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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合作汽车机电工“双元制”教学模式应用探讨 
张静  韩雪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721000） 

摘要：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国秉承培养优质国际化职业人才的目标，和世界其他国家达成了深度合作办学的关系。其中就

包括与德国基金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在国内的几所职业院校中开始推行双元制教学模式。将该教学模式应用于我国汽车机电工专业

的教学工作，可以显著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但毕竟是从外引入的教学模式，在应用阶段也存在适应性的问题，也因此当前相关教

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文中就对双元制教学模式的应用能够带给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益处进行了探讨，并从强化校企合作模式，加

强职业院校学生管理，进一步完善教学考核体系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强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成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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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dual system" teaching mode of Chinese and German automobile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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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integration，China adheres to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talents，and has reached a deep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in running school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mong them，it reached the cooperation intention with the German Fund and started the dual teaching 

mode in several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Applied this teaching mode to the teaching work of automobil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Chin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But after all，the teaching 

mode is introduc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which also has the adaptability problem in the application stage，so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relevant teaching. In this paper，it discusses the benefi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ual system teaching mode can bring 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and puts forward the opinions 

of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students，

and furthe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ssess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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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双元制”是来自于德国的一种教育培训体系，指的是学生在

实际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既在学校中学习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

以及相关的职业技能，也同时企业中接受职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简单来讲，就是职业院校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培养职业人才，

这与教育界一直推崇的以工代学理念是有着想通之处的，但双元制

教学显然更强调企业在整个教育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双元制这

种人才培养模式下，企业与职业院校紧密结合共同去培养学生成长

为更优秀的人才，而学生能够更好地将其所学理论知识与职业生涯

中的各种实践操作结合起来，从而对各项技能应用得更灵活熟练，

这无论是对学生的校内学习还是对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都是极为有

利的。 

一、双元制教学模式的优势 
（一）为学生提供更广阔实践平台 

职业院校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应该具备适应企业岗位工作的能

力，要有较强的行动力以及实践能力。而应用双元制教学模式，可

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机会，促使学生可以在真实的工作环境熟

悉汽车机电的岗位要求，同时了解到未来工作的性质。尤其是在真

实的工作环境中，学生可以学习到企业中的文化，体验更加严格的

企业管理制度。除此之外，对于学生来讲，去企业中实习还能够帮

助其接受更新的汽车维修理念，能够进一步加深其对本专业理论知

识的理解和认知[1]。而高职院校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双方之间的

关系会变得更紧密，企业对于学校的各种人才培养计划会更支持，

这对于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来讲也是有着极为积极作用的。至于

企业可以在帮助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向着自己更需要的人才

发展方向成长，而合作企业也可以先于其他企业去考察学生，获得

自己中意的人才。 

（二）有助于学生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在高职汽车机电相关专业的教学中应用双元制教学法可以更好

地去引导学生的学习。传统高职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教师一

直是主导整个教学的，学生也是一直被动地听取教师的讲解，模仿

教师的操作，虽然身体上会了，但内心可能并不理解其原理，这对

于学生相关技术的进一步成长以及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是极为不利

的。而双元制教学模式下，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一个项目完成团队，

通过既定任务的完成过程逐渐引导学生获得汽车维修相关知识与技

能，主要扮演的是学生教学的引导者以及与学生一样一起克服困难

的同伴[2]。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会带着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去主动查阅

相关资料，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这对于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

提升是有着极大益处的，也更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三）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考察学生学业水准时基本采用的都是

笔试的手段，会根据学生在一学期内所学的内容来为学生设计一张

试卷，基本包括了填空题，判断题，问答题，论述题，计算题等不

同的习题类型。但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对于学生的考察方式考察的

并不是学生的专业能力，而是学生记忆背诵的能力，虽然客观来讲，

并不是完全无法反映学生的专业能力，但在表现学生专业水准方面

的确不尽如人意。但双元制教学模式应用下的高职汽车维修机电相

关专业的考核则会更全面，其中包含了理论考试部分，实践操作考

核部分以及专业会谈等不同考核模式[3]。教师会根据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所经历的某项任务去进行单独的测试设计，考题往往是图文并茂

的，且类型也极为新颖，主要考察的也是学生的基本能力以及专业

技能，学生对于一些基本知识，安全操作技巧的掌握情况等。无论

是在考察方式还是考察角度上来讲，后者都要更全面一些，更能真

实反映学生的综合技能与素养，这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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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四）双元制助力教与学双赢 

在应用双元制教学模式的过程中，除了对于学生会有极大的帮

助作用之外，对于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要提前考察

实训项目，制定符合学生群体实际情况，且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计

划。尤其是双元制教学模式下，教师的教学与其考核内容必须是要

实时更新的，要能够紧跟汽车维修技术领域的发展，因此教师必须

要借助于各种不同的途径去学习了解与汽车发展相关的新的技术，

新的工艺，新的设备等。这就意味着，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是

在不断学习进步的，这一对于教师自身业务水准的进一步提升是有

着极大帮助作用的。 

（五）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汽车机电工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的过程

中，除了在课堂上跟随教师的指导去理解记忆应用之外，还需要在

课下不断进行练习巩固，才能够帮助自身更牢固地掌握相关知识。

因此无论是在双元制教学模式应用之前还是在双元制教学模式应用

之后，高职学生在课下都是有作业要完成的。区别只在于传统教学

模式中，教师布置给学生的作业都是以客观类题目为主，缺少对学

生主观概念的考察[4]。但双元制教学模式下，学生的作业形式则要灵

活得多。实践阶段，教师可以围绕实训项目为背景，要求学生独立

解决项目中汽车机电模块出现的故障。学生可以检索项目相关的信

息资料，针对工作任务制定工作计划，进行工作成果展示或者参与

手工制作等。这些形式上更加多样化的课后作业可以进一步帮助调

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高职学生在汽车维修机电方面的长久学习

动力。 

（六）帮助学生实习与工作自然过渡 

双元制教学模式下，高职汽车机电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本是

学校中的理论知识讲授占据一半的课程教学时间，校外企业中的实

习占据另一半课程教学时间。学生在长时间的企业实习过程中，了

解了社会一般企业的运转环境，不断接受来自于企业文化的熏陶，

对于自身日后的工作岗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其性质更加明确，

在不断的练习中掌握最基本的专业操作技能，学生的社会经验也因

此获得成长。除此之外，学生在企业中学习时与企业以及自己的带

训师傅也建立起了更加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对学生社会交际能力的

提升也是有一定帮助作用的。最重要的是，学生在企业实习工作的

过程中获得成长，慢慢取得一些成就，其对于工作会变得越来越自

信，这对于学生毕业后过渡到真正的工作是有着极大重要的作用的。 

二、双元制教学模式在高职汽车机电相关专业中的应用强化 
（一）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模式 

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需要逐渐改变其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

在双元制教学模式下，高职院校需要依据企业去办学，不断强化与

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为更优秀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当

前我国各省份的教育发展水准有所差别，再加上不同地区经济体系

建设的影响，社会企业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很多

企业并不愿意与高职院校开展合作关系，对于人才培养的参与热情

也比较低。而即使有的企业因为一些原因与高职院校建立了合作关

系，在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的过程中也基本并不会真正将学生当做

是企业中的员工那样去培养，更多只是将其当做是来“参观”的，

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后续高职院校提升教育水

准的过程中还需要持续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要不断探索对双方

更有利的合作模式，要帮助社会企业看到校企合作育人能够为企业

发展带去的益处，从而提升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真正落实所制

定的育人计划，成为高职教育中名副其实的参与者。 

（二）要进一步加强学生管理工作 

双元制教学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需要

获得来自于学校以及企业的双重教育，尤其是校内教育与校外企业

实训之间的联系是极为紧密的。从过往的一些学生在企业中的实习

经历来看，因为企业能够提供的给学生的岗位数量是极为有限的，

因此在实际实习过程中学生往往是零散分布在不同的企业中，而这

些企业所在位置可能也会相差较远。这意味着高职院校对学生的管

理难度大大增加了[5]。 

企业与高职院校都将是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学生在学校中学习

理论知识，在企业中实践操练，最终通过实践与理论的融合吸收获

得更强的专业技能以及更熟练的技能应用能力。这无论是对学生，

还是对高职院校，对企业都是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的。故而，为了

更好地教育培养学生，高职院校在落实双元制教学机智的过程中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一方面，学生在进入企业实习

的过程中，校方一定要安排专业的带队老师以及相关的专业教师一

起陪同进入企业，方便学生的日常管理，也进一步督促引导学生。

另一方面，这些教师进入到企业之后对于自身的实践经验以及见闻

也都会是一种提升，可以及时了解到行业新出的设备、工艺、技术

等等，这些都可以补充到其日常的理论教学中去，这对于后期提升

自身的教学水准，帮助学生更高效学习也是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三）要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 

双元制教学模式下，学生其在校内的考核与其在校外实训的考

核应该是分立开来的。学校可以牵头，由行业中的相关协会，企业

中的管理者，高级技工，学校中的教师等共同组成学生考核组织。

甚至于可以与兄弟学校交换教师用于监督学生的考核，从而更充分

地体现出考核的公平性。传统教学模式中，对于学生的考核项目安

排是比较少的，且往往是学生的专业课教师独自裁定学生的考核是

否合格，这里面带有较强的主观意识，再者对于学生的考察也不够

全面，甚至于因为考试设备，考核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某些时候考

核安排不够科学有效，纪律比较差，这对于考核结果的准确性是有

着极为不利影响的。因此高职院校在落实双元制的过程中除了要深

化校企合作，强化对学生的管理之外，还需要不断完善相应的考核

机制。高职院校要进一步细化汽车机电相关专业的考核内容，要安

排更加多元化的考核项目，尤其是要邀请不同的考核方加入到考核

队伍中去，甚至可以邀请部分学生也成为考核团的一员，确保学生

考核的公正性。除此之外，还需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去提前进行

考核计划制定，联系所需要的场地与设备，确保在实际考核过程中

不存在徇私舞弊的现象，整个考核能够顺利完成。只有不断完善考

核机制，才能够对学生的进步以及学习成果有最精准的评价，为后

续的教学提供最真实，最有价值的参考。 

结束语 
双元制教学模式是从德国传入的一种针对于职业教育的高效教

学模式，强调在实际教学中学生需要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与传统教学模式存在差异的是，双元制教学模式下，学生的教师不

仅仅有学校中的专业课教师，还有企业中的带教师傅。因此，实际

高职汽车机电相关专业的教学在开展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双元制教学

模式的应用，要积极开展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寻求最为科学，对双

方都有利的合作模式，并不断强化对学生的管理，完善相应的考核

机制，为学生搭建更广阔学习平台的同时也不断督促学生能够好好

利用这些资源，最终培养出更优秀的汽车机电相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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