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期

为了更好地对接就业需求，一些岗位技能与操作

熟练度要求较高的专业，高职院校可采用“2+1”培养

方案。学生在校学习两年，学习理论知识和训练基础

技能，进行宽口径培养，第三学年在企业岗位进行实

习，以就业上岗为目标，窄口径培养[1]。如何根据专业

培养要求设计学生培养方案，优化教学内容，构建

“2+1”模式下的课程体系，并以此为依托设计切合实

际的实习教学内容 [2]，在脱离校园的一年实习期里有

效推进实习工作，实现对实习学生的有效管理，这给

负责实习工作的院系部门带来了挑战。

1 实习阶段的管理难题
学生校外实习期间的日常管理与教学实施，关系

到学校、实习单位、学生及家长四个方面，存在诸多困

难，可总结为“一破碎”“二无法”“三离散”这三大难

点。“一破碎”，基于班级管理的模式破碎，不能适应实

习期间的学生管理需要；“二无法”，指老师无法现场

开展教学指导工作，现场解决问题，家长无法到现场

了解学生实习情况；“三离散”，指学生实习方式离散，

实习单位离散、实习岗位离散。

“一破碎”，是从管理实施角度出发。学生在校学

习，以班级为单位，学生管理工作通过班干部以班集

体为单位开展，课后及生活以宿舍为最小单元开展，

在校内集体生活。学习管控和纪律约束可以直接指导

实施并监督学生执行，可及时反馈并纠正，而实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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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学生空间上与学校产生距离，辅导员和老师仅能

间接教导，无法有效监督其执行，难于及时获取现场

反馈，需要依靠学生自觉性，致使管理收效打折扣。

“二无法”，主要反映出学校和家长对实习管控能

力的减弱。客观条件约束，学校不能将实习管理投射

到每位同学身边，进行现场管控指导；家长对于学生

在校学习场景较为熟悉，但对于专业化的实习岗位和

企业环境不甚了解，无法准确理解实习的工作内容和

开展情况，产生安全担忧，甚至焦虑。

“三离散”，主要从学生角度看待实习工作。方式

离散，是指实习的开展形式不同，是实习政策灵活性

的副作用。有些同学自主创业；有些同学自行安排实

习单位，单人上岗实习；有些同学由学校统一安排实

习单位，继续以小集体形式学习生活，实习方式呈现

多样性和离散性。实习单位离散，是指学生的班集体

被打破，依照实习教学安排，分散到不同的实习企业，

各企业的实习人数不同，企业性质、管理方式、实习薪

酬、作息时间、生活环境等存在较大差异。实习岗位离

散，由于实习环节的学习成绩与成果收获，是以岗位

实习表现与技能掌握情况来衡量，但不同岗位实习内

容存在差异，没有统一的教学内容和细化的考核标

准，呈现离散化的特点[2]。

2 新的管理思路与方法
面对高职学生实习期间管理工作的难点，通过总

结以往实习工作经验，借助新的信息化手段与通信工

具，提出“一中心”“二沟通”“三渠道”的工作方法和管

理途径，应对“2+1”模式下的学生实习管理难题。

“一中心”，是指以学生实习工作为中心，将学生

实习工作的实施过程和阶段成果展现给学校、企业、

学生和家长四方，做到信息的有效流动，端到端传达，

四方共同参与，协同完成实习工作。四方的逻辑关系

如图 1所示。校方作为学生实习主体管理部门，要求

实习单位为学生指定实习师傅或管理专员，并与之建

立联系渠道，将相关实习开展情况，定期反馈学生家

长，也向企业及时反馈家长疑问与合理要求。

图 1 四方共同参与的实习管理模式图

“两沟通”，是指学校与学生的沟通方式及信息响

应机制，包括实时沟通和定期沟通两类。实时沟通，是

指学校通过即时通信软件（如 QQ、微信等），与学生建

立 24小时在线沟通渠道，如有通知，学校可以第一时

间将信息传达给学生，同时，学生实习期间发生不愉

快或紧急事情，也可及时向学校汇报，得到支持和帮

助。定期沟通，是依托校方实习管理平台，进行非实时

信息的交流与互动，学生实习闲暇之余定期登录平

台，完成实习过程信息填写和实习成果汇报，老师定

期登录平台，批阅学生实习提交材料，最终形成学生

的实习成绩。

“三渠道”，是指实习管理中，建立辅导员（承接

学生管理部门）、教务秘书（承接教务管理部门）、指导

老师三种学生沟通渠道，其逻辑关系与信息流动方式

如图 2所示。

图 2 三渠道与两沟通的信息流动图

基于即时通信软件和实习管理平台，均可建立起

这三种沟通渠道。辅导员进行整个实习生年级的管

控，也接收来自学生管理部门的指令，主要处理学生

管理与纪律管束方面的事务以及实习生心理健康教

育，与企业实习管理部门保持沟通，必要时与学生家

长联系；教务秘书负责整个实习年级，主要执行教务

相关的事务，如实习进度安排、缴交文件通知、实习数

据统计等，与学生交流较为频繁；指导老师只管理部

分实习学生，通常不超过 20人，主要负责学生的实习

过程管理，岗位实习的监督与指引，需要与企业师傅

或对接人保持联系，与实习学生交流最为频繁[3]。

三类沟通渠道均可以通过实习管理平台实施，但

更为常用的是即时通信软件，主要以群的形式互动。

三类渠道的划分是针对学生的，辅导员、教务秘书和

实习指导老师，彼此间需保持沟通与交流，三个渠道

可以互为备份，及时转告，提升工作效率。

实习期间，从校园到企业，从学生到准员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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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会给实习生心理上带来冲击，实习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极其重要。勤沟通，早发现，早干预，保障

实习安全，是实习管理的安全底线，“一中心”“二沟

通”“三渠道”便是这道安全底线的托底。

3 新思路的实施与收效
G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有通信技术、电子

信息工程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三个专业，每届

400多名学生需要参加企业实习。由于通信企业的岗

位特征，岗位技术门类较为分散，技能需求存在不小

的差异。同时，通信产业链较为复杂，细分包括设备制

造、设计规划、工程安装、线路铺设、工程监理、网运代

维等上下游不同企业，同样的专业技能需求，落实到

具体用工岗位上，有着较大的不同。这对于通信企业

与通信类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有了更高层的要求，同

时也对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提出新的需求[4]。

为了应对这样的就业环境和岗位需求的新变化，

G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采用了“2+1”的培养模式，

在完成在校两年的宽口径培养后，安排学生用一年时

间在具体用工岗位实习，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窄口径

培养，多年实践表明这是一种针对通信行业特点，行

之有效的学生培养方案[5]。G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

院，在 2019届三个专业共计 410名学生的实习教学

环节，由学院院长主抓实习教学开展，书记主抓实习

生的学生管理工作，协调学校其他部门，使用“一中

心”“二沟通”“三渠道”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思路，投入

3位辅导员、1位教务秘书、22位指导老师（含校内兼

职教师），通过本校的实习管理平台，以及 QQ、微信等

即时通信工具，圆满完成 2019届学生实习工作，无心

理健康等其它安全事故发生。

根据麦可思教学质量管理平台对该校 2019届毕

业生培养质量评价的统计数据，表明毕业生就业质量

得到提升，间接证明新的实习管理路径有效。其中，

2019 届学生在有关工作环境接受度的负面评价方

面，认为工作氛围不好的学生比率从 18届的 19%降

至 4%，工作环境不好的学生从 7%降至 0%，工作不

被领导认可的学生从 14%降至 0%；同时，2019届学

生也能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能力，认为工作能力不

够造成压力较大的学生从 14%升至 22%，从侧面表

明，学生能更加理性看待自身能力和岗位要求的差

异；就业满意度从 54%提升至 65%，教学满意度从

93%提升至 98%，工作岗位与专业相关度由 66%提升

至 72%，对实习就业指导满意度从 84%提升至 90%，

表明学生较为认可新的实习管理方式，提高了对就业

的满意度[6]。

4 总结
实习管理新思路实施后，收效良好，但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首先，个别学生存在实习意愿不足，对毕业

与就业漠不关心的现象，对他们的引导与沟通工作占

据了辅导员与指导老师大量工作时间；其次，个别实

习生的配合度较低，不能主动依照安排开展实习，拖

拉现象明显，耗费指导老师大量时间付出，降低实习

工作效率；最后，就是实习岗位多元化，个别学生自行

安排的实习岗位不能聚焦于本专业所学，导致指导老

师无法有效指导实习。

这些问题在实习环节暴露，它反映出的是整个学

生培养体系的问题，无法仅靠实习管理工作来解决，

需要考虑新一代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兴趣爱好，紧盯社

会发展与岗位变动，加强专业建设和师资建设，优化

教学计划和课程方案，才能从根本上改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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