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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建筑装饰
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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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正在不断提高，建筑装饰作为改善居住环境

的重要途径，正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高职院校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的重要

平台，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与建筑装饰行业发展息息相关，只有高素质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才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理念正在不断深入人心，将企业用人需求与高

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工作相结合，能够极大地保障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就建筑装饰材料

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及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了基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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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深入推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优化的过程中，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凸显。

以“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为导向，能够极大地强化

学生职业能力素养，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当

前高校在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中仍然面

临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师专业能力素质有待提升，

课程体系建设与岗位脱节，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关联不

紧密，以及企业教育资源开发挖掘不深入等。结合当前

建筑装饰行业的实际发展需求，高职院校应当格外重视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深度落实，在充分了解企业

及行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开展工学交替人才培养工作，

真正保障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1 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现状及问题

1.1 教师专业能力素质有待提升

教师是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建构者，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整体

投入较为有限，导致教师专业能力素质略显不足，这

对推进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优

化容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1]。对于高职学生来说，

他们在专业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容易受到教师的影响，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与学生专业发展息息相关，

目前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教师整体水平仍然有待

提高，虽然能够按部就班地开展常规教学活动，但是

在实际教学方面的经验总结不足，对学生实践技能培

养缺乏关注。还有部分高职院校对建筑装饰材料及检

测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投入较为有限，缺乏对优秀教师

的培养，没有真正围绕双师型队伍建设的相关要求对

教师进行管理，这导致教师的专业能力素质相对薄弱，

在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的照片模式优化创新方面

难以发挥作用。

1.2 课程体系建设与岗位相脱节

目前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存在

一定的偏向性，大多只是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

经验总结出发，对学生提出相应的要求，在课程体系

设置方面没有考虑到岗位特点以及学生的专业发展情

况，这是影响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原因 [2]。实际上许多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工作

中，大多按照预先设计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生进行指

导和培养，而没有做好岗位需求的深刻分析，在各项

活动的组织协调方面不够全面，最终导致学生实际学

习体验不够深入。对于课程开发和利用，大多结合已

有的办学经验开设课程，没有重视企业的实际用人需

求，岗位与课程之间缺乏深刻的关联，很容易导致学

生职业能力素养和发展受到影响。

1.3 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关联不紧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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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工作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在推进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优化的背景下，应当格外关注各项活动

的有序组织和开展，将学生职业能力素养放在重要位

置，切实保障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但是目前高职院

校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管理不够全面，没有真正做好

理论知识探索和实践探究之间的相互协同，对各项活

动的组织管理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是影响专业建设

的重要因素。目前关于实践活动的组织大多强调基本

的实践形式，而没有做好对实践探究的多元拓展，导

致各项活动的实施效果和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对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不够全面。

1.4 企业教育资源开发挖掘未能落实

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企业与高

职院校之间的协同配合离不开企业教育资源的全面利

用，在实践活动管理等各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效

果。目前关于建筑装饰材料与检测专业人才培养的机

制建构中，企业发挥的作用仍然较为有限，对各项活

动组织管理缺乏科学判断，没有真正考虑到企业教育

资源的合理利用，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忽略了企业本身

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推动力，这导致“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特点无法得到充分彰显，在

缺乏企业资金技术等各方面支持的情况下，人才培养

工作质量容易受到影响 [3]。

2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

优势分析

2.1 有利于提高学生职业能力素养

高等职业教育是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重要平台，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放在重要位置，

才能保障学生对职业技能的有效掌握，基于企业提供

的良好环境，促进学生实践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在

实践活动中引发学生思考，并进一步促进学生职业素

质提升 [4]。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他们需要掌握强大的

职业技能，才能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下提高就业

竞争力。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导向，学生

专业能力素质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始终保持较高的参与热情。

2.2 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根本任务，

在推进校企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高职院校能够与

企业达成一致，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将立德树人作为

重要方向，除了强调职业能力外，同时对思想道德品质、

职业道德修养有着更高要求，以此为基础保障立德树

人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对于高职学生来说，立德树

人更加强调职业能力和道德品质的同步发展，基于高

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双方能够在人才培养

工作中提高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且共同制定相

应的人才培养措施，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协同的情

况下，真正促进立德树人的全面实现。

2.3 有利于实现就业与人才培养衔接

就业服务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中，

能够真正将就业需求和人才培养相关联，将企业的用

人需求与课程体系建设各方面关联在一起。高职院校

与企业之间能够就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共同合作并且

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全面体现就业导向特点的情况下，

培养工作的各项活动才能得到有序开展，以就业为指

导依据，人才培养模式建构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实

际教育过程中体现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

的特殊定位 [5]。

2.4 有利于全面增强学校综合竞争力

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不断落实，高职院校在人才

培养工作中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通过对“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优化，高职院校的综

合竞争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在高职院校培养特殊定

位的导向下，真正体现出高职学校综合竞争力的发展

需求。相较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突出校企合作

重要性的情况下，双方能够实现资源的平等交换并且

做好人才培养模式中课程体系和实践管理的创新 [6]。

3 基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建筑装饰

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建构路径

3.1 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教师专业教育能力

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保障教师职业教育能力

全面提升的重要前提，为了充分体现“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在建筑装饰材料及检

测专业人才培养中，必须格外关注教师队伍建设的全

面落实，能够紧密结合教师职业能力基本要求，对人

才引入和教师培养做好全面保障 [7]。为此，高职院校

应当在人才引入工作中提高准入门槛，在结合建筑装

饰材料及检测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的同时，考虑到教师

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能够以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为基

础，吸引高素质建筑装饰材料方面的专业教师，在体

现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特殊定位的情况下，确保教师

队伍建设的科学性。高职院校应当针对教师专业教学

能力开展不同类型的培训管理活动，能够针对教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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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选择恰当的培训形式，在开展培训活动的同时

给予教师充分的支持，并且借助不同类型的培训活动，

促进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通过教师之间的协作互动，

有效营造良好教育氛围。高职院校应当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开展指导工作，能够针对教师队伍建设提

出较大要求，在师资建设机制建构取得预期效果的情

况下，进一步帮助教师强化教育教学能力，提高教师

对学生的职业教育指导能力。

3.2 优化课程体系，紧密关注企业用人需求

促进课程体系建设持续优化是保障学生专业素质

得到持续提升的关键，为了充分体现“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的重要性，应对师资队伍建设提出较高要求，

能够基于学生专业特点选择恰当的课程内容，在与企

业保持密切协作的情况下，为资源整合提供便利，真

正突出工学结合的重要性，在课程开发中将企业用人

需求和人才培养工作相结合，将岗位特点和人才培养

的实际情况挂钩，以此为基础保障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工作的整体质量，为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保

驾护航。高职院校应当与企业保持密切的协作，在结

合具体岗位作出适当调整的情况下，做好相应的机制

优化，能够在全面体现企业用人需求以及不同岗位专

业特色的情况下，做好对课程内容的合理拓展，真正

将多种类型的教育活动结合在一起，将行业发展的最

新动态与课程体系建设紧密关联，这样一来各项活动

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在体现个性发展的同时实现多元

管理。此外，关于课程体系的建设优化还应考虑到企

业的参与，通过开设订单班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增强企

业的参与感，真正保障企业用人需求得到全面满足。

3.3 创新实践机制，工学交替强化职业技能

全面创新实践管理机制是促进建筑装饰材料与检

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的关键，对实践机制的

优化必须与专业特色相结合，采用工学交替的方式关

注学生强化职业技能，从而保障学生专业素质的全面

发展 [8]。高职院校应当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做好相应的

实践模式建构，能够在体现基本建设需求的情况下，

对专业实践活动组织提出较高要求，在体现基本专业

特色的同时能够考虑到实践工作和学校教学之间的深

刻关联，促进学生强化职业技能，帮助学生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保障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

的同步发展。对实践机制的优化调整，还应考虑到企

业如何配合高职院校开展实践活动，除了在软硬件设

施方面给予支持之外，还应与企业达成一致，在企业

顶岗实习与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相互衔接的情况下，保

障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促进职业技能的全面强化。

3.4 完善评价机制，校企合作促进学生发展

建构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是帮助高职学生正确自

我认知的关键，在关于建筑装饰材料与检测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优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评价模式的优

化调整，将促进学生专业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推

动评价活动的全面优化，在评价中提高学生的自我认

知，以评价为导向促进学生专业素质的发展。高职院

校应当与企业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达成一致，将职业

技能放在重要位置，并且由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同进行

培训，在充分关注高职学生专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

开展相对应的评价与指导，在评价中帮助学生了解自

身的实际情况，并且促进学生专业素质提升，确保评

价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让科学严谨的评价机制成为

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关键。

4 总结

综上所述，全面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模式，是保障建筑装饰材料与检测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的关键，也是促进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重

要前提和基础。高职院校必须紧密结合人才培养特殊

定位，格外重视对实践课程体系的优化，做好对校企

合作模式的全面创新，在行之有效的专业教学实践中

促进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以企业平台为基础促进学生

职业素质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　曾碧玲 .“三教”改革服务乡村振兴实践探索——以
建筑装饰专业毕业设计项目式教学为例 [J].教师 ,2023(01):
105-107.
[2]　汪明镜 .“双高”背景下设计类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以建筑装饰专业为例 [J].大观 ,2022(11):126-128.
[3]　魏莎 .混合现实技术在建筑室内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应
用——以“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课程为例 [J].湖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2(02):89-91,108.
[4]　周政 .创客思维在高职院校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装饰
材料课程教学上的应用 [J].建材与装饰 ,2018(09):170-171.
[5]　王玮璐 .高职室内专业《建筑装饰材料》课程教学改
革实践浅探 [J].才智 ,2017(11):175,177.
[6]　左春丽 .高职院校建筑装饰专业装饰材料课教学创
新思路研究 [J].教育与职业 ,2015(34):98-100.
[7]　杨蕾 .如何上好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筑装饰材料》这
门课 [J].科技风 ,2013(21):201.
[8]　赵俊学 ,牛晓霆 .环艺设计专业“装饰材料”课程教
学的几点思考 [J].教育与职业 ,2012(09):156-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