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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阿克苏地区纺织服装学生校外顶岗实习现状,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施行了“紧抓思想主线,强化通用

语言,强化协同育人”的顶岗实习管理理念,探索了一种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南疆现代职业教育实习管理新模式,取得了

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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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两后生是指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

的贫困家庭中的富余劳动力[1]。在南疆少数民族地区

90%两后生来自农村,他们汉语交流能力差,缺乏城市

生存技能,思想封闭造成多数两后生不能融入城市;同
时又不适应农村生活,处于社会的“边缘群体”[2],成为

了影响社会稳定和脱贫攻坚的潜在性因素。两后生从

学校、家庭走向社会,其首要问题就是就业。在此过程

中,职业教育要发挥转变就业观念、融入城市社会、推
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以及促进新疆社会稳定的作

用。
对于顶岗实习管理要兼顾教学任务实施、学生利

益维护和企业利益,在运行过程中企业往往因生产和

自身利益需要,存在牵强敷衍心态,也难以接受有关学

生实习岗位和时间限定的要求[3]。因此寻找彼此之间

的利益平衡点,是开展好顶岗实习的前提。

1 顶岗实习现状分析

1.1 国家投入与成效失衡

阿克苏地区实施两后生整建制入学,“三免一补”
政策,学院实施助学金政策,保障了新疆少数民族两后

生上学无后顾之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巨大,但
转化为学生自我发展的动力不足,很多家长送孩子读

职业院校的意愿不强烈,政府投入与实际成效失衡。

1.2 实习管理与过程分离

校外顶岗实习是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提高

自身技能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但在顶岗实习过程中由

于学生分散在校外,在监管上存在一定难度。对职业

院校,制定合理、可行的校外顶岗实习目标、计划内容

是保障学生校外顶岗实习质量的基础[4],但企业流水

线的生产使得学校很难落实顶岗实习课程体系和教学

内容。此外,考评学生校外顶岗实习质量的指标单一,
考核项目内容不够细致,实习效果难以客观评价。

1.3 企业需求与培养脱钩

阿克苏地区是全国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长绒棉

之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纺织服装产业规划布局“三
城七园一中心”的重要一极。国家政策的支持使阿克

苏纺织工业城形成了200万纱锭、800台织机、500台

袜机、500万套(件)服装家纺生产规模。纺织服装劳

动密集型的生产特点使得企业开始主动与学校合作办

学,但企业用工荒的出现使得多数企业将顶岗实习中

的学生等同于在岗职工,根本不考虑顶岗实习学生的

年龄、承受力等因素,部分学生工作受挫后表现出极度

不适应,大大挫伤了顶岗实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4]。

1.4 学生生源与育人脱节

两后生生源较复杂综合素质低,尤其是少数民族

学生汉语水平较低,导致其进入企业后不适应企业环

境,逐渐流失。由于顶岗实习时年龄小,大量学生还未

能形成正确的“三观”,在遇到繁重的工作、严格的工作

环境及沟通不顺等困难而又缺乏及时有效的引导时,
很容易做出轻率举动,进而旷工、不在岗位实习,导致

顶岗实习稳定性较差。

2 顶岗实习新模式探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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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服务发展、就业导向,以推进产教融合,以形成校

企分工合作、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拉近学

生与岗位,学生与企业的距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

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

2.1 整合资源,实施入园办学

根据阿克苏地区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新常态,落实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阿克苏地委、行署将纺织工程系搬

迁到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同时整合地区八县一市所有

纺织服装类职业教育资源,挂牌成立纺织工程系和南

疆纺织服装人才培训基地,拟投资2.3亿元进行建设。
学院抓住机遇,以产业为背景,企业为依托,为实施入

园办学创造了条件,使学生能够走出课堂,在企业生

产、服务第一线接受顶岗实习。

2.2 订单培养,校企共育人才

学校的厂中校实训基地建设,按照校企互利双赢

原则实施开放办学,与优势企业深度合作,选择阿克苏

纺织工业城(开发区)知名纺织企业和成长性好、科技

水平高、与学院关联度强的企业进行服务对接,建设厂

中校。与华孚色纺、巨鹰服装等6家纺织服装企业建

立了紧密型实训基地,开展集中实习。结合纺织服装

类专业自身特点,制订纺织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于

纺织企业岗位要求,引入职业资格标准和行业企业技

术标准,共同制定课程体系,开发项目化课程;校企发

挥各自优势,共享场地、设备、管理和双师团队。在校

内创建真实的岗位训练、职场氛围和企业文化,实现实

习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
严格落实《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实习生

刚踏出校门走向企业,学校即与人社部门做好衔接;签
订实习协议时,明确实习报酬和实习时间,减小实习生

与正式员工待遇上的差距。校企双方建立常态化座谈

会机制,关注实习生,通过徒弟拜师等形式指导和帮助

实习生完成工作任务,实现自我价值。选派优秀实习

生参加疆内培训项目,培养并提拔其为后备管理干部,
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校企双方共同建立考评机制,实习任务对接企业

产品,将实习作品“合格”作为考核标准,改变以评价定

学生实习效果的传统做法,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学

生对自己实习的感受和收获做出自我评价,让学生在

实训过程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学生毕业后在订单企

业就业,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促进了人才供需双方

的“零距离”对接。

2.3 强化德育,保障立体育人

学生正处于“三观”的形成阶段,实施了“系部领

导、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和校外指导教师”整体抓

德育举措。构建了全员育人的管理目标责任体系及其

“五位一体”的德育工作模式,搭建了学工办、办公室、
辅导员、班主任、实训教师平台,形成了“五点二线”的
德育工作机制,以及“学在校园、做在企业”的育人格

局。将马克思主义“五观”、“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遵章守纪和国语教

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解决好学生人生“总开关”,引
导各族学生感党恩、跟党走,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同时将企业文化渗透进来,培养学生的

企业归宿感。通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系统培养,
实现了“培养一人、就业一人、带动若干、稳定一片”的
目标,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稳定。

2.4 线上线下,全面实习管理

充分借助援疆优势,将内地优质教学资源对口支

持我院职业教育互联网建设,共享教学资源。学生进

入实习单位后,按时登录顶岗实习管理平台,再按照顶

岗实习操作手册的步骤进行操作。通过云平台完成学

校实习全过程动态监管、多角色协同管理、全方位信息

服务,建立了学校、企业、家长、老师和学生的在线交流

反馈平台。同时在实习过程中,对国语交流有困难实

习学生可利用云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在下班时间自学国

语,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按教务处要求 顶岗实习学生用国语填写好有关

表格,建立顶岗实习档案。辅导员、校内指导教师至少

每月进入企业检查实习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

题并反馈系部。在顶岗实习期间,实习学生必须服从

实习单位、辅导员和校内外指导教师的领导,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社会秩序、学院及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

制度,确保安全。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请假,应事先与校

内指导教师和辅导员联系,征得同意后按实习单位要

求,严格履行请、销假手续。

3 取得成效

学校与华孚色纺、联发纺织、疆渝纺织、巨鹰服装、
恒昌针织等知名企业合作开设了订单班,订单班在校

学生人数533人,通过企业师傅传技能,校内教师建平

台,双方负责抓管理,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和落实就业,
促进了人才供需双方的“零距离”对接。通过顶岗实习

使每个学生能够有一技之长,提高了其就业、工作和职

业转换能力,使学生成为了懂纪律、守规矩的新时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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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工人,实现了两后生“有学上、有技能、有事干、
有钱挣”的目标。自推行顶岗实习新模式以来,实习在

岗率保持在95%以上,有23名学生成为了企业后备管

理干部,36名学生与在岗工人同等待遇,还有学生主

动将亲戚推荐到职业院校学习。有越来越多的贫困家

庭农民主动将自己家孩子送进职业院校,走进工厂,实
现了脱贫致富。自治区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

在阿克苏举行,有200多名来自各地州市的参会代表

走进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纺织工程系进行现场观摩,
其经验特色先后被中央媒体报道,得到了自治区领导

的高度评价与家长、社会的共同认可。

4 结语

在南疆职业院校推行的“紧抓思想主线,强化通用

语言,强化协同育人”的顶岗实习管理理念,需要学校、

企业、政府、家长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学校、企业

和实习指导教师应站在更高高度,面向脱贫攻坚主战

场,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与脱贫攻坚对接,才能达到用理

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理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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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NewModeofPostPracticeforEthnicMinorities
whoareaftertheYouthandfrom“JuniorMiddleSchoolandHigh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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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也能当布料用 德国鞋匠做出鱼皮鞋

  提起鱼类,大家会想到各种美味的海鲜料理。不

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德国的一家鞋店。在那里,鞋

匠用鱼皮制作皮鞋,还获得了著名的巴伐利亚奖。
这家鞋店,位于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附近。

从外表上看很普通,但这的鞋子却价格不菲。弗洛里

安? 科 佩 茨 (FlorianKoppitz)和 迈 克 尔? 科 佩 茨

(MichaelKoppitz)两兄弟所制作的手工订制鱼皮鞋,起
价就要1000多欧元。
ShoeKoppitz店 主 鞋 匠 FlorianKoppitz:“鱼 皮 鞋

很独特,需要三天到一周才能完成一双鞋,我们每年生

产45双左右。”
两兄弟已经是家族产业的第五代继承人,他们使

用的鱼皮有多种,包括鲶鱼、鮭鱼和鲤鱼等。独特的鱼

皮可以做出完美的高品质鞋子,但是制作工艺复杂,制

作前的准备工作就需要好几道工序。

ShoeKoppitz店 主 鞋 匠 FlorianKoppitz:“鱼 皮 必

须经过鞣制,和传统皮革,比如小牛皮或绵羊皮相似。
然后染出更一致的颜色。做起来不是很简单,因为鱼

皮小而且各不相同。处理过程更复杂。”
几年前,两人开始从网上订购鱼皮,如今对这种细

腻的材质,已经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因为这项创

新,在2015年获得了著名的巴伐利亚奖。
ShoeKoppitz店 主 鞋 匠 FlorianKoppitz:“最 特 别

的是每块鱼皮都各具特色,不仅仅是每一双鞋看起来

都独具特色,而每块鱼皮也完全不同。而且很耐用,如

果保养得好,可以穿20年,很值了。”
科佩茨兄弟表示,设计独特的鱼皮鞋,只需使用鱼

货行业的边角料,并不需要为此宰杀鱼类。
(来源:纺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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