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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育人模式不仅深受行业青

睐，而且有效地推动了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尤其

在实践性非常强的酒店管理专业中，更加体现出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通过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育人模式探究，从

校企合作的内涵和模式、合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思考相

应的解决方案，必可有利于这一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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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行业在旅游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酒店品牌纷

纷瞄准中国市场， 这一变革给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带来了更

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同时也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

新奠定了基础。

一、“校企合作”的内涵及模式

“校企合作” 是指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
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采用校企合作的模式，能够针对性

地为行业培养人才，注重人才的实效性和实用性。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完善职

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表明了应用

型本科实施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育人模式势在必行。 高校酒

店管理专业与行业的紧密合作， 既优化了高校的教学特色和

专业建设，又为酒店提供了优秀的人才。
酒店管理专业的校企合作常见模式有认知学习、 实习基

地、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订单式”培养等。认知学习通常适

用于大一新生，学生通过参观酒店、与酒店高层管理者面对面

对话、互动，从而提高他们对酒店行业的认知程度。实习基地、
工学结合、现代学徒制更加适用于大二以上年级学生。高年级

学生利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在酒店行业实践，从而提高

他们的技能、综合素质。 “订单式”培养，是近几年流行的创新

合作模式。其目的是为酒店品牌定向培养人才，校企双方共同

制订培养计划，酒店管理层定期为定向班学生授课，培养符合

酒店集团企业文化的高素质管理人才。 在浙江部分院校酒店

管理专业开设的订单班有洲际英才班、香格里拉班、世茂班、
开元班等，定向培养满足双方需求。

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学生将经历 6 到 9 个月的历

练，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自信、抗压力、实战能力、沟通能力及处

理问题的能力等等。 同时，作为劳动密集型的酒店行业，因学

生的加入减轻了部门的用工压力，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为酒店

的人才培养储备有潜力之才。育人的校方也提高了知名度，为

每年的招生就业提供了保障。

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育人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酒店用人理念偏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业机会不断增加，“用工慌”
“招聘难”已经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尤其在劳动密集型的

酒店服务业更加显著。 由于酒店招聘压力大、劳动力成本高，
部门已经把实习生当作一个正式工使用， 从而违背了校企合

作育人的宗旨。笔者走访了几家合作酒店了解到，现在部分酒

店的实习生比例已经超过 40%， 有些酒店甚至比例更高，实

习生已经成了酒店劳动力的主力军。没有培训就上岗、服务技

能不规范、不专业、部门经理安排工作不合理、排班不公平等

现象普遍存在。 如本学期笔者负责带队的实习小组中，有 10
位被安排在餐厅的学生反映“吃不消、站不住”，想要放弃实习

机会。由于她们实习的酒店生意很好，每天来用早餐的客人约

400 位以上。 学生上班第一周就独立当班， 每天上班 8 个小

时，站着服务客人，脚起泡、腿发酸，有时还会被一些挑剔的客

人投诉服务不到位。而经理也忽略了对他们的关心，认为她们

是本科酒店管理学生，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业务技能。所

以学生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把她们当作老员工看待。这给学生

增加了实习负担， 造成了心理压力， 从而带来的是处事不自

信、心态差、综合能力未提升等负面影响。
（二）学生实践认知意识淡薄

很多大学生片面认为，只要考上大学，就可以轻松完成学

业，再也不用像高中那样学习辛苦、压力大、竞争激烈。在大学

期间，部分学生学习能力减弱、主动性降低，有些学生甚至沉

迷于游戏，白天黑夜颠倒，无故旷课。 对于学校安排的实践学

习意识淡薄，把自己当作一个机器人，给客人收收盘子、擦擦

桌子，提提箱子等，客人面前很不情愿地来个微笑，无客人时

一脸惆怅，无精打采，他们总是抱着以完成任务而实习的想法。
在上岗期间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及突发事件，无法正确处理。

（三）就业留任率低

2018 年 4 月，通过对 245 位酒店管理专业应届毕业进行

“就业留任率”的调查获悉，学生经历过 6 个月的毕业实习后，
继续留在酒店行 业 的 就 业 率 较 低。 只 有 20%左 右 的 学 生 表

示，实习结束后将继续在酒店行 业 任 职，这 20%中 的 80%为

女生，80%左右的学生表示实习结束后， 将选择其他行业发

展。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家庭原因。 江浙一带，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平较高，酒

店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由于家庭原因、家长观念等因素，最终

不选择在酒店行业就业。很多学生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家长

供孩子上完 4 年大学，更想让自己的孩子找一份体面、稳定、
安逸、离家近的工作。 他们认为酒店是服务行业，每天伺候不

同的客人，看客人脸色，平时孩子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用干，
反而在酒店里为客人端盘子、搞卫生。一些三四线城市没有好

的品牌酒店， 这意味着孩子如果找国际品牌酒店工作就要背

井离乡。 经调查 80%左右的酒店管理专业家长都不同意孩子

毕业后再继续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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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原因。 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学生见世面越来

越广，外界就业机会日益增多，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加

之经过 6 个月的实习后，学生感受到酒店基层工作辛苦、班次

不固定、加班多、薪酬福利没有竞争力，且服务要求高、付出与

回报不成正比，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继续在酒店工作。如目

前杭州一家四星级酒店前台接待工资约 2800 元/月， 五星级

高端酒店前台接待工资约 3000 元/月， 扣除五险一金等费用

后，实际每月拿到手工资 2000 多元。 要在消费水平高的杭州

城里生活，这点工资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日常开支。在浙江其他

二三线城市，酒店员工工资更加低。如宁波某五星级酒店一名

餐厅服务员月工资 2600 元，大部分学生是月光族、透支族，和

大学 4 年的投入相比，他们认为回报率太低且过慢。
3.酒店管理原因。 部分酒店管理乱、工作氛围差也是学生

不留任的原因之一。 2017 年， 酒店行业员工离职率普遍在

20%—40%，有些酒店甚至超过 60%，一线员工和中层管理者

离职率最高。为了让内部员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很多酒店在

原管理者离职后，部门就会晋升一些有潜力的员工来管理。由

于这些刚被晋升的员工没有真正具备一个管理者应具备的素

质及能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安排工作不合理、培训不到位、下

属不服从、客人投诉现象增加、遇事不承担等导致学生工作不

开心，积极性受打击，最后放弃继续留任。
（四）“校企合作”的机制不完善

查阅有关政策法规显示政府对校企合作并没有制定完善

的法规及制度， 导致校企合作双方很难真正做到持续性及规

范化。学校与酒店合作的过程中，监督管理的体系不完善导致

双方责任不明确。部分学校校企合作采用的是外包形式，学校

把学生的实习全部承包给外包公司， 而外包公司再将学生推

荐给酒店，从中赚取佣金。 虽然会签订三方协议，但是在实践

过程中，学生出现问题比较多，外包公司管理不规范，学校方

称应由酒店和外包公司负责学生事宜。 如丽水某酒店管理专

业采用的就是外包形式，他们把学生推荐给杭州萧山某酒店。
酒店方为了减轻一线运营部门的用工压力， 给学生提供的岗

位都是基层服务员。当学生在所属部门出现问题时，酒店方与

外包公司沟通出现障碍，相互推卸责任。 没有及时、有效地解

决问题，导致学生被无辜处分，甚至退回学校。 无形中给学生

带来阴影，也影响了他们今后的择业观。
三、“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育人模式完善的措施

（一）优化校企合作的用人酒店

学校方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优化合作的酒店，
确保学校、酒店、学生三方真正受益。如本酒店管理学院，在优

化用人酒店方面做得较好， 学院制定出用人单位招聘学生的

数量设定最高线及最低线的政策。即在学院举办的双选会中，
每家酒店招聘学生的数量最高线不得超过 10 名，最低线不能

低于 4 名，超过 10 名学生的酒店，超出部分的学生将重新选

择其他酒店，低于 4 名学生的酒店将取消此次选学生的资格。
同时，学院将定期和学生沟通，如果学生对酒店反馈不好，院

校合作办将进行再次审核，情况属实，将取消来年参加双选会

的资格。
（二）打造一支专业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专业的师资团队是酒店管理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的前提。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能够专业地传授书面知识， 同时也能

及时传递行业动态。 在指导学生实习时，能专业地引导学生，
帮他们解决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引导他们恢复自信、热

情。因此，打造专业的双师型教学团队是学校管理工作中的重

要任务之一。学校可以积极安排专业教师到酒店挂职，学习酒

店各部门的日常运营，与酒店高层管理人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也可以聘请专业的行业职业经理人加入教师团队， 让学生更

好地了解酒店运作及管理，提前激发他们对酒店实践的兴趣。
还可以邀请行业高层管理者为学生开展嘉宾讲座， 分享他们

的职业发展道路及行业最新动态，帮助学生正确树立价值观、
择业观。

（三）制订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

国际品牌酒店的人才需要不仅要求学生具备知识、技能、
态度，更要求他们具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学校在

课程安排设计时，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开设校内

实训课程、管理课程、领导力课程、顶点课程等。 在教学过程

中， 专业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善于用创新的教学模

式。 如：翻转课堂、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等，提高学生的专业

素养及综合能力。酒店是学生留任与否的关键方，更需要制订

一套合理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来吸引学生。如：洲际酒店集团

的未来领导人项目、万豪集团的培训管理生项目、希尔顿集团

的管培生项目，都是专门为酒店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生制订的

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只要具备 6 个月酒店实习经历都可以申请

这个项目，通过笔试、面试筛选出合格的培养者，培养集团所需

之才。 这不仅为各自酒店管理集体储备了优秀人才，也为学生

提供了职业发展平台，这种模式深受学生和学校的欢迎。
（四）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管理体系是校企合作健康发展的保障。 学校以

“人才共育、过程共管”为目标，制定合作管理体系，促进校企

合作有序开展。完善三方协议，责任明确，建立评价体系。如可

以指定专业的实习指导教师负责学生实习管理工作。 学生出

发到酒店前，召开动员会议，强调安全问题及如何调整实习心

态。实习期间，学生每半月写一篇短文，分享实习心得，教师及

时了解他们的实习动态，积极引导他们并帮他们排忧解难。指

导教师还需要定期走访酒店、参加酒店实习生座谈会、聆听意

见和建议， 与人力资源部、 用人部门负责人了解学生实习情

况。 实习结束后对学生、酒店进行书面评价。 三方在享权利的

同时必将尽义务。
总之，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育人模式不仅有利于教育行

业培养社会接班人，也有利于酒店行业储备人才，这种模式也

成为了加快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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