益

中介关系

社会与情感能力包括情绪调节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交流沟通能力、注重职场礼仪, 是促进劳动者

价值实现的中介。

学生通过校企合作获得的通用能力、专业能力、领

价值实现 因果关系 导能力及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影响学生价值实现的

直接因素。

图2 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模型

仅具备通用能力，求职者大概率只能获得低技术、低

回报的工作。专业能力适用于某一行业或特定岗

位，是在面对需要完成的任务时表现出具有专业性

的能力。基于不同行业特点，通过将实际岗位工作

任务与已学到的知识相结合，学生的实践操作等专

业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专业能力以通用能力为基

础，属于第二层次的能力，二者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完

成工作任务。通用能力、专业能力之间是螺旋式上

升的关系。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缺一不可。

领导能力是在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基础上少数人拥

有的能力，领导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

社会及实现职位的上升，增加获得高技术、高回报性

工作的可能性。

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影响着学生价

值的实现，但社会与情感能力在其中起到很好的调

节作用。一方面，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个体的基本生

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个体的基本发展能力，它是劳

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能够帮助

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包括情绪调节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等。情绪调节能力

是一种基本的工作技能，任何工作都需要在适应和

承担一定的精神或心理压力的前提下进行。交流沟

通能力是个人能否将自己的逻辑和思想用清楚、恰

当的语言进行表述。团队协作能力是指在工作中能

够充分地利用集体的合力，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社

会与情感能力是实现个体价值的桥梁，在工作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经验和启示

（一）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提高

学生的专业能力

在“涵养班”合作初期，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学

生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和职业能力的培养。

在课程设置上，企业方通过行业情况分析、工作分

析、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学习领域描述、学习情境与

课业设计5 个步骤进行课程开发，用6 门课程置换了

原计划开设的 5 门课程，置换后的课程内容更加契

合“电梯电气工程师”岗位工作任务的需要，使课程

设置与学生就业岗位需求相匹配，且遵循学习规律，

从完成简单任务到完成复杂任务。在课程内容上，

较好地将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相结合，使授课更具

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职业院校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较强的实际情况，“涵养班”的授课模式将课程重心

转移到专业技能操作上，灵活调整课程设置，同时穿

插传授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将理论知识直接应用于

实践，使整个课程体系以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为主线，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实际操作和动

手能力，以达到社会工作岗位需求标准，提高学生的

就业质量。在课程考核上，考核由低到高依次为当

日学习考核、工作任务考核、工作项目考核和阶段性

（月度）考核及总考核。项目化的考核方式可直观准

确地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使学生在“做中学”、“做

中求进步”。在教学安排上，除选派技术专家负责教

学活动外，企业还为“涵养班”学生配备了企业导师，

企业导师与学生的及时沟通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自

己的职业方向。“涵养班”在教师配置、课程设置等各

环节中都充分体现了企业参与的主体性。

（二）建立师生间有效的合作沟通机制，注重学

生通用能力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

面向新时期，在竞争激烈且复杂的工作市场中，

除了扎实的专业能力外，学生更应具备一定的通用

能力和社会与情感能力。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有学

者在归纳总结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真正对

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起关键作用的能力多数

来自社会与情感能力，而不是人们一直默认的认知

能力 。 [2 2 ]为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和社会与情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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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作企业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沟通机制。企业选派的4 名企业导师与学习小组

的每一位成员每周至少进行 1 次面对面交流，从学

习、生活等方面关心指导学生，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

能力的发展。企业专家摒弃传授式教学，多采用合

作式、讨论式等教学形式。新颖的教学方式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其主体性，同时也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涵养班”的学生多以

分组的形式完成学习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每位学生

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他们在

冲突中学会理解别人，感受宽容带来的快乐，学会分

享、接纳和包容，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学习与别

人合作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营造和谐融洽的氛围。

在实践操作中，组内成员相互协作，确保操作的安

全，促进实践技能的学习和掌握。

企业为“涵养班”设置了专属的班规以加强学生

通用能力的培养。每天正式上课之前，有每日班前

会制度，班前会上全班同学在轮值班长的带领下诵

读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即“匠心志道、产教融合、成就

彼此”。优秀的企业文化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氛围，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也可以加深学生对企业

文化的理解。班前会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当天工作任

务的分配，还包括确定工作流程，相关人员、资源和

工具的落实，导入学习目标及设置预期进度等，有利

于学生事前做好规划，更加明确学习目标，保持学习

的动力和积极性。此外，学生通过每天坚持撰写学

习日志的方式，记录每天的工作学习情况并进行自

我反思，同时将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紧密结合在

一起，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

（三）激发企业资源投入，充分发挥行业育人作用

行业的指导不仅代表了职业标准，聚集了行业

的技术资源，还能够为学校建设提供专业指导、把握

方向。企业立足整个电梯行业的发展，全程参与技

能人才的培养，积极开发教材和课程，派企业人员入

驻“涵养班”，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机会，极大地

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的号召，参与和支持职业技术教育，这既

是职业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需要，更是企业自身

发展的需要。此外，校企双方就合作事宜建立良好

的沟通机制，设立专职人员对接负责，组织职业院

校与企业双方就参与合作项目进行具体策划研究，

同时处理实践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R.

E. Lopea Martinez等通过对墨西哥的实证研究显示，

良好的沟通渠道与方式对校企合作行为有积极影

响 。[23]“涵养班”的合作模式是基于全产业链的合

作，将产业链与教育链有效连接，而不仅是点对点的

合作，保证所培养的人才可为同行业其他企业所服

务，减少企业规模对校企合作成效的影响，促进企

业、行业和学校之间的深度合作。德国的校企合作

教育（双元制）之所以成功，行业协会如IHK（德国工

商业联合会）、HWK（德国手工业联合会）发挥了重

要作用。 [24]我国目前的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发挥

的作用还较为有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凝聚企

业力量的行业协会的作用将会增大。行业协会参与

校企深度合作育人，不仅符合国家多元治理职业教

育的要求，也有利于调动企业育人的积极性，提升职

业院校的办学质量。政府可赋予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

教育方面的指导、考核权限，增强行业协会的权威性。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

课题“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集团的基本特征与关键问

题研究”（BGA200058）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穆树航）

注释

①为了检验模型的科学性和解释度，笔者后续又联系了5 位“涵养班”学生进行面对面访谈，并且将访谈内容进行分析、编码，最终发现并没

有形成新的类属，每个类属内部也没有产生新的概念，因此本研究得到的编码系统和理论模型能够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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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Non-monetary Benefits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Learning Logs

RAN Yunfang, Xu Lingbo & GU Deren

（College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7; Ch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uzhou Wish Technology Co ）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ooting theory of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structural latitude and

inner element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harvesting are analyzed, and a model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harvest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sketched out. Through open coding, spindle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of

the learning logs and interview data of 18 students in the "cultured class", the text has sorted out five structural latitudes of the

harvest mechanism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namely, general competenc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leadership competenc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value realization, and presented the main "stories"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main "story line" of students′ rewards of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that through the all-round cultiv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tudents achieve a spiral increase

in general competenc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leadership competence, whil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s cultivated

and enhanced,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mediating variable for students′ ultimate personal value realization. Therefore, in the

practic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main role of enterprises in teaching can be brought into play to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 effective teacher-student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can be established to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gener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input of enterprise resources can be

stimulat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nurturing role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Keywords：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rooted theory, students,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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