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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双元制”在高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应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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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以校企协同、工学结合为核心，为我国高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提

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本文通过分析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核心特点，探讨我国高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校企合作中存

在的问题，再结合中国职业教育现状，提出了“双元制”教育模式在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本土化实施策略，并指出未来

研究方向，以期为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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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冀科专函〔2025〕3号）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是德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

模式，为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培养了大量高水平应用型技术

人才。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对新

能源汽车技术专业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传

统高职教育模式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企业参与度不足等

问题，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以职业学校和企业

的双主体培养为核心，学习内容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实现

了理论与实践的无缝衔接。

1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认识

1.1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

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典范，德国“双元制”模式实现了

职业学校理论教学与企业实践训练的深度整合。该模式旨

在系统培养兼具深厚理论素养与精湛实操能力的高素质应

用型技术人才。19世纪工业革命催生了市场对大批量、规

范化技术工人的迫切需求，这成为推动德国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当代德国的“双元制”已深度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其为德国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输送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人力

资源支撑。同时，该模式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各国探索与

优化本土职业教育路径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式和深刻

启示。

1.2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核心特点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核心特点是校企深度合作，

教学模式以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培养为核心。

专业设置的动态响应机制。院校依托科学化的需求分析

机制，系统开展市场调研，重点聚焦新兴行业的发展态势

与人才缺口岗位的精准识别，以此确保专业布局高度契合

产业发展的即时需求。

教学范式的实践化转型。课程教学彻底扬弃了传统以理

论知识单向灌输为主的模式，转而将学科内容深度嵌入真

实的工作情境与业务流程之中。

校企协同的早期介入机制。“双元制”框架下的校企联

动始于学生入学之前。学生在正式注册前即与协作企业签

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培训合同，这不仅奠定了校企深度协作

的契约基础，更促使学生在学业伊始便能锚定职业发展路

径并初步形成职业认同感。

工学交替的培养路径。入学后，学生的学习进程被结构

化地设计为理论研习与实践训练周期性轮替的模式。院校

依据合作企业的实际技术需求及行业前沿动态调整理论课

程体系。企业导师（师傅）不仅传授实际操作技艺，更将

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创新性解决方案以及行业最

新技术动态实时导入教学，有效打通了理论认知与实践能

力相互促进的闭环。

2　我国高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校企合作现存问题

2.1　校企合作深度不够

受我国高职院校自身的演进历程、师资队伍结构层次以

及实训设施配置水平等多维发展的约束，共同削弱了高职

教育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能力，使其难以跻身高水平发展

序列。这种内生性不足在与企业合作中具体表现为：在支

撑企业技术迭代升级方面贡献有限，以及在人才供给与企

业岗位需求精准对接方面存在显著差距。此种状态不仅降

低了校企合作项目的整体效能，更抑制了企业持续参与的

动能，进而对校企深度合作的顺畅运行构成结构性障碍。

2.2　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伴随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其专业布局与课程

体系构建中的非理性现象日益凸显。部分高职院校在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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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市场需求预测能力及对自身资源禀赋客观审视的前

提下，竞相追逐开设所谓“热门”专业。这种决策行为直

接导致了专业供给结构与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图谱之间的系

统性错配，致使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频繁遭遇所学专业领域

趋于饱和的结构性困境，显著抬升了其就业壁垒。

聚焦课程体系，培养学生核心实践能力与职业适应性的

课程模块仍存在显著缺失。这一短板直接造成毕业生实践

能力的结构性不足，难以有效应对产业迭代升级对岗位技

能提出的动态要求，在职业适应性层面面临严峻挑战。此

种状况不仅严重偏离了高职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

位，更实质性地削弱了其服务并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能力。

2.3　师资力量薄弱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对高

职院校师资发展提出了系统化、高标准的建设要求。近年

来师资队伍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总量缺口显著、专业能力有

待提升、队伍构成失衡以及评价导向模糊等方面。尤为关

键的是，急剧扩大的学生规模与相对滞后的师资补充之间

形成尖锐矛盾。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许多院校的师资培养对产业实践

技能的养成投入不足。这种导向偏差直接导致教师难以胜

任对学生专业实践过程的有效指导。与此同时，高职生源

结构持续分化，学生对实践性学习体验的需求日趋多元化

和高阶化。现有师资在实践教学能力上的短板，使其难以

充分回应学生的深度实践诉求，最终削弱了教学实效与就

业竞争力，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前沿需求的耦合度不足。

3　“双元制”在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本土化实施策略

3.1　企业深度参与实践教学

可引入德国“双元制”教育体系中“先签约、后入学”

的核心做法，将新能源汽车技术相关企业深度嵌入招生环

节。具体而言，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应联合合作企业，基

于市场供需状况协同设定招生专业及规模。在育人环节，

紧密对接企业真实生产流程，创新性地设计“认知-实践-

内化”循环递进的学习模式。通过理论习得与实践应用的

周期性轮换，促使学生迅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操作技能，

显著增强其岗位实践能力与综合职业素养，最终实现新能

源汽车技术专业毕业即能无缝对接岗位要求。

再者，需建立科学、公平的成本分担与权责界定体系，

明晰校企双方在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投入边

界与职责。例如，院校方应重点提升理论教学资源配置水

平，包括持续优化教学硬件设施；企业方则需承担实践技

能培养环节的主要投入，涵盖实习基地的提供、实操教具

的定期更新及维护保养等。通过这种权责对等、资源协同

的机制设计，为校企合作的稳定运行与纵深发展构筑长效

保障。

3.2　校企协同课程开发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规划与课程构建，必须紧密契合

市场实际需求。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在确立专业方向时，

应开展系统而深入的市场需求分析，全面考察产业演进态

势、人才需求结构特征以及新兴领域的发展动态。在课程

体系设计层面，需以真实的职业工作情境为轴心，对现有

课程框架实施革新，显著提升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权重。课

程内容需精准服务于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确保学生习得

的知识与技能能够无缝对接并迅速应用于具体工作岗位。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应强化与产业界的深度互动，将就

业市场的实时动态高效传导至教学环节，据此动态调整教

学内容与策略。深化校企协同合作至关重要，通过联合搭

建招聘平台、组织实地生产见习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拓展

实习实践和就业通道，从而实质性地提升新能源汽车技术

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满意度。

3.3　师资队伍建设

强化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是保障人才培养

质量的核心路径。可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常态化机制，周期

性组织教师参与企业顶岗实践，使其在真实生产场景中深

度理解岗位职责与技术能力要求。同时，吸纳行业一线技

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实现教学力量

多元化配置。

为系统性提升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师教学胜任力，需

构建适配高职教育特征的教师绩效评估模型。该模型应突

破传统侧重理论教学的局限，将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

指导成效及校企协同项目参与度纳入关键评价维度。通过

设计多维评估指标与差异化权重分配，引导教师主动融合

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深度参与产教融合项目，从而全面

提升综合执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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