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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汽修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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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甘肃兰州 730050）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的汽车行业也进入了高速通道，为了促进行业的稳定发展，汽车维修从业
者将面临较高的挑战，负责为企业输送技术人才的高职院校也要有所突破，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针对我国汽车企业人才标准与高职汽修专业毕业生之间的差异，众多高职院校在汽修专业应用了“现代师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旨在通过校企联合教学，全面提升高职汽修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本文针对我国汽
修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对高职汽修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给出了几条切实可行的建议，
并阐述了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取得的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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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一些品德高尚、技能精湛的行业前辈为师，弥补自身
技能操作方面的不足，提升个人专业修养，这也是“现
代学徒制”的一种传承，有利于提升高职师资力量。

2  汽修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2.1 传统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实操能力欠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

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随之而来的是汽车
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汽车行业对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
其中汽车售后维修占据了汽车行业的半壁江山，汽修专
业人才的培养一直是汽车行业的重中之重。高职教育承
担着培养汽修专业人才的重任，但在传统的高职教学模
式之下，教师单方面注重对学生传授理论知识，培养了
学生超前的理念和开阔的思维，但因为实训环节的缺失，
导致高职汽修专业毕业生对汽修设备的实际操作不熟练，
动手能力较弱，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不能马上胜任，必
须通过几个月的实习期才能慢慢独当一面，这也是汽修
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 [2]。

2.2 传统师徒模式培养的人才理论知识不足
汽修专业人才培养除了高职教育渠道，还有一种是

传统的师徒模式，也就是师傅带徒弟，这种模式下培养
的人才具备非常强的实践能力，对各种汽修设备极为了
解，也熟知各种汽车故障和维修技能，但是因为师傅在
带徒弟的过程中没有系统的理论教学，所以徒弟在基础
的专业汽修知识和前沿的汽修理念上，认知不足。这种
“传统师徒制”培养出的汽修人才，在面对日益进步的汽
车技术，想要提高自身汽修技能，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
时，会因为理论知识的欠缺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所
以，在汽修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们一贯依赖的传
统师徒模式也存在着局限性，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3 高职汽修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

3.1 校企共同制定选拔标准联合招生
在对高职汽修专业“现代师徒制”学习班进行招生

时，学校要结合企业对汽修岗位的职责要求和综合能力，
来制定选拔标准。通过院校的笔试和面试成绩，企业将

企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也在

不断转变，比如，汽车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让汽修人才
的衡量标准不断提高，高职院校作为汽修专业人才的培
养主阵地，也在思考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现代师
徒制”是在传统高职教学模式和传统师徒模式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种全新尝试，将这种创新模式应用到高职汽修
专业的教学中，能有效促进汽修人才的培养计划，实现
高职汽修专业人才与汽车企业的无缝对接。

1 “现代师徒制”的概述及重要性

1.1 “现代师徒制”的概述
“现代师徒制”相对于“传统师徒制”而言，它是通

过校企合作和双师教学，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培养的一
种全新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已经在国外院校取得显
著的教学成效，现已成为我国高职院校极为认可的一种
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虽然我国高职院校实行“现代学
徒制”教学模式还处于初级摸索阶段，但已经呈现出了
比较喜人的趋势，各种多元化的“现代学徒制”教学类
型都在积极发展。“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有
四大特征，包括学校和企业对学生的联合培养，让理论
知识和实践技能交替结合；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切换，
让学生提前适应工资岗位职责；学习和工作的交替进行，
让高职学生处于一种半工半读的学习状态；在实际岗位
中成长，“现代师徒制”将学生的成才标准提高到了岗位 
能力上 [1]。

1.2 “现代学徒制”的重要性
在我国高职教育的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学校掌

握的知识技能与企业对人才的岗位要求，始终有一定的
差异，导致一方面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持续走低，
另一方面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居高不下，这一矛盾的根本
原因在于高职院校的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没有有效结合。
而“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模式，可以让学校教师负责学
生的理论知识教学，让企业师傅负责学生的实操技能传
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立体教学，加快理论知识和实践
技能的融合，促进高职人才培养的进程。在“现代学徒
制”的教学模式下，高职院校可以鼓励院校年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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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组建“现代师徒制”学习班，为学生安排合适的学

徒岗位、分配一定的工作任务、制定详细的考核方案，

并对学生在学徒期间的实习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

3.2 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联合实施
在对汽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高职院校应

结合企业实际的用人需求来共同制定。在对汽修专业的

课程安排上，可以遵循工学交替的原则，双师联合教学

培养学生理论和技能的双重素养。在高职汽修专业的三

学年时间里，可以安排学生利用第 1学年对汽修专业基
础课程进行系统学习，为今后的实践操作技能培训奠定

扎实的理论基础。在第 2学年可以安排学生在学校和企
业之间交替学习，将第 1学年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
训中，并进行汽车故障诊断、性能检测、汽车拆装等专

业课程的深入学习，对基本的汽修仪器设备有个初步的

熟悉，争取在第 2学年结束后能进行简单的汽车故障诊
断和维修。等到第 3学年，高职院校就可以安排学生进
入合作企业完全实习，签署正式的实习协议，企业将根

据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表现择优录取，双方达成就业意向

后将成为企业的正式职工，完成“现代师徒制”的最终

教学目的 [3]。

3.3 校企共同参与培养过程联合教学
在对汽修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学校不再是唯一的教

学责任方，企业的参与让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变成了联合

一体化教学。在教学课时的安排上，可以采取“4+1”的
教学模式，将学生一周 5天的学习时间分成两部分，4
天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1天在企业进行岗位实习，根
据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推进，可以更改为 1天的学校学
习时间，加上 4天的企业实习时间。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教师也可以利用校内的实训基地对学生的专项技能进行

实训，与学生在企业进行的岗位技能训练相结合，达到

最佳的教学效果。在这种学校与企业交替教学的过程中，

校企可以针对汽修人才培养进行深度交流，及时调整培

养方案，提高“现代师徒制”教学模式的教学质量，为

企业培养实际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3.4 校企共同组建教师队伍联合授课
“现代师徒制”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高职院校与合作企业可以发挥各自的教学优势组建

教师队伍，进行联合授课模式。高职院校的教师有着非

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前沿的教学理念，可以负责学生的

汽修理论知识教学，而合作企业的优秀技术工作者有着

非常丰富的实操经验，和高超的维修技能，由他们负责

学生的实操技能传授，这种联合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

最强师资力量，从书本到岗位，让学生在高职学习期间

全方位接受汽修专业学习 [4]。

4  高职汽修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应用
效果

4.1 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增强了就业竞争力
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大环境下，高职院校毕业生

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在汽修专业的教学中应用
“现代师徒制”的全新模式，学生专业技能相比传统教学
模式有着明显提升，正好弥补了传统高职教育在人才培
养上的不足。“现代师徒制”的教学模式在保证学生理论
知识教学的基础上，增强了对学生实操能力的培养，满
足了企业对高职毕业生具备一定岗位工作经验的要求。
所以，在高职汽修专业应用“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4.2 加强了校企的合作力度，实现了双方互利性
“现代师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整个实施过程中，

都离不开高职院校和企业的紧密合作，从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到参与人才培养的联合教学，以及对联合教学效
果的评估，企业将全方面参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
这对于校企双方来说实现了互惠互利。高职院校可以将合
作企业作为亮点招生，吸引学生进入院校学习，顺利通过
校企联合的考核毕业后将有机会留在企业就职，企业则
可以通过院校扩大影响力，联合院校有针对性地进行专
业定制人才培养，为企业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的支持 [5]。

4.3 节省了校企的资源成本，完成了三方均受益
高职院校汽修专业在对学生进行实操训练时，需要

具备相应的实训基地，购置相应的教学设备，这对高职
院校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预算，汽修企业在进行技术研发
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的投入。高职汽修专业开展“现
代师徒制”教学模式，可以将学生的实操训练放在合作
企业进行，这种现成的校外实训基地补齐了校内的资源
短板，而高职院校具备高学历的教师可以加入企业研发
团队，降低企业的人才成本。学生则是“现代师徒制”
教学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双重教学，在提高自身专业技能的同时，还有机会在
合作企业，通过优秀的实习表现解决就业问题。

5  结语

就我国高职院校汽修专业对“现代师徒制”的实施现状
来看，虽然大部分高职院校对这一人才培养模式还处于摸索
阶段，也面临着较多问题，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
绩，高职汽修专业毕业生的专业技能有着显著提升，“现
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将被应用到更多的高职专业中。

作者简介：张琎翔（1987.12—），男，甘肃兰州人，
讲师，研究方向：汽车运用与维系。

【参考文献】

[1] 舒华，王黔．高职汽修专业“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J].汽车博览，2019（2）：32．
[2] 刘勇．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汽修专业中的研究 [J].汽车与驾驶维修：维修版，2018（7）：137．
[3] 杨湛．现代师徒制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探析 [J].科技创新导报，2020（17）：214-215．
[4] 庞敬礼，彭桂枝，范祖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评价体系研究 [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
报，2019（3）：56-57．

[5] 孟凡荣，张琳琳．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制度的建设与研究 [J].科学咨询，2019（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