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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主体”育人的高职现代学徒制实施路径研究 

陆慧玲  刘瑾瑾  张生果 

（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东莞  523960） 

摘要：本文以国内外研究学徒制文献为依据，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为依托，对高职“双主体”育人的现代学徒制实施路
径进行研究，总结形成了适合烹饪专业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系统构建了校企协同创新模式、强化了良性流动“双导师”教
师团队构建模式，加强学生考核创新评价方式，提高了培养质量，打开“校企生”三赢之局，为高职现代学徒制实施路径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 

关键词：“双主体”育人  现代学徒制  多重评价体系 
 
现代学徒制是通过学校和相关企业进行密切合作，以学校

老师和企业师傅作为双导师，加强对学生（学徒）以技术能力
锻炼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是校企为主体融合一体
化育人的实现形式[1]。本文以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
华商职业学院的烹饪专业为例对基于“双主体”育人的现代学
徒制实施路径进行探索与研究。 

一、基本情况 
从 2018 年开始，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华商职

业学院就与珠三角区域的多家品牌的五星级酒店（万豪、珠海
长隆及喜来登等）开展了现代学徒制实施路径的探索，成功开
展了两届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具体的做法是校企双方导
师联合组成面试考核小组，由在校大二和大三的烹饪系学生自
主报名通过专业兴趣测试和综合素质面试相结合，选出 60 名同
学进行了广酒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和华商现代学徒制试点班。 

经过校企双方的严格筛选，并共同制定了 15 个关键技术岗
位作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实践岗位，聘请 15 名技术骨干作为
岗位师傅，作为企业导师，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学生实习
岗位的考核。企业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岗前培训和岗位实操两部
分。岗位实操培养采取“师傅定岗，学生轮岗”原则，保证了
学徒对烹饪专业不同环节知识的全面掌握。 

二、制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合作企业和培养目标的不同，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既各具特色，又有共性。校内各专业现代学徒制领导小组与
合作企业的人力资源、技术、生产管理部门共同进行专业研论
证，校企双方按照“双主体育人”模式合作制定学徒制人才培
养方案。以东莞市厚街喜来登大酒店的中西式厨房的多个工位
生产场景，实施企业师傅和校内教师共同实施的“双导师”制。
烹饪专业人才培养及学徒生产实践课程流程图如图 1 

 
图 1 烹饪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流程图 

 
图 2 学徒生产实践课程流程图 
三、落实学生/学徒“双重身份” 
现代学徒制是一种招生招工一体、校企深度合作的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其身份的保证主要通过学校与企业签订的校企联
合培养方案条款进行体现。为了达到校企生三方多赢的效果，
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顺利完成，学生的“双重身份”有一个过
渡。一年级学生为“学生和校内学徒”双身份：通过专业理论
课程和校内实践课程，学生不仅掌握了基本烹饪技能，还通过
校内学生自主实训餐厅的各岗位轮岗对校外岗位工作内容有了
深入的了解，对未来职业有了较为稳定的规划；在 2 年级通过
自愿报名参加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开始了“学生和校外学徒”
双身份的学习，更能获得校企生三方一致好评。通过此次试点
班的开展，从校内学徒到校外学徒的过渡，学生、家长和企业
认可度更高，落实也更好。 

四、构建优良的“双导师”教师团队，保持师资队伍的良
性流动模式 

(一)构建优良的“双导师”教师团队 
双导师包括校内专业课教师和合作企业一线“师傅”。学校

教师实践经验较为欠缺，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加强对专业教师师
资队伍的规划并确保实施到位（如落实脱产定岗等），重点是培
养专业教师基于现代学徒制的实践能力，确保在第一学年的“校
内学徒阶段”传授学生在未来岗位上的必备掌握技术技能，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能为“校外学徒制”学生生涯的顺利进行
打下良好基础。相反企业一线“师傅”虽然实践能力强，但教
学技能与教学质量方面却有所欠缺，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去提升。
稳定良好的双导师培养，可通过高职教师与企业师傅结对的方
式协同发展，互相了解彼此的岗位标准、互补岗位技能、互换
岗位信息，共同进行技术攻关、课程开发与制作等。最后，校
企双方可出台相应的配套激励与奖励措施，保证相关实施落实
到位。 

（二）保持师资队伍的良性流动 
构建三维度导师评价系统，对校内外导师进行评价——按

月开展至少一次的导师互听制度，按学期开展一次导师匿名互
评制度；按季度开展学生匿名评价导师制度；建立现代学徒制
校内外监督领导小组，按学期对导师的工作进行考核。根据三
维度考核结果进行排名，每学期考核排名后 10%进行良性流动
即回归到非现代学徒制班教师队伍或企业一线师傅队伍。 

五、构建学生的多方考核评价体系 
在现代学徒制班级开展学生多方考核评价体系——理论考

核、任务训练考核和岗位培养考核三部分组成，具体考核方案、
成绩比重等由“双导师”团队自行设计，并受现代学徒制领导
小组监督，报学院教务处审核、备案。其中，理论考核由学校
导师负责，任务训练考核由双导师共同评价完成，岗位培养考
核由企业导师具体负责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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