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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工厂”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应用 ①

吴强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１４５０）

摘　要：根据服务外包专业软件产品数字化的特点，将“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引入职业院校服务外包专业综合实训
课程的教学中，该模式将企业办公室和学校实验室通过网络连接融合成一个虚拟的软件工厂，由企业技术人员远程指导

学生完成软件开发工作，实现了学校教学与企业生产的“零距离”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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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企业一线的高技术实用型人才，然而现实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往往与企

业的实际人才需求脱节，导致了一方面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技术人才。目前

职业院校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人才培养中普遍采用了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院校在校企合作的具体实施方式上都不尽相同，人才培养的效果也千差万别，我院根据服务外包

专业的特点，结合我院实际，在校企合作中引入了“虚拟工厂”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１　“虚拟工厂”教学模式简介
随着远程教育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通过网络把位于不同地理位置

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就是要把学校实验室和企业的办公室

通过网络技术整合成一个跨越时空的“虚拟车间”，将学生的整个教学过程融入到企业的生产实践中，

学生以一名企业员工的身份参与企业生产活动，学生的学习过程以企业的生产规范和产品标准进行评

价，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工作学习，便于技能训练与企业需求“零距离”对接［１］。

２　“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实施条件
在我院服务外包专业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机制中引入“虚拟工厂”的教学模式是根据学院和企业的

实际情况，以及服务外包专业自身的特点确定的。

２．１　软件产品自身的特点是实施的先决条件
服务外包专业的就业方向就是在软件企业从事软件产品的研发工作，软件产品作为一个数字产品，

它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便捷提交，所以企业管理者可以方便地接受学生从学校实验室里完成的软件产品，

而无需额外的运输费用，这就使得在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中使用“虚拟工厂”教学模式成为可能。

２．２　计算机作为软件开发的工具为“虚拟工厂”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了便利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不管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学校的学生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都以计算机作为开发

工具，我们把管理者的计算机和学生员工的计算机通过网络进行连接，管理者就可以实时地了解到学生

员工的“工作状态”，而学生员工也可以通过这一渠道便捷地与企业管理者进行沟通，使得地理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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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两个部分有机地融合成一个“虚拟工厂”［２］。

２．３　网络技术的发展是“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实施的基础
要将空间上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两个部分整合在一起，这两部分之间沟通的桥梁就成为能否有

机融合的关键，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视频的传输已经实现，这就使得企业和学校的沟通更

加便捷和真实，这是实现“虚拟工厂”教学模式的基础［３］。

２．４　软件产品的模块化设计为“虚拟工厂”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了便利
目前软件开发过程中普遍使用了模块化的程序设计思想，这一设计思想就是将大的、复杂的软件开

发任务划分成多个小的易于完成的小的模块，这些小的模块交由不同的程序员开发完成，最后再进行模

块的组合即可。这一软件开发思想为我们实施“虚拟工厂”教学模式提供了便利，企业的设计人员可以

将部分与学生当前课程内容接近的或者易于完成的模块交由学生员工完成，待完成后由企业设计人员

给出评价，一方面使学生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下完成工程任务，培养了学生的职业素质，提高了学生的职

业能力，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任务，为企业带来了效益。

２．５　“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对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是实施的根本出发点
职业教育就是要培养企业一线的高技术实用型人才，“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一个接近

真实的工厂环境下工作学习，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可以实现与合作企业岗位的“零

距离”对接［４］。“虚拟工厂”教学模式设计的初衷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这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

也是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

３　“虚拟工厂”教学模式的实施
“虚拟工厂”教学模式是实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的一种方式，这一教学模式与传统的校企合作

模式不同，需要企业、学校、学生三方进行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的准备才能顺利实施。

３．１　硬件设施建设
“虚拟工厂”教学模式需要在企业和学校之间建立一个连接的桥梁，让企业管理者和学生能面对面

的交流，从而跨越时空界限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了节约成本，在企业和学校分别建设包含视频和

音频设备等交互设备的“工作场所”，采用现有的公共网络作为传输媒介，将地理位置不同的两个“工作

场所”连接融合，形成一个“虚拟工厂”。在企业方，需要在技术人员的办公室配置摄像头、视频采集卡、

麦克风、声卡、计算机等设备。学校的实验室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造，首先将实验室的环境按照企业办

公的要求进行改造，同时配备专业级的摄像机、麦克风、投影等设备。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选用了

ＰＰＭＥＥＴ网页版视频会议系统作为软件支持。
３．２　管理体制建设

为了顺利完成教学任务，企业和学校就“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实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以合

作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主要包括：１）研究制订了校企合作的总体指导思想；２）研究制订了专业的人
才培养方案；３）协商并确定了课程综合实训通过“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完成；４）毕业实习以学生到企业
实习为主；５）双方商定，在进行课程综合实训和毕业实习前，由企业对学生进行企业文化和企业规章制
度的培训，并要求学生在实训和实习期间遵守；６）课程综合实训期间学生在学校通过“虚拟工厂”教学
模式参与企业软件项目开发，并由企业技术人员负责课程考评；７）毕业实习期间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
按企业要求完成岗位任务，由企业管理人员考评，并发放生活补贴［５］。

３．３　实施步骤
采用“虚拟工厂”教学模式主要是综合实训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在学生已完成对相应的基础理论知

识学习的基础上开设的，所以企业技术人员主要负责软件模块的分配和学生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指导工

作。主要包括以下步骤：１）企业技术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为所有参加课程实训的学生介绍项目的总
体要求和项目的功能划分。２）学校指导教师根据项目要求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开发小组，企业技术人员
将不同的软件模块分配给不同的开发小组，并介绍每个模块的技术要求。３）开发小组组织开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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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所分配的模块，并制定初步的开发方案。４）开发小组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企业项目负责人汇报拟
定的开发方案，项目负责人对开发方案提出意见或建议，不符合要求的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直到项目

负责人的审核通过。５）学生在开发小组长的带领下，进行模块开发，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协商不
成的与项目负责人联系解决，直到模块开发完成。６）项目负责人对学生开发的模块进行验收和讲评，
并开始下一个开发任务。

４　“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实施总结
我院２０１０级、２０１１级和２０１２级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服务外包方向）的学生培养中，主要针对课

程综合实训采用了“虚拟工厂”教学模式，总体上效果良好，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总结的问题。

４．１　实施成果
学生在一个近乎真实的企业环境下进行“工作”，整个实训过程都是由企业一线技术人员指导完

成，实训内容是企业的实际软件项目，这些都有利于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经过实训大部

分学生都能按照项目负责人的要求完成开发任务，已基本达到一线程序员的要求。

企业在整个实训过程中不仅收获了经济效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学生开发的软件模块将为企业

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外，企业的全程参与使得学生的培养与企业的需求是完全吻合的，学生到企业

就业就节省了企业的员工培训开销，这是企业进行人才储备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当然，这一过程也是一

个企业宣传的好机会，将直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４．２　存在问题
在“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１）学生管理方面。

部分学生无法适应企业的管理方式，存在着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现象。２）技术支持方面。由于学校网
络带宽影响，实训过程有时会出现视频不流畅等情况。３）学生完成开发模块过程中，还存在着知识掌
握不够扎实，无法按要求完成模块功能等情况。４）企业在项目管理中，由于对学生参与开发模块的进
度估计不足，导致项目延期等。

４．３　改进措施
通过“虚拟工厂”教学模式在课程综合实训中的实施，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效果良好，基于出

现的问题，我们计划进行以下改进：１）严格学生实训纪律，实训过程中，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管理学生，
在实训开始前要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说明遵守工作纪律的重要性。２）实训过程中增加学校辅导教师
的参与，以帮助学生解决日常问题。３）与企业沟通，让企业对学生的开发时间有一个充分的预期，以便
于企业能按期完成项目任务。４）对企业和学校的相关硬件设施进行必要的改进。

５　结语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主要是针对国际市场进行软件产品的服务输出，这要求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软

件开发过程和软件产品都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通过“虚拟工厂”教学模式，通过模拟的工厂场景，让学

生在真实的开放环境中掌握从事服务外包产品开发的岗位能力。该模式在我院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下一步计划在其他专业的校企合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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