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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perative education is common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which has 

science or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Through co-operative, students can complement and perfect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problems that the internship becomes a mere formality which in the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can also be solved. Co-operative education can enhance students' chance. 

They apply theory 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practice, improving operation skills, 
enhancing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dealing with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in the 

work. Establish archives for co-operative education teaching can promote the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model, which can develop its strengths 

and circumvent its weak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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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学合作教育是含有理工科专业高等院校的常见教学模式，通过产学合作，学生的知识结构得

到补充和完善，可以解决一些行业院校的学生实习流于形式的问题。产学合作教育可以增强学生动手的

机会，使他们把象牙塔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工作实际，提升操作技能，增强与人沟通的能力、工作中

处理紧急事件的应对能力。建立产学合作教育教学档案，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管理者不断研究、发展这种

教育模式的内涵，使产学合作的教育活动能够扬长避短。  

关键词：产学合作；教育教学；档案；建设  

引言  

产学合作教育是指高等学校与企业一起合作培养人才的一种教育模式。高等学校通过

与企业的合作，不仅能发现最近的学术研究前沿和技术前沿，还能获得一些企业的资金以

资助学生的学业发展，更关键的是能使学生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有实践的机会，增强学生的

实践能力。所以产学合作教育，从高校的角度上来讲，有利于打破闭环的办学格局，有利

于及时捕捉企业的准研究课题，提高院校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通过堂学习与实际工作

相结合，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企业

通过与大学的合作，能积蓄基础技术、发现新的技术生长点、发展技术，确保最新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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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发现有用的技术人才做好人才储备。产学合作教育模式对于高等学校和企业来讲，是

互惠互利的。产学合作教育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其实现了教育与市场之间、大学人才和企业

人才之间的联合，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中现实的效应，也为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建立产学合作教育档案，有利于教育管理者今天更好研究这种教育模式，提升产学合作教

育质量。  

1 产学合作教育档案的内容构成 

《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所指的高等学校档案，是指高等学校从事招生、教学、

科研、管理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学生、学校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

不同形式、载体的历史记录。产学合作教育模式作为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应当有属于

自己的专业档案。按照《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第三章的规定，高校的教学类档案主要

包含以下内容：主要包括反映教学管理、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等活动的文件材料。按原国

家教委、国家档案局发布的《高等学校教学文件材料归档范围》((87)教办字 016 号 )的相

关规定执行。为了保证产学合作教育的顺利进行以及产学合作教育的质量，产学合作教育

档案的内容应该包含以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方面的材料：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的计划、大纲、

总结、实习指导书、实习讲义、实习结果鉴定，有代表性的实习报告等。   

2 建立产学合作教育档案的意义 

2.1 产学合作教育档案是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哲学是“教和学的关系的哲学，主要回答为何教和学、教学什么、如何教和学等问题”。
[1]
教学从

内容上来说，包含理论课的学习也包含实践环节的学习。很多工科院校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慢慢开展

了产学合作这种教育模式，教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教学的主导。产学合作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侧重于

实践环节的教学，目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把理论运用于实践，锻炼自身的操作技能。因此产学合作教

育的档案是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产学合作教育档案是评价教师的主要依据之一 

产学合作教育档案，是全面评价教师的主要依据之一。“教师评价是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和教师的工

作任务，运用恰当的评价理论和方法手段对教师个体的工作进行价值判断。”
[2]
然而，当前教师教学评价

中存在诸多弊端和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唯分数论。第二，重结果，第三，评价标准不合理，一

刀切。
[3]
结果造成了某些教师的不公平感。实际上，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多方面的，“教师的教学能力有三

种成分构成：教学认知能力、教学操作能力和教学监控能力。”
[4]
大学的教师，有的是担任理论课的教学，

有的是担任实践教学，更多的教学精力在于指导即将毕业的、在企业实习的学生。对于这类老师来讲，评

判其能力的依据如果只是单纯的以分数而论，就不能全面反映一个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而产学合作教

育档案对于实践课程教学的老师的评价，可以使教育管理者对于教师的评价有更全面的认识。 

2.3 研究产学合作教育档案可以促进教学改革研究和教学方式的更新 

保障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是高校一直在呼吁并提倡的，高等教育培育的人才是直接要面向社会市

场，因此高等教育的知识知识内涵和课程体系是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的。而产学合作教育教学档案的内容，

既能体现学生在高校学习理论课的内容，又能反映学生在企业实践学习中的内容。教学内容能否与市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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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且保证不脱节，可以通过产学合作的教学来反映，因此研究产学合作教育档案可以为高校内教学改

革提供依据，并促进教学方式更加契合市场，与社会紧密联系。 

2.4 产学合作教育档案是本科教学评估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家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范围》当中的一级指标第二项是“师资队伍”，下设的二级指标有分别是（1）数

量与结构；（2）教学水平；（3）教学投入；（4）教师发展与服务。其中教师队伍结构包含理论课教师队伍

的建设，也包含实践型教师队伍及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第四项“培养过程”，下设二级指标含有“实

践教学”的内容，其评价的细化指标包含的内容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及效果。工科院

校可以依据国家本科评估的要求整合产学合作教育档案，并为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 

3 产学合作教育档案建设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3.1 产学研合作教育档案建设的现状 

建立产学合作教育档案是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于促进高校的专业内容与学生的职业能力对接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为评价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提供依据、促进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手段的更新，可

教育教学以及企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遗憾的是，产学合作教育的教学档案建设却不完整、不规

范、不科学，管理手段落后。 

3.2 产学合作教育档案质量有待完善的原因分析  

3.2.1 高校管理者的档案意识不强,档案机构设置不到位，人员配备不齐全。 

高等学校是一个职能多元化的机构。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主要责任。管理重心也主要

在这三大块。 

因为没有意识到产学合作教育档案对于教育教学的评价作用、研究作用，没有长远的档案意识。因此没有

形成自上而下的关心、重视档案工作的氛围。  

依据《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第六章第六条规定，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高校应当设立档案馆：

（1）建校历史在 50 年以上的；（2）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在 1 万人以上的；（3）已集中保管的档案资料在 3

万卷以上的。虽然很多高校已经满足了以上条件之一，但是因为没有独立的档案管理场所和专业的档案管

理人员，档案管理人员普遍是非专业化的构成，基本没有专业化的关于档案管理的知识和技能。有的是由

普遍学历不高的教学辅助人员担任。有的是教学秘书兼任，对于档案工作没有高度责任感，缺乏耐心、细

致的工作态度，所以产学合作教育的管理不科学、不规范。 

3.2.2 教师的对于产学合作教育的教学态度影响教学档案质量 

教师对于产学合作教育的态度会深刻影响教学档案的内涵、质量水准及收集整理速度。所谓教学态度

是指“教师在深刻理解教学的价值、意义的基础上，对教学形成的倾向和意愿”
[5]
假如教师对于产学合作

教育的态度不端正，在教学中形成了一贯的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只是一种辅助教学，可有可无，对

于学生的实习指导以一种观望的态度，对于产学合作教育的档案制作以一种敷衍的态度，这样不仅会影响

产学合作教育档案制作的质量水平，也会严重影响到该档案归档时间。 

3.2.3 档案管理跨度大，缺乏制度性保障 

产学合作教育教学档案的形成涉及几个部门。一般是高等学校教务处的实践教学管理部门负责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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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合作事宜，所以与企业合作的产学合作意向书或者合同书，一般是由教务处负有管理责任。由本校的

教师或者企业的一线实践教学指导老师负责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的计划、实习大纲、实习指导书、实习讲

义等的形成，由教学院系负责档案内容的质量监控；针对学生的有实习结果鉴定、实习总结、实习报告等

是主要是由学生实习所在的企业进行评定。但是归档以及立卷工作主要是由高校的教学院系负责。产学合

作教学档案的多头管理，容易造成管理的混乱。以及相互推诿责任。所以没有建立独立的档案馆的高校，

一旦要进行教学评估，就要召开多个部门的材料收集整理的推进会。 

有的高校由于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和体制不健全,教学档案管理不到位,还存在无制度不规范、有制

度无落实、有检查无纠错等现象
[6]
,从领导层和具体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认识到产学合作教育档案的收集、

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工作比较随意,教学档案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仍未得到充分肯定和体现。 

3.2.4 产学合作教育教学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水平低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教学档案的管理带来了便捷。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大。传统的

纸质材料进行扫面等信息化处理后，便于检索、查询、借阅。还可以把产学合作教育的现

场资料录制成声形并茂的影响资料进行保存。使得教学档案更加形象生动，便于进行教学

研究，促进今后的教学改革。但是由于受高校的管理者、教师的档案意识不强，管理幅度

大等因素的影响，高校产学合租教育档案的信息化水平普遍偏低。  

4 完善产学研合作教育档案建设的建议 

4.1 增强高校管理者档案意识，建立专业教学档案室，落实人员编制保障  

强化高等教育管理者的档案意识，从意识和观念形态上来看，首先是提高对教学价值

的认识，态度上重视教学档案，树立教学档案管理的新理念。
[ 7]

将档案工作纳入学校整体

发展规划，设立档案建设的专项管理经费，保障档案建设经费的稳定投入。建立专业的教

学档案室，在教学档案室以教学院系为单位、或者以专业课程为单位设立专门的产学合作

教育档案库。落实档案整理、查询利用所需要的电脑、复印、扫描等专用设备。分管档案

的校级领导应有忧患意识，为保证档案的安全管理优化教学档案库房建设。严格按照国家

管理档案的规定，购置坚固的防火专用档案柜，在库房配备防盗门、防盗窗。  

为教学档案的管理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为保持档案管理队伍的相对稳定，采取一切

措施，加大对档案馆员的政治和业务培训的频率。在工作中彰显人文关怀，档案馆员的待

遇与教学、科研人员一样享有评定职称的权益。做好档案馆员的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工作。

并且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对于长期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档案工作人员建立职业保障和补

助。  

4.2 端正教师的对于产学合作教育的教学态度，保障产学教育档案的质量  

产学合作教育的一线教师，是教学档案形成的主要参与者。只有教师有严谨的教学态

度，才会有高质量的产学合作教育档案。因此，要强化一线产学教育教师的档案意识。让

他们充分认识到教学档案是学校开展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是应对各类教学检査和评

估、提高办学管理水平的宝贵资料。
[8]
 

为了保障产学教育的质量，建议充实产学教育教学档案的内容，首先把高校与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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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意向书或者合同书列入归档范围。这样可以保证高校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同时稳

定产学合作教育的师资力量。其次增加专业实践教学教师的档案。此类档案应急记录实践

教师的学历、学位层次，所学专业和原来就读的高校，教学年龄，教学特点和专长，以便

让学生进行选择适合自己的实习指导教师。  

4.3 明晰各管理责任，强化制度保障  

鉴于产学教育教学档案的管理跨度大影响档案的生成质量，立档时间和归档时间，造

成档案的管理混乱等问题。所以要明晰档案的管理责任。对于档案管理部门的角色进行明

确定位。学院领导是教学档案管理的总指挥。
[9]
确定教研室和合作企业为产学合作教育档

案形成部门，院系的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对于教学档案进行立卷工作，并且负责整理装订

装盒，移交到学校的档案馆。由档案馆负责档案的保管、提供借阅、查询等工作。  

要保障产学合作教育档案的完整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必须完善教学档案的管理体制，

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和工作流程。高校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高等

学校档案管理办法  》和《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  》等法律法规，制定各项教学档案管

理的规章制度。
[10]
只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才会有高质量的产学合作教育档案的形成，才能

保证此类档案的管理水平。  

4.4 提高产学合作教育档案的信息化水平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多媒体的广泛应用，产学合作教育档案数字化的趋势不可挡。因此

高校的管理者，要与时俱进，  

及时更新教学档案管理的硬件和软件，不断提高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水平。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给予教学管理部门、教师、和学生一定的权限，适当地开设网络、在线咨询，提供借

阅查询服务，实现产学合作教育档案的社会服务功能及其价值最大化。  

5 结语 

产学合作教育教学档案是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保管好这类教学档案，有利

于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深化发展。只有树立现代化的档案管理理念，增强教学管理者和一

线教师的档案意识，建立完善的产学合作教育教学档案的管理规章制度，推进信息化进程，

才能让档案更好的服务于高校产学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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