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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是现代社会的要求，而创新型人才的质量直接检测职业教育的水平，学校的企业进行密切

合作，更有利于培养创新性人才。可以参考德国的“双元制”，应用校企合作模式，指导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下文对德

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构建符合国内实际情况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体系。

首先，论文阐述人才培养的概念，介绍德国“双元制”教育，重点介绍其特点和优势，并提出德国“双元制”教育

能为国内职业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其次，论文分析了国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最后，论文

在借鉴“双元制”的基础上构建了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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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requirement of modern societ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e quality of innovative talents directly tests
the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enterprises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We can refer to Germany's "dual system" and apply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following i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du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ermany to build a du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standards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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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职业教育的宗旨是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保持同步，形成“标准化+职业教

育”的发展模式，落实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完善职业教

育内涵发展路径，不断探索“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标

准化路径，提出要加强教育标准化工作。2021 年，习近

平总书记之处职业教育的广阔前景，指明职业教育要优

化定位，深化校企合作，培养出更多综合型人才。

一、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

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专业理念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属

于人才培养过程的范畴，包括为培养人才而制定的额课

程模式、教学设计以及人才培养途径等等，重点解决“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培养人才的路径”问题。人才

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师资

保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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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元制”教育概述

2.1“双元制”职业教育

发展职业教育能够有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德国就

是一个成功典范。国内“双元制”职业教育就是借鉴德

国的成功经验，再加上本土的实践，推动了本土职业教

育的发展。制定“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能够让职业教

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更好的发挥主动性。“双元制”模式

整合了学校与企业、理论与实训，具体特征有如下：1.
两个主体：企业、学校。2.两种教学内容：企业培训内

容、职业学校教学内容。3.两种类型的教师：实训教师、

文化课教师。4.学生的双重身份：企业的学徒、学校的

学生。5.两种考试：企业技能考试、学校理论考试。6.
两种证书：全国证书即技能证书、毕业证书。7.两种经

费来源：企业、政府。8.两种管理体制：联邦政府、各

州。

“双元制”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和关

键能力。“双元制”教育采用以职业活动为核心的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双元制”教育开展的行动导向教学，

让学生在实践中构建经验体系。

2.2 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化的意义

新时期全社会普遍关注职业教育，不仅关注职业教

育的外延发展，更重视其内涵发展，尤其是职业院校的

人才培养质量。怎样使人才培养规划、评价更加符合产

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标准的作用非常关键。任何教育

教学改革，都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

将“双元制”进行标准转化，能够改善国内职业教

育无章可循的局面，促进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

三、国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状

国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过低、定位过窄、

缺乏前瞻性。培养出的人才无法适应社会需要，学生缺

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设置中，更加

偏重理论知识教学，实践教学很少，学生学到的知识无

法应用到生活中，并且各个科目的学习相互独立，批次

之前缺乏有机联系。授课内容也存在很多重复的地方，

两门课程中的相似内容较多，但又分设了两门课程。课

程设计与市场环境相关性不强，学生的知识面过窄，无

法适应市场需求。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落后，传统的教

学手段无法帮助学生对课程形成总体认识，更不用说实

践和操作，理论知识在不断更新和进步，但教学手段停

滞不前，形成了强烈反差。很多学生在学校中集中精力

学习理论知识，认为实践能力需要在工作中提升。各校

意识到了实践教学的关键地位，但是由于缺乏经费，没

有落实校外实践基地。从现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来讲，

远远不能满足未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

四、构建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体系

4.1 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构建基础

2020 年 5 月正式发布《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指

南》，学院积极构建对接区域产业链的双元制人才培养

标准体系，从质量、专业和产业三个标准制定《双元制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指南》。

4.2 构建“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课题组深入研究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化，构建了

“双元制”职业标准体系，如下图所示。

图 1：“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表

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通用基础标准体系

标准化导则

符号与标志标准

量和单位标准

术语和缩略语标准

数值与数据标准

测量标准

服务保障标准体系

培训中心建设与管理

师资队伍建设

行政人员管理

安全保卫管理

网络信息化管理

后勤管理

服务提供标准体系

培养模式

专业建设

教学实施与管理

学徒管理

教育科研

服务评价与改进标准

“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制定的过程中，课题

组全面总结双元制在本土时间的成功经验，整合教育专

家资源，聘请国内外专家，构建了双元制职业教育通用

基础标准体系、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服务提供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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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教学工作都纳入该体系中，制定了具有职业学校

教育特色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综合标准化体系。

该双元制职业通用基础标准体系包括了标准化导

则、符号与标志标准、量和单位标准、术语和缩略语标

准、数值与数据标准、测量标准；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包

括了培训中心建设与管理、师资队伍建设、行政人员管

理、安全保卫管理、网络信息化管理、后勤管理。服务

提供标准体系包括了培养模式、专业建设、教学实施与

管理、学徒管理、教育科研、服务评价与改进标准。该

双元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可实施性很强，并且教育

目标、培养目标、教学实施各方面充分协调，相互配合，

能够为培养人才提供有利条件。

4.3 深入调研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的人才需求，适

当增加高新技术专业

梳理重点发展的新材料、海洋工程装备、汽车制造、

核电装备等优势产业，以及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并深入调研现代化工五大传统产

业的新发展需求。在相关产业的专业设置上积极开展调

研和探讨新增设置，比如智能设备维护维修、小型直升

机操作、无人机操作和控制、新型汽车装配和维修等等。

并适当引入新管理模式，让学员进行创新意识和创业精

神的培养，为新行业促进新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4.4 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促进学徒制发展

当今社会，高新技术产业推广时间更短，这跟需要

加强校企合作、学徒制的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从

而融合促进新行业涌现和发展。政府要成立专门的小组，

参与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实践实习管理，给予部分政策和

财政支持，或者作为考核企业相关等级的指标；而学校

教师和实习单位技术骨干组成实习指导小组，共同协调

学生的实习和管理。此外，继续加大学徒制，尤其由企

业培训学校进行培训，由相关管理部门组织学习，由特

定的职业学校组织教学具有一定的优势。

五、结语

构建“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体系能够称

重转化培养人才的成功质量，进而实现人才培养形式标

准化目标，努力探索出符合国家教育改革要求的双元制

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职业学校与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

为国家双元制人才培养工作确定统一标准打下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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