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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遵从职

业教育规律、体现发展特色的重要路径。当前

在我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已是公认的高职

教育发展的一项重大政策，从 2006 年国家示范

性高职院校开始建设至今已有大量研究论文问

世，目前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论文已有接近 6
万篇，未来的数十年内也将是相关研究深入开

展的时代。

高职学报的办刊历史非常的短，从 1998年至

今才是公开发行的高职学报蓬勃发展期。［1］由于

缺乏办刊经验，大部分学报从创刊起始就有完全

照搬本科学报办刊模式的倾向，从办刊理念、办

刊模式、发展定位、栏目设置等都模仿老大哥本

科学报的路子，希望能办出有学术影响力的刊

物。但是，由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起步晚，高职

院校大多是从中专升格而来，导致高职院校的学

术水平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难以与本科院校相

提并论，结果，作为展示高职院校学术水平的窗

口的高职学报一开始就沦为本科院校学报的附

庸，成为低层次、低水平学报的代名词，没有确立

自己在期刊界的独特地位。高职学报作为反映高

职教育领域教育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学报编辑

理应积极思考如何遵从职业教育规律，从体现高

职教育办学特色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视角

进行学报的选稿工作，在既有层次上办出水平、

办出特色。

一、“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核心内容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是一种将学校教育与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从人才培养模

式层面上看，强调学习与工作相结合；从办学模

式层面上看，强调学校与企业的全面合作，因此，

它既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也是一种办学模式，

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

入点［2］。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教育过程的实践性

和开放性，学校要与行业、企业合作按照职业发

展需求和工作过程特点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课程体系的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

养等。

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是“做的教育”，必须与工

作、与职业融为一体，专业建设、课程设计以及整

体的教育与科研，都要与工作实践、职业岗位变动

连在一起。因此，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视角

出发，高职学报编辑应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选稿工作。

二、侧重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成果的报道

目前，绝大多数高职学报都开设了“教育教学

研究”、“经济管理研究”、“文史哲”等栏目，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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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众多的各学科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这

些基础性、学科性的研究成果往往更关注基础理

论方面的“创新性”研究，而忽略了对研究结果的

高职教学应用性方面的考虑，普遍缺乏对什么样

的研究更符合高职教育教学特点的思考。特别是

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论文大多供过于求，这些教

改论文一方面往往是教师为了应付评职称拼凑论

文数量而成，学术创新性欠缺，一方面，即使是具

有创新性的教改论文，其研究结果同样也适用于

本科院校的教学上，缺乏对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

教育管理与人才培养模式新方法、新渠道的探索

思维。

还有部分学报开设了“技术开发与应用”、“应

用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技术类栏目，但是，

据笔者的调查了解，这些技术类栏目大多存在稿

源不足的现状，原因在于：一是高职院校盲目效仿

本科院校的惯性，导致教师仍然追求学科性、前沿

性的研究，结果是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投到了核

心期刊、专业性期刊、普通高校学报，剩下为数不

多的论文才放在高职学报；二是高职学报编辑的

等米下锅思维导致对校内众多的校企合作技术研

究成果视而不见，缺乏深度挖掘的意识。这些现

状直接导致了高职学报的办刊困境，无法充分体

现高职学报为高职院校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的

功能。

因此，笔者认为，在众多的涉及经济论坛、公

共管理、工程技术、工商管理、三农问题、旅游发

展、新闻传播等领域的综合稿件中，编辑除了要

审查稿件的选题创新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之外，

重点应该审查稿件的应用性，偏向于选择刊登能

够结合高职教育特色的、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研

究成果，而在众多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来稿选择

上，更要注重其是否具有高职特色的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思维，特别是能否对当前示范性高职院

校建设中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方面的最新研究

成果进行追踪和探讨，是编辑应该关注的重点。

而对于技术开发类稿件不足的现状，编辑需要主

动参与、跟踪、报道学校各类校企合作平台的最

新研究成果，这些都是能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指

导性和操作性比较强的成果，最能体现高职学报

的独特性，编辑应该毫不犹豫地予以录用刊登，

甚至指导教师和企业作者如何更好地按照学术规

范将研究成果展示出来，这是编辑的重要责任。

三、优先挖掘刊登对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实际

应用的研究论文

高职学报的基本办刊宗旨，除了为高职教育

教学改革服务之外，还要“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企业技术人员

的良师益友，推动全方位的校企合作的一个平

台”。［3］目前，高职教育界对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模

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对校

企合作的技术应用研究成果能否真正产生实际效

益，在企业的实际应用效果如何缺乏后续的追踪

研究，可以说，高职研究领域对这一块还不够重

视，而从整个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

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因此，对于那些开展技

术开发成果在企业实际应用结果的研究要优先予

以录用。从目前的现状看，只有高职学报编辑深

入挖掘学校各种各样的校企合作平台，“如校企

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校企深度融合技术研

发机构、校外产学研合作基地等等”，［4］引导企业

技术人员和学校老师积极开展科研预后方面的研

究，才能及时得到第一手的研究成果并进行宣

传，还能促进相关成果的快速转化和产业化，这

是充分发挥学报功能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提高

学报学术影响力，在既有的层次上办出水平、办

出特色的突破点，当然，这也是对编辑素质的一

个重要挑战。

四、重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研究热点问题

的报道

对“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研究情况和现状进

行汇总分析，从而得出其热点研究内容有助于编

辑科学把握相关研究稿件的取舍。相关的研究热

点如［5-8］：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理论研究、工学结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双师型

教师队伍研究、“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实效性研

究、后示范建设中的人才培养等领域。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理论研究中，历史逻辑

和哲学基础研究是重点；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中，政

策制度研究、中外比较研究、运行机制、教学管理

体系、实践教学模式构建、课程体系构建、困境与

对策等是重点；双师型教师队伍研究中，教师素质

构成和培养机制是研究重点；实效性研究中，影响

因素和路径研究是重点。后示范建设中，校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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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问题研究，如政策法规、企业合作意愿、学校

吸引力、行业组织引领作用等研究是重点。

以上种种，笔者更加重视后示范建设时期高

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的实效性研究、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研

究，因为“后示范时期，高职校企合作面临更多的

挑战和更高的要求”［9］，这些研究能反映新时期高

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动向和实效。

五、注重跟踪发表协同创新类研究成果

2011 年，教育部、财政部分别出台了《教育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育

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的意见》，2013 年，广东省教育厅、财政厅面向

全省高校启动协同机制创新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出台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快推进高校协

同机制创新改革研究与实践工作的通知》，高职

院校紧紧抓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个关键，培育

和组建协同创新中心，深化校企合作，如广东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轻工行业应用技术协同

创新发展中心”，面向轻工行业开展协同创新，通

过与高校、科研院所，特别是与企业的强强联合，

以轻化工行业重大需求为牵引，在新型环保阻燃

塑料制品生产技术、塑料高效节能加工成型技

术、安全防护用纺织品生产技术、绿色、功能化表

面活性剂制备技术等方向构建轻化工应用技术协

同创新的新模式，成为支撑我国轻工行业发展的

核心共性技术研发和转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

地。另外，目前学校还在酝酿建立“广州市垃圾

分类协同创新中心”，在城市垃圾处理领域开展

协同创新，吸纳各学科背景的优秀人才和实践工

作者，在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和专业人才培养方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构建能够提出城市垃圾分类

整体方案的本土智库。这些跨学科、跨行业、跨

单位的协作研究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深化

和发展，是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取向，未

来将会产生大量的协同创新研究成果。高职学报

编辑应当顺应时代发展走向，积极思考和探索如

何从协同创新的视角进行选稿工作，如何以行业

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开展选题策划，助推行业科技

创新，充分发挥高职学报的社会服务功能，从而

获得更大的发展。

六、结束语

对于刊物而言，“无论是在传统办刊的年代

还是在当下数字化信息时代，优秀的稿源永远是

期刊生存与发展的支撑点”，［10］对于高职学报来

说，所谓优秀的稿源，一定是能结合高职教育特

色的具有较强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因为高职教

育本身就是“做的教育”，是涉及科学的技术应用

方面的教育，离开了这一“质”的规定性，高职学

报就没有做好的可能性，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体现了高职教育的本质特

征，学报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凸显高职教育

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方面的研究选题及探索成

果，并促进研究成果走进企业，实现产业化，这些

都需要编辑走出编辑部，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和高

职教育发展的热点、难点，主动引领作者和读者，

从而扩大稿源，进一步提升高职学报的社会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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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ver Design of Traditional Periodical in
New Medi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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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is flooding into our daily life from different channels, such as e-book, wechat chatting app,
micro-blog, etc., which has led us into micro-information era.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fast speed and high efficien⁃
cy life styl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ver design, in addition to the quality of manuscript published in the tra⁃
ditional periodicals. Based on principles like standardizatio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ffinity, cover design is not
only a dynamic combination of characters, pictures and color, but also a demonstration of various materials of pa⁃
per and advanced printing technology, so that the readers obtain knowledge and satisfaction of beauty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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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work-study combin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principle is the main line and dire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esearch in this aspect is in the ascendant. The
journal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conform to this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typ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jour⁃
nal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how to select arti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work-study combination, school-enter⁃
prise corporation”,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journal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work-study combin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elect ar⁃
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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