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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模式下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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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学徒制是我国政府为了有效面对产业的升级需求、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而推出的新型职业教育模

式。这种模式的应用是人才竞争的过程中所必要的。在高职教学的过程中使用现代学徒制，不仅能够满足社会以及

经济的发展需求，而且对提高就业率、减少社会负担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本文将简单分析现代学徒制背景下高职

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方法，希望能够为高职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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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apprenticeship is a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face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further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l is necessary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competition. Using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the proc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ing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employment rate and reducing social burden. This paper will briefly analyze the methods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higher 

vocational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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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在高职院校的教学中，现代学徒制作为社会

人才培训的核心，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因此，重视

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意义，在传统学徒制教学的基础上，

融合现代社会的创新力量以及优秀资源，促进企业与学

校的联系，为学生进行现代学徒制的培训创造机会。并

就当下现代学徒制培训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制定专项

的解决方案，实现教师科学进行现代学徒制的培训，学

生在现代学徒制的促进下，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成为现代创新实用的人才。

一、现代学徒制的概述

1.现代学徒制的内涵

现代学徒制是一种在职业技能教学的方式，不仅是

给教师提供了示范性的培训，还是通过实践，对传统教学

方式重新进行定义的渠道。同时，在促进现代学徒制良性

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高职院校与想爱你刮刮企业合作的有

效性，不仅需要根据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确定现代学徒

制的教育方向。还要从学生本身以及培训者本身出发，使

各方受到的影响，满足现代学徒制的教育目标。最终促进

现代学徒制纳入国家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旨在开发职业教

育体系的资源，造就企业所需的优质人才[1]。

2.现代学徒制的发展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学徒制存在的缺点已然暴

露，因此，在现代学徒制实施的过程中，要重点避免相

同问题的出现，使学生受到的职业培训具备良好的效果。

并且，高职院校要重视现代学徒制的培训模式，是建立

在传统学徒制基础上，不断经过演变得来的。因此，高

职院校不仅要将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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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借助各方的力量，帮助学校创建与企业深度合作的

机会，使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能够联合培养学校和企业的

师资，努力培养现代人才。在经济改革、产业结构现代

化转型的基础上，社会发展到了关键时期，为我国发展

现代学徒制创造了良好机遇。

3.现代学徒制的特点

（1）整合性

对于现代学徒制的整合性，一方面是在高职院校中，

学校的资源得到了集中性的利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学

校与社会、以及其他有关方的紧密联系，革新现代学徒

制的实践形式，通过确立“学会服务”和“在服务中学

习”两个目标，在“为了更好地学生”和“为了更好地

公民”的同时，对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此外，服务学

习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强调社区、机构和学校等教育资源

对学习者发展的参与上[2]。

（2）灵活与开放性

不同的学习形式和开放的学习空间，是现代学徒制

的一大特点，现代学徒制模式是高度灵活和开放的。除

了培训的时间外，还可以确定目标群体，其中可以包括

不同部门、学科、不同背景和不同性别的学生代表。此

外，从学校到社区的学习打开了学习环境的限制，改变

了以往对高职院校的看法，将学生与社区联系起来，促

进了社会化的建设。

（3）反思性

反思性强调对服务经验的反思以及与课程的比较，

其形式是学生在服务学习的各个阶段对其服务经历进行

反思。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获得新的知识，提高他

们的素质和能力。反思是现代学徒制的一个持续部分，

没有反思，现代学徒制将失去其意义[3]。

二、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现状

与传统的学徒制度相比，现代学徒发源主要在国外，

经过几年的研究，西方部分现代学徒制具备一定的经验。

而我国，则是根据国情，以及奇特国家的经验，确定了

进行校企一体化改革，交替工程教育为手段的专业理论

知识、工业培训模式、企业岗位工作技能的校企结合学

徒制模式。根据国家的总体要求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有效

实施，我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发展现状如下：

1.学徒具有双重身份

在现代学徒制度中，受训学生不仅是在校大学生，

还是他们所工作的培训公司的员工。学校和公司只有通

过培训过程的结合才能将学生的双重身份有机地、无缝

地联系起来。同时，一些教育机构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

通过在现代学徒制框架内设立“招生招工一体化”的现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将学生的双重身份又推出了一步[4]。

2.学校与企业双主体育人

在传统的培训模式中，学校是人才的供应方，企业

是需求方；学校只提供培训，企业雇用在学校培训的学

徒。现代学徒制则将供需双方结合起来，由企业主导人

才培养，联合学校进行人才培养，并涵盖广泛的技能、

商业标准、工作道德和学徒培训的其他方面。

3.教学管理机制不断创新

在教育过程中，学校应重新设计教学和管理机制，

考虑使用合理分工、灵活学习、课程轮换和学分制等原

则和教学辅助工具，以满足当今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

学校和企业应共同制定学习管理办法，解决学校和企业

的双重定位问题，以及其他的配套措施。

三、高职现代学徒制教学改革的问题

1.缺乏完善的法律及政策制度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学徒制需

要国家相关法规的保护，需要政府的政治和制度支持。

首先，政府层面缺乏解决学徒在企业工作条件的支持性

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及其家长参与改革的

积极性；其次，在职培训没有得到行业的发展，试点高

职院校和合作企业提供的培训和指导过于零散，无法保

证学徒制的质量；再次，学徒制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有一个长期发展实践。第三，我国还没有起草关于

学徒制的国家法律，因此缺少重要的立法保证[5]。由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企业部门不得招收16岁

以下的青少年，现代大学学徒制中“学徒”的法律地位

并不规范，雇用16岁以下的学生被认为是一种非法雇佣

关系。缺乏关于现代学徒制的立法、法规和政策，是企

业、职业学院对学生试点现代学徒制的主要障碍。

2.校企沟通机制待完善

（1）缺乏专门的监管部门。（2）负责学徒计划的

部门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具体的任务和目标。

（3）大部分机构和企业的负责人是学校负责人或企业负

责人，教育机构负责人的职责分工不明确，没有专人负

责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接洽。（4）没有可靠的校企合

作沟通和管理机制。（5）教师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只有一

个沟通渠道，沟通和合作不够紧密，这也是现代学徒制

度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3.学生对现代学徒制的理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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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加强了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为学徒

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一些学生不愿意参加现代学徒

制，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些单位工作是学校和公司联合要

求员工提供免费服务的地方。学生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生对现代学徒制不恰当的或片面的、限制性

的态度，不仅对学生本身和他们的身心健康有非常消极

的影响，而且对教育资源的使用、现代学徒制业务发展

也有消极影响[6]。

四、创新现代学徒制实施措施

在相关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些高等职业学校实施

现代学徒制培训的综合管理机制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学

校与企业的建立现代学徒制协议，学生与教师的基本沟

通得到保证，企业与学校的合作协议得到承认，学生的

实践证明、学校促进企业的人才选拔和现代学徒制管理，

都得到相应的确定，都为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提供了便利。

1.建立紧密师徒关系

在很多高职院校中，现代学徒制的实践得到了良好

的发展机会，很多学生在师傅的带领下，不仅通过实践

对理论知识进行了系统的理解，还避免个人在探究的过

程中，偏离人才培养的路线。基于此，在学校与政府有

关部门建立了科学的沟通与合作平台之后，学生与教师

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所涉及到的实践项目也不断革新，

为学生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实现了当下时代对创新实用

的人才培养的目的。

2.创建学生工作坊，吸引企业参与度

提高了学生在实际职业培训中的主动性，学生们首

先提交项目提案，一旦这些提案被批准，学校将为他们

提供优秀教师和商业专家的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复杂的

问题。学校提供免费的网络、电力、水和设施，并为学

生工作室提供所有的政策支持，以降低费用为主，为学

生解决实际的运营问题。在企业和学术界的共同支持下，

将企业与教育联系起来，现代学徒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3.成立创客班，实现“创—教—企—产”完美融合

发展创新和创业的概念及相关政策，促进特定基金

的支持，为现代学徒制和学生创业途径创造空间，是现

代学徒制系统成功实施的重要保证。创客学院的指导小

组由各专业的精英专家组成，不定期地组织各种创新和

创业比赛及典型讲座。结合创新和创业科目以及必修科

目，使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创新思维得到发展，实现对学

生创业和就业的全面教学，促进创新和创业的课程，作

为学生技能发展的跨学科培训基础。

4.教师专业素质培训与引进，解决“双师型”素质

教育

现目前，学徒制的重点是导师指导，但有两个问题：

导师的数量和质量与需求不匹配。首先，需要建立一个

完善的系统，在企业中培养优秀的导师，职业学校需要

定期为学徒招募新的优质技术人员，以确保为企业提供

稳定的优秀员工。第二，建立优化企业的指导活动机制。

要制定企业导师的职业标准、评价规则和奖惩制度，明

确导师的职业角色和责任，使导师真正成为优秀的、负

责任的、有事业心的、有高素质的导师。第三，需要联

合外部人才。培训学校可以从企业招聘兼职技术现代学

徒制支持人员，以及具有较高技术和教学技能的合格人

员，作为兼职培训师与他们紧密合作，并将他们完全纳

入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并保证可以提高他们自己的理

论水平，增强提供职业培训的能力[7]。

5.设立专项经费

除了前期的研究和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外，推行现代

学徒制的障碍之一是项目的资源问题。因为当下社会对

现代学徒制项目进行试点测试，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分配

给高职院校机构用于教学、研究、基础设施和其他目的

的资源成本。因此，第一步是通过试点项目增加对现代

学徒制的公共资助，并对高职院校主导的现代学徒制进

行单独资助。同时，在企业、学校和政府的紧密联系下，

应该为学校和企业的人才管理合作提供单独的财政支持，

并设立一系列的培训项目。并通过专门的项目资源管理，

促进教师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从而培训学生，并为他

们的培训提供资源支持。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受到多方因

素的影响。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基础上，高职院校的现代

学徒制培训计划，不仅需要重视实践人才的培养，还要

结合社会的发展需求，为学生的发展方向作明确的指导，

使现代学徒制切实有效的成为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推力。

同时，在实施现代学徒制的过程中，不仅要区分传统学

徒制在现代学徒制教育中的限制因素，还要通过实践分

析，结合企业和政府的力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训，促进学生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创新

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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