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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校企合作观对高职青年
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启示

王 清，顾庆龙，尤正梅
(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陶行知针对旧中国培养不出社会所需人才的现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校企合作观:提倡校企共
育社会急需人才;主张“出校进企”，借用社会企业力量办学;主张“引企入校”，自建实践基地;实行“艺友制”
教育，拜师学艺;倡导“工学结合，产教融合”。当下，其观点仍具备启示意义，学校要研究和借鉴陶行知的校
企合作观，积极营造提升青年教师实践技能的生态环境，促使青年教师成为校企合作的主力军，提升青年教师
的专业实践技能、产学研能力和建设实习基地的能力，最终达到学生职业技能提升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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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Xingzhi’s Concept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on the Promotion of Young Teachers’Professional

Practice Abi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ANG Qing，GU Qing-long，YOU Zheng-mei
(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Tao Xingzhi put forward the uniqu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ncep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tal-
ents needed by the society could not be cultivated in the old China，including advocating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o
co-cultivate talents urgently needed by the society，advocating graduating from schools and entering enterprises and
running schools supported by social enterprises，advocating to introduce enterprises into schools and establishing
practice bases by school themselves，and advoc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work and study，production and teaching，etc．
Nowadays，Tao Xingzhi’s concept still has some enlightens on the promotion of young teachers’professional practice
abi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comes up with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teachers’practice ability with the help of Tao Xingzhi’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ncept．
Key words: Tao Xingzhi;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ncept; young teachers;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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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是我国早期现代职业教育主要的倡导
者，在其一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社会
所需的实用性人才，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校企合
作观。学习他的校企合作观，对提升高职青年教师
专业实践能力有着重要的启示，对我国当前和今后
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大有裨益。

一、陶行知校企合作观的形成过程
陶行知校企合作观是其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 一 )
1911—1927 年的提出和萌芽阶段; ( 二) 1928—1946
年的形成和发展阶段。陶行知不仅全面系统地提出
了校企合作，而且随着职业教育实践的深入不断丰
富发展。
“学校与社会合作培养社会急需人才”是陶行

知校企合作观的基本特征。他针对民国初期中学毕
业生只有百分之十的升学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带
来的洋货骤减，实业界人士拟自造国货却缺少相关
技术人员的现实状况，提出要积极创办职业教育。
1911 年，陶行知建议在南京高师附设“速记打字讲
习班”［1］37，先培养社会急需人才以应社会所需。
1917 年秋，陶行知学成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教授，受聘为黄炎培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特别社员，亲自研究职业教育，并于 1918 年 11 月在
《教育与职业》发表著名论文《生利主义之职业教
育》，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其职业教育思想，并指出当
时职业教育的弊端:“实业学校办法弗良，学生应用
其所学者，十仅一二，改造他业者，十且八九，致演成
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之险状，此则宜改革者也。”
［2］65 － 661927年，他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倡
导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并把职业教育纳入生活
教育体系中，强调生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发明、制造
和运用生活工具［1］38。这是陶行知校企合作观的萌
芽，也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1928 年，陶行知进行了一次人才培养的改革，
通过晓庄师范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合作，形成旨在
培养木工技术人才的“晓庄茶园和木作店”［1］38，这
是陶行知“校企合作”的具体表现，也是“校企合作
观”的形成阶段，旨在通过“校企合作”来实施“教学
做合一”，实现学校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的改革。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宝山创办了第一个真正的
“校企合作”试验基地———“山海工学团”，具体内容
涉及军事、生活、生产、科学、识字、民权、节制生育等
六大方面［1］38。自此以后，他主张职业学校宜改称
“工学团”。随后从 1938 年至 1946 年，陶行知在香

港九龙山创办了中华业余学校，在重庆创办了一所
业余性的职业大学，对青年实施以人格、知识、技术
和组织为内容的职业教育，通过职业教育的力量来
培养社会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由此形成了校企
合作的新局面。

二、陶行知校企合作观的主要内容
( 一) 提倡校企共育社会急需人才
陶行知强调让学生掌握劳动技能，成为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其职业教育的宗旨，就在于使青年一
代掌握一种谋生的劳动技能。陶行知在 1922 年安
庆暑期演讲会上进行《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演讲
时指出:“好的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可以
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
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所以教育的成绩就
是‘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2］260

( 二) 主张“出校进企”，借助社会企业力量办学
陶行知主张将校门打开，借助社会力量促使学

校进步，动员学校力量，帮助社会进步。校外有经验
的农夫和工程人员，学生可以请教;校内有价值的活
动，农夫和工程人员也可受益。他在《乡村小学比赛
表》中提出:学校必须与社会实体更加紧密地联系，
把学生从鸟笼中解放出来，使学校教育的作用不局
限在学校内。职业院校应该建立校企合作联系制
度，加强学校与企业的沟通，有效整合社会教育资
源，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接触社
会、了解社会，在社会大学校中学会生活、学会技能、
学会做人。

陶行知认为，要提高师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必须
先有种种设备，以应所攻各业之需求，然后师生乃能
从事于生利;否则虽有良师贤弟子，奈巧妇不能为无
米之炊［2］110。必要的设备和仪器是开展职业教育的
基本要素，也是师生进行实际操作、提高技能之必
须。根据来源的不同，职业教育的设备可以分为职
业学校自己购置的设备和职业界 ( 对口企业) 拥有
的设备。陶行知主张教学设备已有与利用相结合，早
在 1935年就提出社会资源中的“现成设备之利用”，
诸如“家庭、店铺、工厂、机关、寺庙、民团、军队等都可
以作为实训实习之地”。职业院校要用校外合作企业
的设备来弥补学校设备之不足，将其作为教学和实训
工具，做到校内外资源互相利用，互相补充。

陶行知极其赞赏“不闻不若闻知，闻之不若见
之”的科学见解，主张“教师必须率领学生，常到农
村、工厂，为工农群众服务，帮助农民抢种抢收，防病
治病。与农民合作种田，下乡演出文娱节目，教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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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识字，出墙报等”。同时虚心向农民和工人学习劳
动本领，“拜人民为老师”。

( 三) 主张“引企入校”，自建实践基地
学校必须创建和办好工厂、农场，这是陶行知的

一贯主张，也就是引企入校。职业学校培养学生的
目标是具有农夫和工人的身手。为给学生的必修劳
动课提供劳动基地，晓庄师范学校开办时，就准备了
二百亩农田以供学生耕种之用。还有荒山数座，给
师生植树造林之用。校内又设有农艺馆、工场、苗
圃，还办有合作社。1944 年 3 月，学校师生到北温
泉南面光铁坡开荒，自此学校开办了三个农场，他们
采取分组包干到人的办法，由劳动干事检查督促，生
产成果可以解决二百余师生的生活问题。农场内有
庄稼地、羊圈、兔圈，其内分别挂上木牌作为动植物
试验园地，校园内饲养猪、鸡、鸭;制作并修理家具都
是由学生亲自劳动。

( 四) 实行“艺友制”教育，拜师学艺
“凡以朋友之道教人艺术或手艺者，谓之艺友制

教育。”［3］234一个人想要掌握某种劳动技能，最好的
途径就是与精通某种工艺的师傅交朋友，然后拜其
为师，虚心向其学习有关劳动本领，让师傅在做上
教，学徒工则在做上学，师徒双方“共教、共学、共
做”。这样既充分运用了企业和社会的教育资源，又
让师生学到了真正的技术技能。因此，职业院校要
积极创造条件，让师生进工厂，下车间，让其在做中
学，在学中做，方能实现教学做合一，培养出来的学
生才能跟企业实行“无缝对接”，教师的技术技能也
得到相应地提升。

( 五) 倡导“工学结合，产教融合”
“工学结合，产教融合”具体体现在陶行知 1932

年主张把职业学校改称“工学团”。其中“工为生
产，学是学习，团是集体生活;先生称为工师，意即教
人做工之师，观念既改，职业教育乃有希望”［3］234。
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就是将工厂、学校、社会打
成一片，劳苦大众及其子弟既可进行劳动生产，又可
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还可与社会实际结合起
来，谓之“工学结合”。陶行知还提出，工学团里的
工师( 教师) 要承担培养学生六大能力的教学任务，
即军事能力、生产能力、科学能力、识字能力、运用民
权能力和节制生育能力，谓之“产教融合”。

三、陶行知校企合作观对提升高职青年教师专
业实践能力的启示

( 一) 重视营造生态环境
陶行知非常重视职业教师的培养，他认为职业

教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要有生利的经验; 第
二，具有生利的学识; 第三，要有生利的教学
法［2］81 － 82。这一真知灼见，很值得借鉴。随着高等职
业教育的迅速发展，职业院校的青年教师不仅要具
备一定的实践经验，而且要把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
不仅要具有技术改造、提高生产的学识，而且要有传
授技术的实践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青年教师对企
业的了解程度和企业实践能力关系到高职院校培养
人才的质量和方向。对高职院校青年教师进行网络
调查发现，有 42. 77%的青年教师未曾去过企业进
行实践锻炼，其中刚入职 1 － 2 年的青年教师占到
53. 57%，入职 3 － 5 年的青年教师占到 37. 50%，入
职 6 － 10 年的青年教师占 37. 21%，入职 10 年以上
的青年教师占 42. 78%，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青年教
师去企业实践锻炼太少，对企业的了解程度不高，对
企业工作运行不熟悉，对岗位的基本技能操作不熟
练，进而导致实践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困难。由此可见，目前职业院校青年教师实践教学
能力整体水平较低，提升青年教师专业实践技能和
实践教学能力乃是当前和未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高职院校应重视营造提升青年教师实践技能的生态
环境，积极搭建专业实践能力发展平台，引导青年教
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锻炼，丰富青年教师的企业工作
经历，让其了解企业，熟悉企业，爱上企业，培养其校
企合作意识。

( 二) 建立企业实践制度
陶行知主张师生到工厂、农场参观见习，学习工

农劳动本领，为工农群众服务。到企业现场进行实
践或顶岗实习是青年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主要
途径，学校应主动建立与企业的联络机制，寻找校企
双方资源的利益契合点，推进培养技术应用型师资
的校企合作模式，有计划地定期抽调青年教师到企
业工作或学习，制订新入职青年教师前 3 年应在企
业实践半年以上，其他青年教师至少每五年一个周
期进行不少于半年的企业实践制度，并在顶岗实践
期间由企业严格进行考勤和量化考核，最好能参加
与企业员工相同的技能考试，并获取技能证书，提高
其技能水平。这样既避免了顶岗实践锻炼的形式
化，又能有效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技能和实践教学能
力的提升。

( 三) 广纳企业杰出人才进校调研培训
目前高职院校的青年教师专业知识丰富，技术

技能短缺，与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利主义之师资”
还有相当的距离。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不仅要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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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专业理论，还要拥有“高精尖”的技能，也就是
“双师型”教师。陶行知认为:职业教师不仅以生利
经验作为根本资格，而且要在专业领域成为杰出人
才，可以参照“养成职业师资之法去培养”。因此，
高职院校可以面向社会和企业聘用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高技能人才担任兼职教师，特别是对那些“身怀
绝技”的人才，特设产业教师岗位，建立导师制，通过
口传手授的师徒制 ( 艺友制) 对青年教师进行在岗
培训，以拜师结对、导师对话等多种形式训练青年教
师的实践技能，并进行定期考核，考核成绩与晋升和
职称评定挂钩，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安排教学任务。
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和提升青年教师的专业实践技
能和实践教学能力，通过校企“互聘、互兼”双向交
流的团队合作机制，打造一支具有现代职教理念、教
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强的高水平“双师型”专业教
学团队，服务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的改革。

( 四) 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提升建设能力
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方法论十分强调“实习基

地”，它是训练师生实践技能、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
的孵化地［4］85。建设与教学环境相配套、符合专业岗
位需求的实习实训基地，关系到高职院校的办学质
量，让青年教师参与建设，不仅能锻炼其协同规划能
力，而且对青年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提升亦有帮
助。扬州某高职院校的旅游学院自办旅行社作为校
内实训基地，形成“前店后院”式旅行社人才培养创
新实训基地，通过自主经营旅游企业，教师直接从事
企业经营，同步开展教学、企业经营和科研活动，教
师在教学的同时，兼任旅行社总经理、经理、导游、法
律顾问等角色，锻炼了青年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这
一做法值得借鉴。

因此，无论校内还是校外的实习实训基地，除领
导层牵头统筹规划外，应鼓励所有专业的青年教师
全程参与，包括校内实训基地的调研选址、起草方
案、安装设备、验收设备、开发实训项目，校外实训基
地的考察物色、联系沟通、洽谈合作、方案起草、计划

制订、项目选择、时间安排、安全措施、规章制度，这
样既能发挥青年教师的聪明才智，锻炼和提升青年
教师的专业建设能力和实训基地建设能力，更为重
要的是加深了他们对企业实际情况的了解。

( 五) 指导学生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项目
陶行知认为，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

他主张“工学结合，产教融合”，教师不仅要让学生
在“做中学”，还要培养其六大能力。这一主张启示
我们，一方面高职院校的青年教师应积极主动参加
各类教学技能大赛，以大赛为契机，锻炼和提高教学
技能，全面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另一方面
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实践，既能
提高教师自身的职业技能，又能提升其指导学生职
业技能的能力，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奖项的同时也能
提高自己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学校的知名度。

( 六) 开展横向合作课题研究，提升产学研能力
陶行知主张校企合作，不仅指合作办学，还指合

作搞研发。目前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大部分精力投入
于教学，因此，学校可以从青年教师自身专业实际出
发，与对口企业、对口专业开展横向合作课题研究，
以青年教师的技术应用项目作为研究重点，将企业
应用型课题研究和教育教学研究同时作为研究方
向，加强与企业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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