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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高职院校“双主体、双身份、双导师、五对接”的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研究

王洪兰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武器装备维修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7）

摘要：现代学徒制已经成为了我国高职教育中的一种重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对目前现代学徒制研究现状进行了调研与分析，提

出了高职院校应实施“双主体、双身份、双导师、五对接”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具体从育人机制、招生招工标准、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双导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管理制度、结对帮扶八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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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至今，国家先后出台了系列相关制度文件，针对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进行了阐述与说明。2015 年至 2018 年，教育部

先后启动了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试点高职院校共计 448 所，

湖南 19 所。从 2015 年起，分三批布局了 558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

覆盖 1000 多个专业点，每年 9 万余名学生（学徒）参与。试点按

照牵头单位性质分为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四种类型，通

过持续探索，政策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育训一体教学改革稳步推进，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基本框架基本成型。

2020 年 10 月 15 日，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3037 号

建议的答复（教职成建议〔2020〕157 号）中指出，现代学徒制是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探索的一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试点按照牵头单位性质分为地市级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

四种类型，以职业院校牵头为主开展探索。通过持续探索，政策

保障不断完善（广东、山东等，专门出台促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

地方法规，建立现代学徒制试点政府补贴制度），育训一体教学

改革稳步推进。下一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推动山东、甘肃、

江西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点进一步探索，力争在学徒身份、劳

动关系、经费支持等方面实现政策突破。二是做好第三批国家现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验收工作，总结推广四类牵头主体不同模式的

学徒制试点经验，适时开展示范点（项目）遴选。三是加快推进

分行业的现代学徒制专业标准、课程教学标准等建设，构建中国

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标准体系。2018 年 10 月，湖南省启动了第一

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高职院校有 34 所，2019 年 12 月，湖南

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9 年湖南省现代学徒项目立项名单，高职院校

有 16 所。综上，湖南省共立项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高职院

校）19 个，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50 个。

一、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研究现状

通过网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大部分院校能够按照试点项目

进行相关研究与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是从校企“双主体”

育人机制、招生招工一体化、人才培养制度和课程标准、校企互

聘共用的教师队伍、现代学徒制特点的教学管理制度、教学模式

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通过以“现代学徒制”为关键字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发现，

共有 12960 篇文章关于现代学徒制有关内容，其中学术期刊 9386

条，学位论文 161 条，报纸 139 篇，图书 1 篇，成果 3 篇。2021

年发表相关文章 864 篇，2020 年发表 2037 篇，2019 年发表 2772 篇，

2018 年发表 2536 篇，2017 年 1934 篇，2016 年发表 1435 篇；以“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发现，有 7709 篇文章

与内容相关，2021 年发表相关文章 525 篇，2020 年发表 1276 篇，

2019 年发表 1713 篇，2018 年发表 1530 篇，2017 年发表 1151 篇，

2016 年发表 902 篇。2021 年有基金项目的达 541 条。

通过查阅文献显示，文献主要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

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索，提出了目前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存在的

问题和举措。本文通过多年的现代学徒制实践与研究，不断总结

经验，提出了“双主体、双身份、双导师、五对接”的人才培养

模式。

二、“双主体、双身份、双导师、五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

我院具有高企业气的先天优势，自 2013 年起，就先后与企业

开展订单班人才培养，2015 年开始积极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为学院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在学院的人才培

养模式和标准、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应用电子技术和电

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双主体、双

身份、双导师、五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双主体”即学校、

企业两个主体共同参与。“双身份”即学生即具有学生身份又具

有准员工身份。“双导师”即学校聘请专任教师指导、企业指派

专业师傅指导。“五对接”即专业人才培养对接企业职业岗位需求、

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学历证书对接

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通过五对接，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进行人才培养，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

了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

三、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

“双主体、双身份、双导师、五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

利用双方共有资源，从学生角度出发，实施教学流程，提高了学

生的综合水平。具体是从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招生招工标准、

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双导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培养模式、管理制度、结对帮扶等八个方面进行研究，校企共同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确保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顺

利实施。

（一）建立了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

校企双方共同成立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了

包括学院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就业处、企业人力资源部、生产

管理部、技术研发部等试点项目工作小组，明确了人员，分工职责，

负责对联合招生培养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参与到不同的招生环节，

共同协商制定的现代学徒制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

义务。制定了联合招生招工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积极开展落实

招生招工宣传工作，确保了招生招工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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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了招生招工一体化建设

学院与合作企业达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合作意向以来，经

过校企充分协商，成立校企联合招生招工工作小组，共同制定招

生招工工作方案，在 2018 级、2019 级和 2020 级应用电子技术专

业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先由学生报名，然后企业专家进行宣讲、

面试，确定学员培养方案和适应企业的岗位，达成意向，组建现

代学徒制试点班。学院、企业与学生共同签署《现代学徒制班人

才培养三方协议》，明确了各方责权利，共同促进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完善了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校企共同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共同制定符合企业人才需求的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目标对接企业岗位需求，课

程标准对接企业职业标准，制定了适应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电气

设备装备工和线路板焊接和调试工等岗位的相关课程标准。校企

共同开发并制定《单片机技术》和《PLC 应用技术》等 7 门以上

的课程标准；按照校企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定实训条

件建设标准，并按要求进行建设。

（四）打造了“双导师”教师队伍

校企共同打造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立了校企师资队伍的建

设规划和激励制度。建立了企业兼师库 15 人。学院利用暑期期间

派遣 6 名教师到合作企业实习实训，企业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到学

院参加电子 CAD、机械制图等内容的进修学习，校企双方共同培

养了适应现代学徒制班的学员。开展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师

德创新工作室”建设，实行了校企“双导师”制，互兼互聘教师，

企业导师要求有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验，能够承担企业实践

岗位的教学，校内导师有 5 年以上教学经验，承担专业课程的教学。

为试点班学生制订了 3 年个人发展规划，将企业文化融入专业建

设发展规划，构建全新的校企育人环境。

（五）完善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校企共同制定了应用电子技术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企业专

家从人才培养方案的论证、组织、实施、评价参与了全过程，校

企共同充实和完善了相应教学资源库。学校、企业、在岗学徒、

企业员工多次参与讨论，从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课

程结构、课程体系、课程进度、教学资源、教学方法、评价体系

等方面，共同根据企业岗位需求，修订完善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体系，根据相关岗位需求，校企共同完善了《模拟电子产品分

析与制作》《数字电子产品分析与制作》《单片机技术》等 7 门

课程的教学资源，并上传到了智慧职教平台，供校内外学生、企

业员工等自学。校企共同开展了小型家居设备安装与维修、校企

党建共建、工业设计大赛等各级各类活动。

（六）建立了弹性学习的培养模式

根据学习和考核的灵活性及原则性兼顾的方式，制定了弹性

学习的培养模式。学徒每学期在校内进行理论学习，利用顶岗实

习期间、周末业余时间和暑假、寒假在企业进行实习实训。通过

线上培训学习，创新了学习形式，实现了弹性学习培养模式，学

校安排专职辅导员进行管理，企业安排师傅进行监督实施，确保

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有效性，也增强了校企之间的合作联系。

（七）建立了具有现代学徒制特色的管理制度

校企共同建立完善了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招生

招工、学徒（员）管理、评价方法等系列管理制度，建立了《现

代学徒制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班级管理办法》

《现代学徒制班实习管理规定》《现代学徒制试点教师 / 师傅聘

用标准》等系列管理制度，确保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的正常开

展与运行。

（八）完善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学员的帮扶工作

学院与合作企业针对现代学徒制班组成了结对帮扶小组，通

过结对帮扶活动的开展，更加深入了解所帮扶学生在学习和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做到不仅要在物质上帮扶困难学生，更要在精神

上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对生活、学习的信心和勇气，顺利完成学业。

2018 级的一名学生因家庭困难，通过校企合作帮扶，学习期间，

获得了企业的奖助学金，减轻了学习压力，现就职于企业。

四、取得的成效及下一步计划

经过多年的建设，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不断总结经

验，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基本形成了现代学

徒制管理制度和运行体系，构建了“双主体、双身份、双导师、

五对接”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了与企业岗位相适应的课程教学资源，

组建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双导师教师队伍。16 级、17 级、18 级和

19 级学生已经成为了企业的准员工，逐渐适应了工作岗位，并取

得了一定的业绩，受到了合作企业的好评。下一步，校企将共同

完善《现代学徒制试弹性学分制》系列管理制度，进一步共同建

设和完善现有教学资源，增加新的案例库，将企业文化、工匠精

神等融入到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校企共同开发出活页式、工作

手册式教材，进一步加强“双导师”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培养，继

续共同完成学生的结对帮扶工作，将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落地落

实，力争取得更多的成果。

五、结语

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

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更要立足高职教育本位，

不断探索实践创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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