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教融合，共建共享，打造新时代创新发展共同体 

     

 2019 年 3 月 15 日，世纪中润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与首钢工学院签订

校企合作战略协议。两年多来，世纪中润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与首钢工学

院紧密合作，初步实现了职业教育对接产业、职业学校对接企业、专业对

接岗位、课程教材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工作过程等“五个对

接”，在产学研合作上取得突破，探索出了一条学校与企业合作可持续发

展的路子。 

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让职业教育更好为行业服务，高校和企业深

度融合   

2016年，国家教育部下发研学旅行文件。研学旅行成为国家战略，世

纪中润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如何抓住政策机遇，实现旅游业转型？如何实

现旅游行业的导游向研学旅行导师的转化，如何实现旅游和教育的跨界融

合？ 

世纪中润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深耕北京旅游市场 20 年，在旅游业上具

有较强的优势，但面对研学旅行，缺乏研学导师及研学课程，急需外脑提

供智力支撑，为即将到来的研学旅行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准备。首钢工学

院办学理念先进，旅游管理专业教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强大，培养的学

生直接输入到北京旅游市场，同时也在寻求校企合作单位，让职业教育能

够更好地为行业服务。 

在深入了解论证后，首钢工学院与世纪中润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形成

共识，除了实习基地建设等“初级层面”的合作关系外，学院紧抓研学旅

行中的教育需求，积极调整专业授课和实践方向，大力培养行业需要的研

学导师，开发研学教程，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高校与企



业的加速生长。 

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本着“携手并进，互惠双赢”的原则，促进

专业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人才，共同促进地方旅

游行业的发展。 

二、以技能培养为核心，专业对接岗位，创新人才培养和课程研发体

系  

 研学旅行的实施离不开高素质的导师队伍，导师从何而来？对企业而

言，从导游转化成导师最为合适，但要进行重塑。因为研学不仅仅是旅游，

要有情感、有态度、有目标，要能同历史、地理、生物、科技等学科知识

相关联，课程的实施要考虑趣味性和准确性。导游要学会像老师一样备课，

拿着教案在实地教学；学会运用更多的授课方法，引导同学们思考和分享。

企业和学校深入合作，学校的专业教师团队带着企业的导游员走进故宫、

国家博物馆、颐和园、长城，从研学的角度反复琢磨，拓展导游们的思维

和讲解。通过共同举办培训班、举行课程设计比赛等方式，培养了 30 多名

研学导师，探索出了一条从优秀导游向研学导师转化的途径。  

研学旅行，课程研发尤为关键。学校参与到企业的研学课程开发中，

与北师大专家团队等一起，开发设计“读行北京示范课程”，形成“国学

传承、非遗匠心”、“红色基因、爱国情怀”、“名校励志、清北筑梦”

等读行北京研学旅行示范七大课程系列。之后，又设计“发现学科之美”、

“博物馆研学”、“精品主题定制课程”和“研学少年”等研学模块，能

满足不同的研学需求。 

同时又将这些经验和课程带回学校，反哺日常教学，力争专业对接岗

位、教学过程对接生产工作过程。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突出专业实践课，

以实践作业模块为载体，组织实训，让培养的学生与市场需求对接，走出



校门就能直接被行业所接纳。 

三、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卓有成效，实现双赢、多赢之效 

在合作的过程中双方目的都很明确，企业需要优秀的人才，最终目的

是盈利，学校培养优秀的人才，最终目的是学生的就业。企业和学校双方

发挥各自优势，以产学研合作为纽带，以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为出发点，

在研学导师培训、研学课程开发、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探索，取得了企业和高校双赢之效。 

学校的老师走进企业，举办研学导师培训班，给企业在岗的导游培训，

以实践研学模块为载体，培训相关教育理论知识，用相关专业理论辅助实

际研学操作，在练中学、学中练，学、练结合，使他们从导游转变成一个

合格的研学导师。同时企业的高级导游和金牌导游员也走进学校给同学们

上课，让同学们更多地接触业务实操，避免只有理论知识、课堂与实际脱

节的情况。 

世纪中润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和首钢工学院的校企合作，不仅仅是单

纯建立实习基地，而是一种高层次的深度合作。来自企业的实践需要，改

变了高校的教学方式和课程体系，课程更贴近职业标准，课堂教学贴近岗

位实际，培养的学生更能适应市场需求。来自高校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

则为企业发展赋予新的动能，无形中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这种校企合作

方式，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