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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选拔和培育机制研究 
解旭东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山东  淄博  256414

【摘  要】建设完善的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选拔和培育机制，对当前的现代学徒制的推广可以说是必须的一步，
对高职院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价值。从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现存的困境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现代学徒制“双导师”
师资队伍的建设还有许多不足。根据现代学徒制与“双导师”教育模式的内涵，利用其他国家对现代学徒制下“双
导师”的研究经验，从企业、政府以及学校方面，来对现代学徒制师资队伍的选拔和培育机制进行优化，目的在
于根据此教育模式对我国的人才进行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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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模式总结来说就是以传统学徒

制为基础，根据传统的学徒模式中的实践优势与现代教

育中的系统的教育体系相结合。现代学徒制起源于欧洲，

又经过欧洲各国对其不断完善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现在

的现代学徒制，由于现代学徒制满足当代人才的培养要

求，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高职教学模式当中。基于

此，现代学徒制拥有了雏形，然后在全世界的职业教育

中推广开。现代学徒制的核心要求是要学校与企业加强

教学合作，要求职业院校的专业教师与企业的技能师傅

对学生进行双重教育。基于对职业人才的要求也对全国

高职院校的现代学徒制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现代学徒制“双导师”的概念
1.1学徒制的内涵
学徒制的内涵是指根据对手艺的传承与生产的需

要，由技术师傅对徒弟进行指导学习专业技艺的职业教

学制度。根据时代的不同学徒制分为传统学徒制与现代

学徒制。起源于欧洲传统学徒制最开始是以手工作坊的

形式为依据的改进而来的，在手工作坊中授业的师傅向

徒弟手把手的教授手工技能，对专业技能在不断的实践

中学习。对比现代教学模式来说，传统学徒制不注重学

历的高低，但是对当前的注重学历的时代来说已经不能

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将传统

学徒制中实践优势与学历教育相结合模式，在进行实践

学习的同时还要对理论知识进行掌握，以获得专业的资

格证书与学历证书，根据现代学徒制培养出来的高职学

生对学历与专业技能都可以满足职业发展的需求。

1.2“双导师”教育模式的内涵
“双导师”教育模式要求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深

度融合教学。在现代学徒制“双导师”教育模式下，学

生具有双重的教育身份，即是学校的学生也是企业的学

徒。基于此，对学校与企业来说具有双重的教育意义，

学生需要在学校获得素质教育的认可，并且在企业的专

业技能教育中获得专业的资格证书。现代学徒制下的“双

导师”不仅代表了双重的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是对教师

专业素质的双重要求。

2 当前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选拔和培育
机制的困境

2.1教师队伍构建的不均衡
现代学徒制下的“双导师”需要学校的教师与企

业的专业师傅进行和比例的调整，根据学生的需求来满

足实际的需要。但是目前的现代学徒制下的“双师制”

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政策规范，导致企业不愿合

作，学校不愿意配合，导致现代学徒制的合作无法深入。

根本的原因在于企业以盈利为重，不愿意承担没有收入

的社会责任，不愿意让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参与对学生的

教学活动，因此导致了现代学徒制教师队伍构建的不平

衡现象。

2.2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不统一
根据社会对高职学生的就业要求对高职教师的要

求标准应该更高一些，需要职业教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

个人素质、对专业的知识进行充分的掌握、拥有对专业

的实践操作能力。

目前国外的现代学徒制都要求专业教师需要进行

严格的全国职教教师资格认证，对职业学校教师的文凭

提出了明确的资质要求；对现代学徒制下的教师的就业

经历进行完整的调查，对教师的实习时间也提出了相应

的要求；也对高职教师个人的道德政治思想进行一定的

评估标准。但是，就国内的现代学徒制的形势来看，对

我国的高职教师还没有太过严格的规范，我国想要就职

高职院校一般拥有相应等级的教师资格证书以及本科以

上的学历就符合报名条件，可以被高职院校录取。

2.3教师队伍基本保障不完善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逐年的下降，教师

对学生的教学难度也在不断变大。专职教师要比一般的

教师付出的更多，但是薪资待遇获得却不成比例，这对

高职院校的教师有失公允，导致教师心灰意冷，不能全

力工作。专职教师的流失现象严重。我国职业教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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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严格要求自己，将慎独和慎始很好地结合。只有沉

下心来，静心教书，潜心育人，具备良好的师德，才能

帮助学生精神成长，才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

从而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光辉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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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待遇对对比其他种类的教师明显偏低，许多优秀的

教育人才不愿意在职业教育中就业。

3 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选拔和培育机制
的构建

3.1政府对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选拔和培育机制
的构建

 政府需要对现代学徒制的教师资格做出明确的规

定，可以对教师的个人专业素质以及审核标准进行完善，

对高职教师的就业标准提高至硕士学历，考核想要就职

高职院校人员的教师资格；还可以对高职教师的整体素

质做出要求。我国应该提高高职院校教师的准入门槛，

同时也要提高高职教师的薪资待遇，这样的合理政策能

够吸引更多教育人才投身到职业教育当中。

3.2院校对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选拔和培育机制
的构建

 学校和企业对学生进行现代学徒制下的“双导师”

教育模式，需要对高职教师进行基础课程和专业理论课

以及专业实践课三个部分的实践培训；在企业中向实践

师傅进行专业的教师资格的讲座以及考核；对企业的实

践师傅进行教学理论的培训，在后续的实践中可以对学

生进行有效的教学，培养出技能型高职人才。

3.3企业对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选拔和培育机制
的构建

企业在现代学徒制的建设中要做好承担责任的准

备，对己身的义务与责任进行有意识的承担，对学校与

学生的教学效果进行保证。据于此，学校和企业必须的

要建立有机的合作关系。因为职业教育的受益者就是企

业自身，所以企业要格外重视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保

障职业教育的顺利展开，具体的操作可以对企业师傅进

行政策优惠和经济报酬，保证更多的企业优秀人才参与

到职业教育事业当中。

4 结束语
在我国建立现代学徒制“双导师”选拔和培育机

制的构建，需要学校与企业对师资队伍进行科学的配置，

制定有效的选拔和培育机制，打造出更好的现代学徒制

“双导师”教学师资队伍，满足对高职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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