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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学徒制是一种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在我国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过程中发现，经相同的培养框架培养出

的人才质量出现偏差，时好时坏，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相互关联的人才培养过程失控。本文主要对我国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质量管理机制进行探索，分析构建质量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并建立符合高职院校的

现代学徒制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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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发展与《中国制造 2025》赋予了“人才”

一词新的含义。新时代人才应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水平、

优质的人文素质、职业操守及创新思维，在掌握专业技术

技能的同时，还应具备卓越的工匠精神、出众的就业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符合经济发展

战略部署对杰出人才的需求，自 2014 年国务院下发“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后，我国高职院校启动了三

批全国现代学徒制试点，先试先行。 

1  我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新方向 

现代学徒制为学校教育与企业岗位培训、企业实训与

学校教育密切联结的一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1]，是产教的

深度融合，是跨界教育制度。其具备工学结合、岗位培养

的基本特质；学徒双重身份、岗位成才[2]。 
国外现代学徒制的研究大多分布于德国、英国、瑞士、

澳大利亚等国家[3]。其中德国是典型的双元制[4]，其注重

企业成本效益的研究，如冉云芳、史伟平对《德国企业参

与学徒制培训的成本收益分析与启示》、制度管控的研究。

澳大利亚为新学徒制模式，更注重就业灵活性的研究。已

从传统的学徒制发展为新学徒制，依托政府培训机构，依

据统一标准框架，雇主和学徒签订合同。英国是“三明治”

模式[5]，前期发布《工匠学徒法》，1993 年，启动现代学

徒制项目，研究终身培育及联合教育准则[6]。此外，还有

瑞士“三元制”模式[7]，美国合作教育模式。 
2014 年以来，我国高职院校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

位采用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0.5+2（0.5+0.5+0.5+0.5）+0.5”工学交替培养模

式，即第 1 学期在校学习，第 2、3、4、5 学期采用学校

企业轮训，第 6 学期在企业在岗学习。 
2. “2+1”工学交替教育方案，即在学校研习为前 4

个学期，后 2 个学期于企业进修。 
3. “1.5+1.5”工学交替教育方案，即在学校研习为

前 3 个学期，后 3 个学期在企业进修。 
4. “3+2”培养模式，即每周 3 天在企业，2 天在学

校。 
根据试点单位的运行结果，以上几种模式，“3+2”培

养模式的效果最佳。学校企业轮换培养模式将成为我国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育模式的发展目标，以提高人才培育质

量。 

2  构建质量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在 3 批次现代学徒制试点过程中，发现同样的培

养框架，人才质量出现偏差，时好是坏，究其原因可能在

于相互关联的人才培养过程失控。因而，构建现代学徒制

培训模式的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对相关人才培养过程进行

有效管理尤为关键。质量管理体系的创建，将为现代学徒

制自试点趋于制度化赋予关键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当前，世界上诸多国家都在执行《悉尼协定》[8]，该

协定旨在领受三年制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教育的认可，全

面投入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以及工程教育国际化是今后走

向的必然趋势。1987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

能够在各行各业实行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的标准。

现代学徒制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借鉴了 ISO9001 的要求，

建立符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有效标准，同时为工程技

术教育认证提供了依据。 
体系是相互作用或关联的一组要素，在现代学徒制实

施时，将相互关联的过程作为一个体系来管理。美国著名

的质量专家戴明博士发明的 PDCA 循环管理可有效应用。

PDCA 循环可使组织保证其过程得到足够的资源和管理，

明确改良的时机并采取措施，考虑机会及风险，全面参与
[9]。 

3  创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质量管理体系 

3.1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的核心 

以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人才培养质量是否

达到企业、社会、学生、家长的满意为目标，致力达到各

方要求并增强满意。倡导持续改进。 
3.2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模式（以食品类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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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过程的管理，并

形成相应的成文信息，以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为例，现代

学徒制的质量管理体系模式如下： 
1.目的及适用范围 
制定学院质量管理体系的总的要求，确保满足需求和

期望，实现人才培养符合性的重要依据。 
本现代学徒制质量标准规定的体系要求覆盖了与食

品学院各个专业及与食品学院人才培养的相关部门。 
2.质量管理体系总要求 
食品学院创立现代学徒制质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

后，予以执行和维系并持续改良。 
（1）明确为保障这些流程有效实行和掌控所需有效

的方针、目标及管理方案； 
（2）保证能够得到关键的资源和讯息，予以支撑这

些流程的执行和监控；通过外部、内部信息的及时获得与

传递，确保合格的人才培养实现； 
（3）对过程实行测定、监控和分析，并采取措施加

以改进，即实现所计划的结果并持续改良；定期测评体系，

必要时还需进行革新；确保其有效、适宜性及充分性。 
3.文件（成文信息）要求 
联接学院的本质情况，制定现代学徒制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并贯彻落实。对文件的要求： 
（1）文件组合适宜于其特有活动，应根据学校的过

程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而考虑是否需要进行编制； 
（2）文件规章应与实际操作相一致；伴随质量管理

体系不断改变及准则、目标的持续变化，质量管理体系文

件需实时更正、定期审核，以保证其有效性、充裕性和恰

当性；文件的订正需执行《文件控制程序》的相关规定。 
4.组织机构和职责、权限、沟通 
设立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其中成员包含

高校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并保持有效沟通。 
5.文件、资料的控制 

（1）为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及适宜性，发布前需由授

权人签署批准； 

（2）办公室每年按期对现有质量体系文件实行全面

审查，如有必要还需对文件进行修正，且文件发布前应重

新审定，并注明修订状态； 
（3）对文件进行合理管理，保证文件清晰、易于识

别、检索方便等，并保证适宜的贮存条件； 

（4）保证质量管理体系规划及执行所需的外部文件

在规章的范围内得到认定、鉴识和发布。 

6.质量记录控制 
确定学徒班办公室主任主管记录控制，要求： 

（1）妥善保管体系实行的质量记录，以确保体系执

行的有效性； 
（2）质量记录应有设计、审核、批准，确保使用准

确、适宜，有必要可由原设计人进行修改，再次使用前，

必须重新得到批准，并应标识修订状态； 

（3）根据要求修订、标记、采集、查询、归档、保

存和维护质量记录； 
（4）质量记录书写需字迹工整，易于辨识。 

7.监视测量分析和改进 
作为质量管理体系成效的体现，对社会综合评价实行

监督和斟测，以判定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识别改良的机遇。

根据内部审计及管理评估，保障体系能够有效实行、持续

和修正。 
现代学徒制培养人才通过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优化质

量管理组织结构与流程和改善质量管理系统，有利于人才

培养的质量缺陷和风险的识别，为人才高质量培养提供有

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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