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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教师参与
校企合作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形式，教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调研发现

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实效性仍不尽如人意。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对江苏省 12所职业院

校的 25 位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凝练出 74 个概念标签、21 个初始范畴和 6
个主范畴。在此基础上，构建“职业院校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模型，并揭

示教师参与校企合作“意愿-表现-收益”的动态化决策行为过程，以及“学校支持”“企业需求”

“学生表现”对教师决策行为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职业院校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效果，应致

力于教师自身观念的转化及服务能力的提升，激发其参与意愿；建立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评价

指标体系，关注其参与表现；完善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激励和保障机制，提高其参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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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

式和显著办学优势，而始终与产业界保持密切联系

是提升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赋能教师专业

发展的必由之路［1］。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对

职业院校教师参与校企合作予以高度重视，尤其关

注教师企业实践问题。相关政策经历了从鼓励提倡

到制度规范化，再到内涵建设三个基本阶段。如建

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教师企业实践制

度，将教师的职务评聘和奖励与其教学改革的实绩

相联，细化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激励机制等，一定程

度上调动了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然而，调

研发现许多政策已实施多年，却仍未落到实处，部分

教师参与校企合作仅限于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

务，缺乏内生动力和外在激励，对校企合作实施效果

产生了负面影响。

学术界一般在“企业实践”和“双师型”教师语境

下探讨教师参与校企合作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①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形式和问题。

参与形式主要表现为赴企业实践［2］、指导学生实

习［3］、“岗课赛证”综合育人［4］、参与企业项目研发、合

作申请专利等［5］。问题体现在多个层面，如国家相关

法规不健全［6］，学校管理粗放［7］，考核评价流于形

式［8］，企业核心技术开放度低［9］，教师课业繁重、精力

有限［10］，服务企业能力不足［11］等。②教师参与校企

合作的影响因素。内在影响因素有教师自身的教学

工作量、工作经历［12］、对专业和技能的认可度等［13］；

外在影响因素有教师所在专业与产业的契合度［14］、

学校经费支持力度［15］、各方利益诉求共通点［16］等。

③促进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策略。如设置专项经

费［13］，完善法律制度［14］，改革校企人事制度，构建校

企人员“双向流动”运行机制［17］，明确教师主体地位，

增强角色认同［18］，培育教师专业发展意识，激发教师

企业实践内驱力等［19］。也有学者从国际比较与经验

借鉴出发，就教师培养理念、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对

德国“全员进修制度”［20-21］、澳大利亚“TAA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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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22-23］、英国“三段融合”培养模式［24］等开展了研究。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教师参

与校企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等，并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上尚存在不

足：一是当前多数研究采用应然范式，仅限于描述现

象，缺乏真正倾听教师的“声音”；二是当前研究的问

题较为零散，主要针对教师企业实践现状或影响因

素等进行单独分析，缺乏对教师参与行为过程的系

统考量。教师为何参与校企合作、其参与校企合作

的决策过程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仍有待系统

性深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江苏省 12所职

业院校的 25位专业课教师进行深度访谈来探究上述

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以增强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

积极性和实效性，同时，为微观主体视角研究校企合

作提供逻辑分析框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基于文献分析发现，“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完

整过程和动态机制缺失。在未能从文献及其他途径

获得明确答案之前，无差异的结构化问卷难以帮助

研究者获取有效信息，唯有扎根于具体现象和情境，

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归纳和抽象，才能获得更

深层次的答案。鉴于扎根理论本身特别强调植根于

资料中的理论建构，尤其适用于面向复杂和未知领

域的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选择扎根理论作为主要的

分析方法。

鉴于校企合作情境的复杂性，研究以程序性扎

根理论为指导，通过访谈职业院校教师获取第一手

资料，对访谈资料进行文本分析，以提炼基础概念，

归纳核心范畴，并总结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而构

建理论模型。

（二）研究取样

为获取足够典型的样本数据，本研究采用“目的

性抽样”方式，将范围限定在江苏省苏锡常地区的职

业院校。苏锡常地区是以城市群为单位的省部共建

区域，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具有现代化

程度较高、职业教育优质资源较密集和创新成果较

丰硕等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课题组在苏州、无锡

和常州选取的职业院校数分别为 6所、3所和 3所，并

根据性别、职务和企业工作经历等属性遴选访谈对

象，尽可能多地反映不同类型的教师群体参与校企

合作的决策行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详见表 1。为

保护受访者信息，本研究对受访对象进行编码，其中

第一位受访学校领导、专业负责人和一线专业教师

分别编码为 LD01、FZ01 和 JS01，其他受访对象编码

序号依次递进。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属性

类别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13
52%

女

12
48%

职务
学校（二
级院系）
领导（LD）

8
32%

专业负
责人
（FZ）

5
20%

一线专
业教师
（JS）

12
48%

企业工作经历

无

16
64%

1~5年

4
16%

5年及
以上

5
20%

（三）资料收集

访谈工作从 2021年 9月持续到 2021年 12月，在

访谈之前，课题组成员向受访者陈述了访谈的主要

目的，并约定访谈时间和地点。在第一阶段的访谈

过程中，课题组首先“悬置”文献所得假设，围绕“教

师参与校企合作决策行为”这一主题，选取了 5名教

师进行开放式预访谈。通过不断调整和修正，形成

《职业院校教师参与校企合作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

访谈提纲。第二阶段的访谈采用一对一的半结构化

访谈形式，根据访谈提纲，课题组重点就“教师为何

参与校企合作”“教师如何参与校企合作”“教师参与

校企合作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对教师开

展电话访谈或面对面访谈。在获得访谈对象允许

后，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并将获得的访谈资料导

入 Maxqda 2020，对每个访谈样本进行管理和编码。

当发现部分访谈信息产生歧义时，课题组通过电话、

邮件等方式进行回访。截至理论饱和，本研究共形

成近20小时的语音资料和近13万字的语料库。

三、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编码分析

第一，开放性编码。开放性编码是将原始资料

打散，赋予其概念，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的过

程［25］322。本研究通过对原始材料进行逐字逐句分析，

共识别出 564 个参考点，并将其进一步凝练为 74 个

概念标签。在此基础上，通过连续比较、修正和抽象

化处理，提取了 21个相对独立的初始范畴，即参与认

知、教学与学生管理、获得货币化收益等（以“助力科

研成果产出”为例的开放性编码见表2）。
表 2　开放性编码分析以“助力科研成果产出”为例

原始语句示例

JS12：我们不去“下企业”，是很难形成专利
成果的
LD03：教师通过校企合作，在学术上能得到
更好的发展，利于在专业领域发表学术论文
JS03：学校尤其鼓励青年教师深入企业调
研，这给我们开展横向课题研究提供了便利
FZ04：我们与企业合作的项目在申报纵向
课题上会更有竞争力

概念化
（贴标签）

利于专利申请

增加科研
论文产出
利于开展
横向课题
更易申报
纵向课题

参考
点数

4
5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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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轴性编码。主轴性编码是在开放性编

码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

联系，以呈现资料中各部分间的有机关联［25］333。本研

究将开放性编码获得的概念和范畴按照“因果条件

—现象—情景环境—介入条件—行动/情感策略—后

果”的逻辑线索进行梳理，发现并建立初始范畴之间

的联系，进而归纳出包容性更大的 6个主范畴，即教

师参与意愿、教师参与表现、教师参与收益、学校支

持、学生表现和企业需求。（结果见表3）
第三，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是综合考虑所

有主范畴后，选择一个具有统领性且占据中心地位

的“核心范畴”，建立系统的理论框架［25］334-335。通过对

6个主范畴之间关系的反复考察，本研究将核心范畴

定为“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行为遵循“教师

参与意愿—教师参与表现—教师参与收益”的动态

循环逻辑。学校支持、学生表现和企业需求是影响

教师参与校企合作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作用于决

策行为的不同阶段。在建立初步理论框架之后，课

题组再次回归原始资料，通过回旋性比较分析验证

理论框架的合理性，最终构建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

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

图 1　职业院校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模型

第四，饱和度检验。本研

究在初始访谈阶段并未限定具

体的访谈数量，为确保访谈文

本的信度，以信息获取的饱和

度作为访谈数量的决定标准。

即在分析访谈文本过程中，一

旦发现新获取的访谈内容开始

表现出一致或重复的趋势，则

停止进一步访谈［26］，此时样本

数量为 25份。再加入新的访谈

样本后，未能挖掘出新的能够

影响核心范畴的概念，故判定

此时达到理论饱和。

（二）模型阐释

1. 教师参与校企合作决策

行为是由“意愿-表现-收益”组

成的动态循环机制。

第一，教师参与意愿驱动

教师参与表现的发生，且不同

教师间参与意愿存在差异。教

师对校企合作的认识、对自身

能力的评估和发展需要是其参

与意愿的重要构成部分。研究

发现，那些重视自身专业发展、

具有较高企业实践能力并理解

校企合作战略地位的教师，通

常会表现出更高的参与积极

表 3　主轴（二级）编码节点分布

主范畴

教师
参与
意愿

教师
参与
表现

教师
参与
收益

学校
支持

学生
表现

企业
需求

初始范畴
参与认知

参与能力

参与需要

教学与学生管理

科研与技术攻关

决策咨询与服务

获得货币化收益

增强课程与教学能力

提升专业实践能力

助力科研成果产出

价值实现

校企合作定位

校企合作制度建设

校企合作平台搭建

教师合作行为考核

教师合作激励措施

岗位实习认知

苛求实习条件

职业选择与规划

对教师的依赖度

对教师的接纳度

贴标签（参考点数）
观念难以转换（7）；完成学校任务（7）；额外工作量（9）
熟悉企业制度环境（10）；自身能力评估（22）
自身发展需要（8）；学生发展需要（6）
指导和管理实习学生（6）；与企业合作完善人才培养方案（4）；获取企
业真实的教学案例（3）；合作开发课程或教材（11）
与企业合作申报纵向课题（4）；承接企业横向课题（14）；指导企业申
报各种项目（7）；助力产品研发和技术升级（10）
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服务（7）；为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和服务（3）；参与
企业各项服务活动（4）
学校校企合作专项补贴（3）；学校校企合作绩效奖励（14）；企业横向
课题经费（8）；合作专利转让费（3）；企业培训及其他服务费（4）
根据行业需求修订课程目标（8）；在企业实践中积累教学素材（10）；
根据企业真实素材开发教学资源（11）；在教学中灵活运用企业真实
案例（12）；在教学中设置真实的教学情境（9）；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
种教学方法（5）
了解企业岗位需求（17）；丰富岗位知识结构（14）；提升实践操作技
能（12）
利于专利申请（4）；增加科研论文产出（5）；利于开展的横向项目
（11）；更易申报的纵向课题（3）
增强个人成就感（4）；提高个人声誉（2）；提高行业知名度（3）；为企业
提供有效服务（3）；为区域培养技能人才（7）；提高社会服务能力（3）
领导重视程度（8）；合作企业选择偏好（10）
出台多项校企合作管理办法（13）；建立校企合作交流沟通机制（9）；
建立校企合作教师培训制度（7）
成立校企合作管理部门（8）；校企联合成立产业学院（4）；在企业建立
教师实践基地（6）；与企业共建科研平台（2）
企业实践考核（6）；合作成果考核（12）；社会培训及服务考核（6）；合
作宣传考核（10）
纳入年终绩效（7）；给予资金补贴（5）；与职称晋升挂钩（11）；作为评
优评先的条件（2）；提供其他福利（2）
岗位认同度低（14）；对校企合作缺乏了解（4）；升学先于实习（24）
在意合作企业所在区位（4）；过于看重实习补贴及待遇（5）；不愿受企
业规章制度的约束（3）
职业选择多元（2）；缺乏职业规划（6）
搭建合作桥梁（22）；丰富团队结构（12）；联合技术攻坚（7）
接纳教师实践的态度（8）；接纳教师实践的条件（4）；核心技术的开
放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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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编码显示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普遍不

高，推测原因在于：首先，部分教师因认知偏差导致

角色转变不及时。稳定的职位和普通教育学习经历

让他们“选择性忽视”了参与校企合作的要求，这导

致他们未能及时由单一的教学角色转变为校企双

边、知行一体的多重角色。其次，教师缺乏参与能力

导致角色过载。在教师短缺和教学任务繁重的困境

下，校企合作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部分教师在尝试

扮演一个或多个角色时感到困难［27］。

第二，教师参与表现直接决定教师参与收益的

获得。编码发现，教师参与校企合作表现集中在教

学与学生管理、科研与技术攻关和决策咨询与服务

三方面，且参与具体表现会直接影响其参与收益。

教师指导和管理实习学生是大部分受访教师的“本

职”工作，在此过程中还能提升教师自身的课程与教

学能力、专业实践能力等。此外，具有较强科研和服

务能力的教师能够获得企业的信任，通过合作申报

纵向项目、承接横向课题、参与产品和技术研发等方

式，增强其科研产出，获得更多课题经费、专利转让

费等货币化收益。具有较高跨界能力的教师还能为

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和服务等活动，增强个人成就感，

也为企业和行业提供相关服务，实现个人价值和社

会价值。

第三，教师参与收益反向驱动教师参与意愿。

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框架由货币化收益、非货

币化收益和自我价值实现三部分构成。货币化收益

主要从校方获取，但不同院校在专项补贴和绩效奖

励方面存在差异。大部分教师表示，他们的付出与

收益不成正比，有时还需要自掏腰包支付汽油费等

额外费用。不够明确的考核机制、难以量化的考核

内容和较弱的激励和支持力度［9］都限制了教师货币

化收益的获得。非货币化收益也是教师较为看重的

收益类型，教师参与校企合作既提升了教学能力、实

践能力和科研能力，也有助于激发教师参与校企合

作的内生动力，增强其参与意愿，从而实现良性循

环。此外，获得货币化收益和非货币化收益会使教

师实现自我价值，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收益，能反向

促进教师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到其职业

活动中，还能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校企合作观念，强

化身份认同。

2. 学校支持、企业需求和学生表现影响教师决

策行为的不同过程。教师参与校企合作不仅是个体

行为，更是与学生、学校和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之间人

际交互和资源交换的过程。研究发现，来自学生、学

校和企业的影响因素不会从整体上影响教师的决策

行为，而是在行为过程中产生差异化的结果。

第一，学校支持力度影响教师参与校企合作决

策行为的全过程。在教师参与意愿环节，学校可以

通过强调校企合作定位、建设校企合作制度、搭建校

企合作平台等方式调动教师参与积极性，并帮助他

们进一步明确其在校企合作中的角色定位；在教师

参与表现环节，学校提供的平台、制度等相关支持也

为教师深度投入合作项目提供了条件保障；在教师

参与收益环节，学校相关激励机制为教师带来了一

定的货币化收益。

第二，企业需求影响教师参与表现和收益。在

教师参与表现环节，企业需求会显著影响教师参与

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可持续性。对教师需求度高的企

业倾向于主动联系教师达成合作，如联合教师开展

技术攻坚，可助力教师参与校企合作行为表现向更

深层次发展。然而，如果企业的观念较为保守，将教

师视为“外来者”［28］，或担心“核心技术”泄密，拒绝让

教师进入其核心团队，则会限制教师的参与表现；在

教师参与收益环节，企业会根据相关制度，对合作开

展课题研究、专利申报和产品研发的教师给予经济

报酬，同时，教师在合作过程中也能获得教育教学、

专业实践和科研能力等方面的非货币化收益，帮助

他们实现个人价值。

第三，学生表现对教师参与表现有直接影响。

学生是教师在教学与学生管理行为中的关键主体。

在校企合作中，学生岗位认知偏差和对实习条件的

过高要求等不配合意识和行为会增加教师的工作负

担。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解决学生之间、学生

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对部分学生进行思想

教育。此外，学生对校企合作的消极态度和对专业

的兴趣缺乏等，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教师主动到企

业寻求教学案例或了解企业需求的积极性。

四、研究启示

（一）致力于教师自身观念转化及服务能力提

升，激发其参与意愿

在访谈过程中，部分教师坦言参与校企合作主

要是为了完成学校的硬性任务。因此，一是要转变

教师观念，为其主动、自觉地参与校企合作提供原动

力。学校应在遵循各专业特征背景的前提下，根据

教师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职业发展规律，激发其内生

动力和职业精神，不断增强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认

同感［28］，进而形成自我驱动机制；二是要提升教师服

务企业的能力。政府及院校层面应系统组织“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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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师培养培训，有效发挥教师作为校企合作核心

主体的积极作用，提升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技术技

能水平和实践能力，积极提高企业对教师的认同度

和对核心技术的开放度，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形

成校企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在教师个人能力有限

的情况下，鼓励其以团队或实践学习共同体的形式

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展课程开发和技术攻关等项目，

通过多渠道寻求教师与企业的价值共赢点。

（二）建立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评价指标体系，

关注其参与表现

研究发现，学校支持在教师参与校企合作中起

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而评价是增加教师参与校企合

作行为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实践中，对教师

参与校企合作的评价往往面临工作量难以核定、标

准难以统一、效果难以监测等困难。建立教师参与

校企合作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坚持评价主体多

元化，尽量涵盖利益相关主体对教师参与校企合作

过程的质量评价。编码分析表明，企业、学生和教师

之间存在的期望差异是阻碍教师参与校企合作决策

行为的重要原因。企业的服务需求期待与教师服务

能力不足之间存在矛盾，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期望

与学生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之间也存在矛盾。因

此，需要建立起教师与学生、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利益

共谋关系［29］。其次，评价的重点应聚焦于教师参与

校企合作的行为频次及成果产出，如将合作开发课

程与教材、横向课题、企业技术服务等纳入考评范

畴。同时，应依据不同专业的校企合作特点制定具

体的评价指标，以提高评价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完善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激励和保障机

制，提高其参与收益

由于相关激励和保障机制尚不健全，教师深度

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行为受阻，相关合作得不到实

质性推行。为此，一要增加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货

币化收益。在政策制度层面，需完善并实施与技术

成果转化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即如何划分“奶

酪”［30］。为确保教师能够获得科研成果转化的收益，

还需出台政策，明确教师、学校和企业之间的收益分

配规则。同时，学校应建立教师带薪脱产培训制

度［21］，并提供交通、食宿等专项经费补助，为教师参

与校企合作提供良好的保障。二要提高教师非货币

化收益的获得，赋能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学校

可将教师参与校企合作作为教师评优评先、职称评

聘、绩效考核的重点指标和依据，增强教师对参与校

企合作重要性的认知；另一方面，还应健全校企协同

沟通机制，聘用企业人员作为学校专业教师，形成教

师与企业人员的长效互动方案，为教师参与校企合

作提供资源便利的同时，协助教师在专业领域获得

更大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冉云芳，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江苏苏州　

215123；吴　希，通讯作者，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

授，江苏苏州　2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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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RAN Yunfang　WU Xi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Abstrac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cultivating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However,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the 
enthusiasm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still unsatisfactor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25 teachers from 12 vocational colleg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original data was encoded word-by-word and sentence-by-sentence, resulting in 74 conceptual tags, 
21 initial categories, and 6 main categories. The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was developed, revealing teachers’ dynamic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willingness-performance-benefit”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school support”, “enterprise need”, and “student performance” on teachers’ particip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efficacy of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transform teachers’ own concepts and improve their service capabilities, stimulat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a focus on teachers’ participa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e incentive and guarantee 
mechanisms for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to enhance their 
benefits from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eachers’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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