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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教融合是当今职业教育及其人才培养改革的一个热词，而教师企业实践则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关键路

径，涉及到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教师企业实践整体状态、各利益相关者情况，以及在微观层面的个体实践

过程、方式和成效。本文以深化产教融合为基本原则，以项目管理、层次分析、PDCA循环为理论依据，通

过核心利益相关方筛选、关键要素分析、评价指标设计、层次框架构建、指标权重计算、一致性检验等步骤

构建整体评价与个体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的印刷包装专业

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通过借鉴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建立的教师企业实践评价指标体系，可实现整个评价体

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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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he current buzzword in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the teachers’ enterprise practice is the key step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nvolves the system environment of the teachers’ enterprise practice at the macro level, 

the overall state of the teachers’ enterprise practice, and the situation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etc., and the individual 

practice process, mode and effectiveness at the micro level.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ak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PDCA cycle as the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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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the steps of core stakeholder screening, key element analysis, evaluation index design, hierarchic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index weight calculation and consistency test were adopted to construct the combination of overall 

evaluation and individual evalu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rocess evaluation and result evaluation in this paper. 

The enterprise practice evaluation system of printing and packag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was established. By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achers’ enterprise practic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eachers; Enterprise practice; Evaluation system

0 引言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指挥棒”，而

教师企业实践既是产教融合中的一个具体内容，又

是产教融合的实现机制之一。2019年，《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产教融合中教

师企业实践的具体要求[1]。以此为依据，从有效激

发企业主体作用和教师实践教学热情，以及更好把

握企业实践重点与发展方向两方面出发，来提高教

师企业实践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构建基于产教融合

的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

本文以国家“双高计划”印刷包装类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和国家级印刷包装产业基地实践为基础，

主要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对产教融合中印刷包装

专业教师企业实践评价及其指标体系、运行要素等

进行系统探索，希望可为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构

建提供新的思路。

1 教师企业实践评价现状分析

在中国知网中，以“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为关

键词检索到29条成果，但与“产教融合”相结合的

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就目前教师企业实践评价而

言，实际工作中尚存在以下共性问题。

1.1 评价理念有待更新

在进行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设计时，设计理

念缺乏全局观和系统观。这是由于评价体系设计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多为考察教师个体，忽略了从产教

融合大局出发对教师企业实践的整体性评价。其次

没有从评价客体发展的角度来评价，奉行奖罚性评

价观，而非发展性评价观，难以激发评价客体参与

教师企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2 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不够健全。主要

表现在评价内容不够全面、评价标准比较单一。需

要进一步研究高职专业教师企业实践的评价体系，

包括对教师企业实践组织与管理环节的绩效指标，

以及对深化产教融合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指标。另

外，需要针对不同学科的教师企业实践评价建立

不同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教师企业实践评价运

行机制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评价主体、评价客体

需要完善，评价方法需要改进[2]。除了学校以外，

按照产教融合发展要求，特别要将企业纳入评价主

体。另外，学生、教师、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作为

利益相关方也应作为评价主体参与评价。各利益相

关方同时又是责任主体并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所

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因此，为避免评价信度和效

度不高的情况发生，需要针对不同指标，按照不同

主体分配不同权重的方式建立评价方法。

1.3 元评价机制有待健全

元评价即对评价体系自身的评价。目前主要存

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少对专业教师企业实践

评价体系的评价机制。在现今的评价体系中，有关

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评

价方法以及指标权重等内容，并未经过科学系统严

密的评价与诊断，难以保证元评价的科学性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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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二是缺少对专业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的调

节机制。现今的评价体系没有体现出发展性与适应

性，其中针对元评价结果的被动改进机制和针对不

同评价情况的主动适应机制都还很不健全。

2 教师企业实践评价理论工具

本文主要依据项目管理理论、层次分析理论和

PDCA循环理论等开展教师企业实践评价的指标体

系构建与运行机制研究。

2.1 项目管理理论

本文提出的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其研究思路

主要依据项目管理理论[3]，即把印刷包装专业教师

企业实践作为整体项目，从项目管理角度出发，对

项目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环节开展过程评

价，对项目的目标实现与成效开展结果评价，从

而研究指标设计维度、筛选评价内容、建立评价

指标。

2.2 层次分析理论

依据层次分析理论对国家重要文件内容进行梳

理、归纳。按照层次结构模型，构造成对比较矩

阵，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计算组合权向量

并作组合一致性检验等步骤，建立基于产教融合的

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4]。

2.3 PDCA循环理论

依据PDCA循环理论建立评价运行机制的基本

模型，按照计划（P）、实施（D）、检查（C）、

处理（A）等顺序周而复始地开展印刷包装专业教

师企业实践质量改进与评价质量改进相结合的全面

质量管理[5]。

3 理论研究过程

3.1 核心利益相关方筛选与评价内容分析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

意见》《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等政策文

件，梳理出产教融合及教师企业实践的相关内容，

分析利益相关主体及其责任与义务[6]。利用德尔菲

法最终确定学生、教师、学校、企业、政府、包装

印刷行业组织等6类核心利益相关方[7]。将核心利益

相关方作为责任主体，分析其对教师企业实践所承

担的职责要素[8]。结合印刷包装专业发展与产业实

践现状，提炼出基于产教融合的印刷包装专业教师

企业实践评价内容，并找出具体评价内容所对应的

具体利益相关方。

3.2 评价维度、质控点的指标设计

评价指标设计要基于整体与个体评价、过程与

结果评价、质性与量化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将教师

企业实践作为项目管理系统工程开展评价。结合6

类责任主体的职责要素、评价内容，从印刷包装专

业教师企业实践的准备与规划、实施与监控、成果

与成效等3个维度研究设置质控点，进而设计评价

指标并对指标进行分层、分类与归纳。

3.2.1 从项目的“准备与规划”维度设计指标

“准备与规划”质控点设为政策制度、实践方

案。政策制度质控点从3个方面进行评价：省、市

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出台配套政策的指导性和有效

性；校企出台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制度对产教融合的

融入度，及其规范性和可行性；印刷包装企业作为

重要主体，在政策制度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实践

方案质控点从3个方面进行评价：教师企业实践方

案对产教融合的融入度及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教师

个体与总体的目标任务对产教融合的促进作用，任

务设置的挑战性和可达性；实践方案与目标制定过

程中企业参与度。

3.2.2 从项目的“实施与监控”维度设计指标

“实施与监控”质控点设为主观因素、客观条

件和过程监控。主观因素质控点从6个责任主体积

极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客观条件质控点从以下方面

进行评价：企业配备管理责任人员的数量、工作能

力和工作态度；企业配备技术指导人员的数量、技

术水平和工作态度；企业提供教师实践岗位的数量

及专业相关度；企业提供学生实习实训岗位的数量

及专业相关度。过程监控质控点从6个方面进行评

价：校企开展过程管理与绩效评估的及时性和有序

性；教师协助企业管理、指导学生实习的积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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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教师实践期间的遵纪守法情况；教师参与

企业实践的时长是否达到每5年累计6个月的相关要

求；学校组织教师企业实践的形式多样性；过程管

理与绩效评估过程中企业参与度。

3.2.3 从项目的“成果与成效”维度设计指标

“成果与成效”质控点设为实践教学能力、研

究服务能力、双师队伍建设、校企协同合作和社

会满意程度。实践教学能力质控点从3个方面进行

评价：教师对印刷包装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工艺

流程、产业发展趋势等基本情况的熟悉度；对印刷

包装企业的岗位职责、操作规范、技能要求、用人

标准、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等了解程度；对印刷包

装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新标准的熟悉度。研究服务能力质控点从

这3个方面进行评价：将教师企业实践收获转化为

教学资源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教师参与企业产品研

发、技术创新等相关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教师承当

企业员工教育与培训的师均人数。双师队伍建设质

控点从3个方面进行评价：印刷包装专业教师5年

累计达到6个月人数占比；“双师型”教师增长人

数；教师在合作企业兼职、任职人数。校企协同合

作质控点从6个方面进行评价：校企合作的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科研项目数量；校企合作制定或修订

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数量；校企合作共建课程数

量；校企合作招收现代学徒制人数增幅；在以上项

目合作过程中企业的参与度。社会满意程度质控点

从6个核心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进行评价。

从以上3个维度，运用层次分析软件构建印刷

包装专业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基本框架，进而建

立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

标和45个三级指标。

3.3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3.3.1 构造判断矩阵

按照评价体系中下级指标对上级指标重要程

度，进行两两比对，并给比对结果按照“同等重

要”“略微重要”“明显重要”“非常重要”“极

端重要”对应赋值1、3、5、7、9，两相邻结果

对应赋值2、4、6、8。以3个一级指标权重计算

为例，分别将准备与规划、执行与监控、成果

与成效等3个指标记为A 1、A 2、A 3。用A i j表示A i

与A j相比重要程度，用C i j代表分值。根据专家判

断A3相对A1处于同等重要与略微重要之间，赋值

A31=2、A13=1/2；A3相对A2略微重要，赋值A32=3、

A23=1/3；A1相对A2处于同等重要与略微重要之间，

赋值A12=2、A21=1/2。可以得到判断矩阵A，如式(1)

所示。

  （1）

3.3.2 通过判断矩阵求权重 

计算方法有算数平均法、几何平均法和特征

值法等，本文采用几何平均法。对矩阵A按照行

相乘得到一个新的列向量；将新的列向量的每个

分量开n次方；对开方后的新向量进行归一化即

得到权重向量。此处，n=3，计算所得权重向量

W=(0.240211,0.209843,0.549946)T。

3.3.3 对比较矩阵做一致性检验

将计算所得最大特征值λ m a x=3 .018295代入

一致性指标计算公式：CI=（λ m a x-n ） /（n -1）

=0.009147，然后，查找对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表，当n=3时，RI=0.58，代入计算一致性比例公

式：CR=CI/RI=0.015771。CR<0.1，可以认为比较矩

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否则需要对矩阵进行修改。

根据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各层级各类指标权重

值，并进行总权重计算，可得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

业实践整体评价和个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统计

情况。

3.4 建立评价运行机制

依据全面质量管理PDCA循环理论，构建工作

质量改进与评价质量改进相结合的印刷包装专业教

师企业实践评价运行机制。P阶段：以印刷包装产

业与专业融合发展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为基础，

结合评价指标权重，制定教师企业实践发展规划并

建立管理制度，明确阶段性目标任务。D阶段：组

织学校、企业、教师等主要参与方实施规划、落实

具体任务，并在实施过程中加强过程管理，关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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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进展状况，及时纠正偏差。C阶段：制定评

价标准、构建评价主体，应用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整

体评价与个体评价，检查教师企业实践实际成效，

并检验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根据评价结果

制定反馈意见。A阶段：各责任主体对照评价结果

与反馈意见，及时总结经验，处理问题，制定改进

措施，并将存在的问题在下一循环周期解决。根据

经验、教训，结合产教融合发展新要求，开始新的

计划阶段，如此循环，实现以评价引领教师企业实

践工作质量和评价质量的不断提升，持续推进产教

融合、深化校企合作。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业实践

评价运行机制的基本模型如图1所示。

产教融合对教师
企业实践的要求

明确目标
制定规划

组织实施
过程管理

深化产教融合
促进校企合作

多元评价
总结反馈

教师

P计划 D实施

 

A处理 C检查

校、企

改进工作
改进评价

教师

校、企

图1 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业实践评价运行机制模型图
Fig.1 Oper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printing and packag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enterprise practice evaluation

4 实践案例分析

基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原则，以中山

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业实践为案

例，开展整体评价与教师个人绩效评价，根据评价

结果分析教师企业实践整体工作和个人绩效分别存

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4.1 制定评分标准

评价采取百分制。首先，设置最下层指标评分

标准。为每个三级评价指标设置5个评分等级，具

体评分标准为非常差（0分）、较差（25分）、一

般（50分）、较好（75分）、非常好（100分）。

其次，制定整体判断标准。总得分在0~25分（不

含），说明教师企业实践质量非常差，问题非常

严重；总得分在25~50分（不含），说明教师企业

实践质量较差，存在较多问题；总得分在50~75分

（不含），说明教师企业实践质量较好，但仍然存

在少量问题；总得分在75~100分，说明教师企业实

践质量非常好，比较符合产教融合发展要求。

4.2 构建评价主体

针对各三级评价指标，尤其是评价制度合理性、

人员积极性等定性指标，研究并筛选评价主体的成员

构成及其评价权重。首先，需要研究分析最下层各个

指标内容对应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以此筛选评价

主体。其次，按照利益相关度从高到低对利益相关

方进行排序，根据上述权重计算法确定各个指标评价

主体的权重值。最后，通过对各评价主体评分加权平

均算出各三级评价指标的主体评分，进而根据总权

重得出三级指标的综合得分，最后计算总得分。

4.3 统计评价结果

运用上述方法及步骤，利用统计软件得出相关

统计结果。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包装专业教

师企业实践整体评价结果与教师个人绩效评价结

果，分别见表1与表2。

表1 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业实践整体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统计及案例评价结果
Tab.1 Overal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eight statistics and case evaluation results of printing and packag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enterprise practice

一级指标
（总权重）

二级指标
（总权重）

三级指标 层权重 总权重 评价主体加权评分 三级指标综合得分

准备与规划
（0.2402）

政策制度
（0.0600）

1.政府配套政策 0.1958 0.0118 57.50 0.68

2.实施细则与管理制度 0.3108 0.0187 62.50 1.17

3.企业参与程度 0.4934 0.0296 55.00 1.63

实践方案
（0.1802）

1.方案制定合理性 0.2599 0.0468 57.50 2.69

2.教师任务合理性 0.3275 0.0590 67.50 3.98

3.企业参与程度 0.4126 0.0743 67.50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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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总权重）

二级指标
（总权重）

三级指标 层权重 总权重 评价主体加权评分 三级指标综合得分

实施与监控
（0.2098）

主观因素
（0.0420）

1.教师积极性 0.3515 0.0148 80.00 1.18

2.企业积极性 0.3515 0.0148 92.50 1.36

3.学校积极性 0.1442 0.0061 80.00 0.48

4.行业组织积极性 0.0498 0.0021 70.00 0.15

5.政府部门积极性 0.0405 0.0017 67.50 0.11

6.学生实习积极性 0.0625 0.0026 80.00 0.21

客观条件
（0.0839）

1.管理责任人员 0.0527 0.0044 87.50 0.39

2.技术指导人员 0.3238 0.0272 92.50 2.51

3.教师实践岗位数量 0.1513 0.0127 92.50 1.17

4.教师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0.3397 0.0285 100.00 2.85

5.学生实习岗位数量 0.0391 0.0033 92.50 0.30

6.学生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0.0935 0.0078 87.50 0.69

过程监控
（0.0839）

1.校企开展过程管理 0.0999 0.0084 62.50 0.52

2.教师指导学生实习绩效 0.0764 0.0064 82.50 0.53

3.教师遵守纪律 0.2078 0.0174 100.00 1.74

4.教师人均实践时长 0.3530 0.0296 92.50 2.74

5.组织形式 0.0351 0.0029 55.00 0.16

6.企业参与程度 0.2278 0.0191 67.50 1.29

成果与成效
（0.5499）

实践教学能力
（0.1932）

1.对企业生产的了解程度 0.2684 0.0518 80.00 4.15

2.对企业管理的熟悉程度 0.1172 0.0226 80.00 1.81

3.专业的“六新”掌握程度 0.6144 0.1187 87.50 10.38

研究服务能力
（0.1039）

1.教学资源转化成果 0.5396 0.0561 80.00 4.48

2.科技研发成果 0.2970 0.0309 92.50 2.85

3.承担企业培训师均人数 0.1634 0.0170 75.00 1.27

双师队伍建设
（0.0372）

1.“双师型”教师增长人数 0.2599 0.0097 87.50 0.85

2.五年达到6个月教师占比 0.3275 0.0122 100.00 1.22

3.教师企业挂职人数 0.4126 0.0154 75.00 1.15

校企协同合作
（0.1744）

1.校企合作教改、科研项目数 0.2071 0.0361 92.50 3.34

2.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数 0.2071 0.0361 92.50 3.34

3.校企共建课程数量 0.1108 0.0193 75.00 1.45

4.校企合编教材数量 0.1305 0.0228 87.50 1.99

5.现代学徒制人数增幅 0.0549 0.0096 75.00 0.72

6.企业参与程度 0.2897 0.0505 92.50 4.67

社会满意程度
（0.0413）

1.教师满意度 0.0437 0.0018 81.25 0.15

2.企业满意度 0.4363 0.0180 80.00 1.44

3.学校满意度 0.0692 0.0029 83.75 0.24

4.行业满意度 0.1436 0.0059 80.00 0.47

5.政府满意度 0.1755 0.0072 82.50 0.60

6.学生满意度 0.1318 0.0054 91.25 0.50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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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业实践个体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统计及案例评价结果
Tab.2 Individu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eight statistics and case evaluation results of printing and packag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enterprise practice

一级指标
（总权重）

二级指标
（总权重）

三级指标 层权重 总权重 评价主体加权评分 三级指标综合得分

过程指标
（0.2）

目标管理
（0.0500）

1.目标制定合理 0.7500 0.0375 80.00 3.00

2.参与制度建设 0.2500 0.0125 45.00 0.56

过程表现
（0.1500）

1.服从企业管理 0.4606 0.0691 92.50 6.39

2.工作积极主动 0.2011 0.0302 87.50 2.64

3.企业实践时长 0.2011 0.0302 100.00 3.02

4.指导企业实习学生人数 0.0516 0.0077 42.50 0.33

5.学生企业整体表现 0.0855 0.0128 92.50 1.19

结果指标
（0.8）

熟悉生产
（0.0943）

1.熟悉生产组织方式 0.1958 0.0185 77.50 1.43

2.熟悉生产工艺流程 0.4934 0.0465 75.00 3.49

3.了解产业发展趋势 0.3108 0.0293 77.50 2.27

熟悉管理
（0.0416）

1.熟悉专业相关岗位职责 0.1170 0.0049 95.00 0.46

2.熟悉操作规范 0.3848 0.0160 75.00 1.20

3.熟悉岗位技能要求 0.3307 0.0138 92.50 1.27

4.熟悉岗位用人标准 0.1170 0.0049 80.00 0.39

5.熟悉企业文化 0.0504 0.0021 75.00 0.16

学习发展
（0.0943）

1.掌握专业新知识 0.2835 0.0267 70.00 1.87

2.掌握专业新技术 0.2835 0.0267 75.00 2.00

3.熟悉专业新工艺 0.1669 0.0157 57.50 0.90

4.熟悉专业新材料 0.1157 0.0109 60.00 0.65

5.熟悉专业新设备 0.0541 0.0051 32.50 0.17

6.熟悉专业新标准 0.0964 0.0091 80.00 0.73

科研服务
（0.2397）

1.教学资源转化成果 0.4126 0.0989 80.00 7.91

2.科技研发成果 0.3275 0.0785 67.50 5.30

3.承担企业培训人数 0.2599 0.0623 72.50 4.52

校企协同合作
（0.2719）

1.与企业合作教科研项目数 0.2071 0.0563 75.00 4.22

2.吸引企业参修人培方案数 0.2071 0.0563 92.50 5.21

3.吸引企业共建课程数 0.1108 0.0301 80.00 2.41

4.吸引企业参编教材数 0.1305 0.0355 62.50 2.22

5.指导现代学徒制人数 0.0549 0.0149 82.50 1.23

6.吸引企业参与的程度 0.2897 0.0788 87.50 6.89

满意度
（0.0582）

1.企业对教师满意度 0.4099 0.0239 92.50 2.21

2.企业对所指导学生满意度 0.2622 0.0153 92.50 1.41

3.学生对教师满意度 0.1987 0.0116 92.50 1.07

4.学校对教师满意度 0.0819 0.0048 80.00 0.38

5.教师自评满意度 0.0473 0.0028 92.5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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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析评价结果

根据表1，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包装专

业教师企业实践整体评价得分80.62分。其中，在二

级指标中“客观条件”“校企协同合作”评价得分

率最高，分别达到94.32%、88.95%，这得益于学校

身处国家级印刷包装产业基地以及10多年的校企合

作基础。在二级指标中“政策制度”“实践方案”

得分率最低，分别只有57.82%、64.90%，需要加大

相关工作改进力度。评价结果还说明了印刷包装类

企业愿意参与教师企业实践工作，并且主要参与校

企合作的常规性工作，在制度建设和方案制定等创

新性工作领域参与度还不高，部分企业对教师企业

实践的过程管理还有待加强。

根据表2，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包装专

业某位教师企业实践评价得分79.36分。针对二级指

标得分情况，该教师在“过程表现”和“满意度”

方面得分率最高，分别达到90.42%、91.48%，说

明该老师工作态度非常端正。“指导企业实习学生

人数”得分率较低，但是学生企业整体表现得分率

非常高，可以给该老师适当增加指导学生人数。另

外，在“熟悉管理”“校企协同合作”等方面得分

率均在80%以上。但是“目标管理”“科研服务”

是其相对薄弱环节，尤其是“学习发展”，作为教

师企业实践的重要内容，需要该老师在学习印刷包

装专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等方面加大力度。

5 实践建议

5.1 建立评价体系持续发展机制

随着产教融合逐步深化，需要建立评价体系持

续发展机制，不断对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业实践评

价体系的合理性和适应性开展评价、诊断与改进，

保证评价工作的效度与信度，以促进评价体系的不

断完善。产教融合不同发展阶段对教师企业实践要

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那么评价指标及权重也应随

之变动。另外，针对不同学科或专业，以及不同教

师个体，评价内容也应该有所区别，对应评价指标

及权重也要适当调整。

5.2 分析评价体系各层指标权重

以本文中教师企业实践整体评价为例，在10个

二级指标中，“实践教学能力”“实践方案”“校

企协同合作”等三个指标的权重最大，分别占

0.1932、0.1802、0.1744，这也反映提升教师实践

教学能力是教师企业实践的重要内容，并同时强调

方案制定的合理性，促进校企合作的重要性。通

过对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包装专业教师企

业实践的评价分析，发现“实践方案”作为重要

权重指标得分率仅为64.90%，属重点工作且薄弱

环节，需要从对应三级指标评价结果入手研究制

定相关策略。以此类推，分析各级指标及评价结

果，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扬长补短，提升工作

改进措施的针对性。

5.3 构建教师企业实践内生机制

教师是企业实践的主角，只有充分调动其主观

能动性，构建教师企业实践内生机制，才能切实推

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结合印刷包装产业与专业

融合发展要求，以提高教师企业实践对企业产生价

值为导向，以教师工作量计算、职称评聘等为抓

手，谋划与之匹配的教师企业实践方案，建立配套

的评价与激励制度。促使教师自发参与企业实践、

主动为合作企业创造价值、帮助企业解决现实问

题，真正做到“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可”，自然

可以激发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6 结语

实践评价是教师企业实践发展的指挥棒，决定

着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重点与努力方向。因此，相

关研究必须高度重视评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并以

此为原则针对特定领域产教融合发展要求构建系统

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另外，还需研究评价主体与评

价方法，即解决谁来评和如何评的问题，并在实践

中不断优化。如此建立更加科学的教师企业实践评

价体系，才能有效发挥评价引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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