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民族大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精

神，为进一步破解实践教学资源分散、共享度低、实习效果不理想的瓶颈，学校决定开展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标准化建设工作，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建设目标 

通过实践教育基地标准化建设，进一步确立我校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在“基地建设目标、

思路、规划”、“基地组织与管理”、“基地条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与经费保障”、“基地人

才培养、建设成效与协同共享机制”及“基地教学环节质量保障”等方面的标准体系，进而

推动我校各专业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内涵建设。 

二、建设任务 

1.健全组织管理体系 

各实践基地应以人才培养为目标，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和运行

机制，建立有关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 

2.推进校企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 

遵照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各类学生构建有针对性的实践教育方案，积极推动校

企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模式，由校企协同制定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

设校外实践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育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

校外实践教育的培养质量。 

3.建设专兼结合混编指导教师队伍 

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队伍，应由我校教师和基地依托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共

同组成，实践基地应采取有效措施，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

水平。 

4.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实践基地应加强对学生安全、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的教育，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要

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设备，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安全。 

三、项目管理与评价 

承担标准化建设的实践基地，每年需向学校《基地标准化建设年鉴材料》。申报材料包

括实践基地单位简介、资质证明、共建协议、组织机构、管理办法、实践条件、实践形式、

实践内容、接纳学生数量、基地管理模式、基地在支撑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基地混

编师资团队建设、教学质量保障措施、基地建设特色、基地建设成果等。学校将专家组对照

《大连民族大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标准》各实践基地标准化建设年鉴材料，组织项目验

收。通过验收后，根据所属类别，授予相应称号。被授予“标准化基地”称号的基地，要巩

固成果，进一步加强基地的校外实践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工作，不断提升基地的示范、辐射和

引领作用。学校对校外实践教育标准化基地的确定命名实施动态管理。学校对校外实践教育

标准化基地的后续建设工作进行跟踪督查，对优秀的基地建设成果，将加大宣传展示、经验

推广等力度，对有特色做法、有推广价值和升级潜力的基地在“评优”、“升级”等后续工作

中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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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连民族大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建设标准 

1.基地建设目

标、思路、规

划 

1.1 建设目标 

建设目标明确，符合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促进人才培养协

同育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实

践教学体系建设。 

1.2 建设思路 建设思路清晰、理念先进，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 

1.3 建设规划 

教学团队、实践教学资源、实践教学方法、基地运行管理

等方面的建设规划科学合理，特色鲜明，可操作性强，有

利于开放共享机制的建立。 

2.基地的组织

与管理 

2.1 协议签订 

1.协议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详细而规范，校企双方合

作内容、权益和职责有明确约定，能保障教学环节的有效

开展和师生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符合专业建设规划、人才培养目标对实践能力的要求，

有利于学生适应社会需求。 

2.2 管理情况 
管理体系清晰，管理办法健全，保障学生学习和学校的权

益。基地的立项、建设、撤销等均有审批。 

3.基地校外依

托单位的条件

建设 

3.1 校外基地教

学条件 

1.教学所需的空间、结构和布局科学合理，安全、环保符

合国家标准，应急设施和措施完备，软硬件设施完善，能

较好地满足学生学习、劳动保护和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条件

需求。 

2.在行业领域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或比较鲜明的特色。 

3.2 校外协同师

资队伍建设 

1.有较高质量和足够数量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

员作为基地的校外协同教师。 

2.校外协同师资队伍的负责人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和教

学管理能力，重视学生在基地期间的实践能力培养。 

3.校外协同师资队伍的聘任和考核管理规范，并纳入专业

建设师资队伍管理。 

4.校方的师资

队伍建设与经

费保障 

4．1 学校师资建

设 

1.能为基地建设提供相对固定的教师且专业背景与素质

符合基地建设发展需要。 

2.教师除完成正常基地教学工作外，能积极参与校外基地

的技能培训、技术研发、横向课题合作等工作。 

4．2经费保障 
基地建设经费投入有保障，能较好地满足学生在企业完成

教学环节所需。 

5.基地的人才

培养、建设成

效与协同共享

机制 

5.1 人才培养 

1.积极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校外实践教

育模式改革，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共

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及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目标。 

2.校企双方共同建设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体

系和教学内容。 

3.校企双方共同组建混编师资教学团队实施所约定的教

学环节（包括毕业设计（论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并共同评价培养质量，建立持续改进机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建设标准 

5．2建设成效 

1.构建比较完整的校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校企共同开发

系列课程、教材和实训项目库。 

2.依托基地开展的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环

节质量较高，效果较好。 

3.参与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更加踊跃，学生学习产出成果丰

富。 

4.混编师资队伍稳定，教学水平较高，有校级以上的教学

改革项目、教学成果奖等。 

5．3 协同共享机

制 

1.在资源建设上能够与校内实践教学资源协同互补，积极

探索校内外一体化的资源共享机制。 

2.能够接纳其它相关专业的学生来基地进行实习实训，共

享开放机制健全，基地利用率较高。 

6.基地教学环

节质量保障 

6.1 制度保障 
基地的安全保障、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制度健全，并得到

较好的落实。 

6.2 质量保障 

1.基地实施的各教学环节有质量标准，并建立基于能力培

养和岗位训练相结合的考评机制。 

2.共同建立由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参与的教学的质量监

控与评价体系。 

3.定期开展教学质量分析，有明确且持续的改进方向，并

取得成效。 

6.3 安全保障 
学生在基地实习实训期间的劳动保护和安全得到高度保

障，无安全隐患。 

 

说明：本标准为学校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标准，各基地可在此基础上细化和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