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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开元教育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就业实习基地建设研究，旨在探索高校与企业联合建立就业实习基地的创新模式，

通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与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深度合作，项目成功

构建了一个具有“双导师制”和“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的就业实习基地。通过校企合作，

学生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显著提升了职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同

时，项目推动了学校在教学改革方面的进步，探索出可推广的校企合作成功模式，为学生

的高质量就业和职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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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mployment internship base between the
School of Accounting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nd Kaiyuan Educ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as par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Supply-Demand
Matching Employment Education Project, aims to explore innovative models for establishing
joint internship base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deep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Kaiyuan Education Technology, the project success-
fully established an internship base featuring a“dual-mentor system”and a“three-module
practical teaching framework”. By leveraging this school-enterprise partnership, students
gained valuabl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real corporate environment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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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就业实习基地
项目类型：就业实习基地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2022年 11月 1日—2024年 2月 28日
项目立项编号：20230113328
项目合作企业：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联系人：李昌奎

项目承担高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项目负责人：黄浩

一、项目合作内容及开展情况

（一）项目合作内容

根据“统一管理，分工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依托会

计学院，结合学校与共建单位的优势，与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会

计学院-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就业实习基地管理机构，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
通过“校企合作共赢机制”的实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明确了组织管理机构各岗位的职责，

分工明确，逐步完善组织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根据组织管理机构设置的需求，确定相

应人员，确保基地的正常运转。具体内容包括：（1）提升基地实践条件；（2）促进学生实
习实践；（3）凝练基地建设经验推广。
（二）开展情况

1. 提升基地实践条件
项目通过“就业实践路径的创新”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是编制实践手册。结合实习基地的工作安排，编制从适应性训练到初级训练、中级

训练、高级训练乃至专业技能认证考核全部内容的实践手册，使学生明确自己掌握的技能

程度和差距，并向最高目标努力。

二是制定管理办法。制订与理论教学相适应的实习计划、实习大纲、实习指导、实习考

核办法等实践教学管理办法。聘请基地技术骨干参与实习指导，负责实习内容的实施，并

将岗位中的新标准、新技术、新理论及时引入实践教学，以确保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

得以实现。

三是完善监督和评价体系。学校指导教师对实习过程进行全面的监控与督导，及时排

除影响实习的各种不利因素，调整学生的实习内容；对校外实践教学进行总结，找出问题，

提出改进建议。根据实习日志、企业意见等，对实习结果进行评价，确保实习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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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学生实习实践

项目通过“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构建理论、实践、素质三个“系统模块”，优化课程结构，精简教学内容，确保基

础性、综合性、前瞻性、开放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二是构建以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能三个“技能模块”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

全面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创业精神。

三是与企业工作人员合作，对公司业务范围内的专业内容编辑、加工和相关研究进行

系统性实践。参与就业实习基地项目的学生应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中文、英

文），能够适应内容编辑实习岗位的要求。

3. 凝练基地建设经验推广

项目通过“多维度实习评价体系”进行了实习效果的监督和反馈。自 2023年 1月起，
项目已为学生提供市场就业信息，并推荐在校实习生 20余名，为企业提供招聘宣传、宣讲
会场地、面试场地等便利条件，其中有 35位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学生普遍反映实习中学到
了很多技能和实践经验，实习效果良好。此外，项目通过总结基地建设实践，积极探讨校企

供需对接实践经验，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分别为《供需对接育人背景下会计教学改革探

索与实践研究》和《产教融合背景下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实践》，产生了较好的辐射效应。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提升了基地的实践条件，优化了学生的实习实践体验，凝练并推

广了基地建设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校企合作，促进了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的全面

提升。

二、项目主要成果及创新

（一）主要成果

1. 基地培养的毕业生质量特征

项目通过实施“校企合作共赢机制”，基地培养的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呈现出三“高”一

“低”特征：

（1）就业率高、就业相关度高、就业薪酬高，升学率高，离职率低。通过“就业实践
路径的创新”，学生通过清晰的实习路径在不同阶段掌握技能，迅速适应职场需求。

（2）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达到 100

（3）毕业生在专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组织策划能力的满足度分别为 98.11

2. 社会声誉及认可度

（1）毕业生普遍获得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在责任心、专业胜任能力、沟通能力等方
面表现卓越，证明了“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和“多维度实习评价体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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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广阔，不少毕业生已担任财务总监、总会计师及审计部门
负责人等重要职务，反映了项目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持续影响。

3. 基地制度建设及长效机制
完成基地制度建设，形成了有效的长效协作机制，为项目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就业实践路径的创新”为学生提供了逐步提升的实习机会，确保了技能的不断进步。

4. 师资队伍与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通过“双导师制”，基地聘请知名教授、杰出校友及业界专家担任校外导师，通过企业

参访、讲座论坛等方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强了教师的成长和教学组织

活力。

5. 经验推广与总结
发表了 2篇推广论文，记录并总结了基地建设的成功经验，为项目的可操作和可复制

提供了重要依据，有效推动了项目经验的广泛应用。

（二）创新

1. 机制创新
通过建立“校企合作共赢机制”，项目实现了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和就业方面的有效

联动，推动了产教融合的深化，形成了可推广的成功模式。

2. 形式创新
项目通过“双导师制”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局限，企业技术骨干和学校教师共同指导学

生，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也促进了教师团队与企业在教材编写、案例分析和指导

比赛中的全方位合作。

3. 效果显著
基地建设不仅在学生实习与就业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还总结了合作路径和经验，形成

了“多维度实习评价体系”，为其他高校提供了成功范例，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

三、成果应用及推广情况

（一）成果应用

1. 人才培养。通过“校企合作共赢机制”，基地设立校内外平台，校内依托会计智能
实验室，每年为 300名学生提供实践课程，校外以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为载体，
每年为 40名学生提供专业实习。同时，通过“双导师制”，合作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及实践
课程体系，确保学生实践与理论的深度融合。

2. 软硬件建设。项目通过“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完善基地设施，开发《财务机器人开
发和应用》等 4门实践课程，配备相应的教学资源，确保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提升技能。此
外，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制定规范的运行和管理制度，推动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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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产业。依托“多维度实习评价体系”，项目实施了师资双向培训与进修计划，以
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每年进行技术指导和交流培训约 10人次。

4. 科技创新。合作指导学生参加专业竞赛，通过“就业实践路径的创新”，推动学生获
奖 3项以上，开展专题讲座和调研访问，推动产学合作项目的持续发展。

（二）推广情况

1. 课程建设成果推广。项目将财务机器人开发和应用等课程打造成实践类金课，申请
省级一流课程，推动教学成果的广泛应用和影响力提升。

2. 团队建设经验推广。项目将教研成果撰写为教学论文，通过省内外会议宣传“双导
师制”等经验，形成可复制的推广范例。

3. 学生竞赛及创新成果推广。校内教师与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国家级竞
赛，增强学生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科和专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四、学校评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就业实习基地项目自实

施以来，依托“校企合作共赢机制”，通过与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深度合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项目在学生培养、实践教学、师资建设和人才就业等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升。

首先，项目通过“双导师制”以及“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全面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

为学生提供了完善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路径。校企双方通过共同开发课程、实习岗位

及实践资源，使学生在真实企业环境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创新

精神。

其次，通过“就业实践路径的创新”和“多维度实习评价体系”，项目设计了从基础到

高级的完整实习路径，确保学生在校内外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实习机会和实践操作能力。学

生不仅掌握了最新的行业标准和技能，还提高了就业竞争力，毕业生的就业率和薪酬水平

大幅提升，企业对毕业生的满意度也显著提高。

最后，项目推动了校企在师资队伍建设、科技创新、课程开发等多方面的合作，不仅

促进了师资双向培训，还通过“双导师制”让教师与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进一步加强

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与合作。

综上所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就业实习基地
项目对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升、学校的教学改革及校企合作的深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具

有重要的示范性和推广价值。我校高度认可该项目的成效，特此推荐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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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评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就业实习基地项目在双

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作为企业方，我们深感该项目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促

进校企合作、推动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企业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

首先，通过“校企合作共赢机制”，我们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共同为学生提供

了真实的实习岗位和企业工作环境。这一机制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学以致用，提升了实际操

作能力和对行业的理解。学生的专业胜任能力、创新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对学生的表现高度认可。

其次，项目中采用的“双导师制”和“三模块实践教学体系”，确保了学生在理论学习

与实际工作中实现无缝衔接。企业导师与学校教师共同指导学生，使他们能够快速适应职

场环境。通过这些实习经验，学生在跨部门合作、数据分析、审计和财务管理等方面展现

出了极高的胜任力。

此外，项目通过“就业实践路径的创新”，设计了清晰的实习和技能提升路径，帮助学

生从基础能力逐步向高级能力过渡。学生在校内外的实习表现优异，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

就业率和薪酬水平的提升。许多参与实习的学生在毕业后顺利进入企业，成为高效的专业

人才。

综上所述，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对该项目高度认可。项目在推动校企合作、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促进学生就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和推广价值。

我们愿继续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入合作，共同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的优秀人才。

六、结束语

通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与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紧密合作，本项

目成功建立了具有实效性和创新性的就业实习基地。项目依托“双导师制”和“三模块实

践教学体系”，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创新意识以及职业竞争力。通过完善的就

业实习路径，学生得以在真实企业环境中积累宝贵的经验，缩短了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期，

实现了“学以致用”的目标。

项目不仅在学生培养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还推动了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通

过企业与学校的共同参与，项目建立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确保学生在理论

学习与实践操作之间无缝衔接，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综合能力。项目的成功实施，也为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进一步巩固了学校在人才培养领域的领先

地位。

展望未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开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将继续深化合作，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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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践基地的建设，推动更多教学创新和成果转化。我们期待通过进一步的校企协作，为

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推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确保学生在未来职场中保持强劲

的竞争力。

〔责任编辑：李昌奎〕

基金项目 第二期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开元教育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就业实习基地（项目编号：2023011332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开
元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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