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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岗课证一体，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

——以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例

张拥军 卢艳萍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 100102

【摘 要】：近年来，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加快专业调整，积极开办新专业，对接高新

技术服务产业，与企业合作，探索多元育人模式，践行中国特色学徒制。产教融合、岗课证一体，双主体育人是我校与企业

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成长而开辟的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按照专业设置与行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

实际岗位工作内容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在实践中学校与企业共同完善专业设置标准，规范了校企专业设

置。实现了专业课程和岗位职业标准对接，不仅提升了学生职业实践能力，为企业、行业提供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而且有

效降低了企业用人成本，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效益。

【关键词】：双主体；双身份；学徒制；岗课证一体

1 实施背景

专业设置紧密围绕“新基建”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随

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产业的升级，为数字经济做支撑的

数据中心（IDC）正在大规模建设，而数据中心（IDC）行业

需求的高技能基础设施运维工程师等复合型人才缺口也越

来越大。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数据中心运维管理）在 2016

年 10月与数据中心领军企业——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建立合作，共同培养数据中心运维管理人才，2017 年 3 月开

始第一届招生，培养 IDC 行业急需的运维管理人才；2018 年

4 月与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共同申报了教育部第三批现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当年 8 月获批，2020年 10 月教育部第

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高质量通过北京市、教育部验收。

2 主要做法

2.1 建立了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

（1）成立应用电子技术（大数据运维）专业与国富瑞数据

系统公司专业建设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26 日建立了由专业和企业组成的应用电子

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校企共同制定了

应用电子技术（大数据运维）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

（2）出台支撑双主体育人机制的制度文件

保障教学工作高效运行的关键是需要建立和健全校企

一体化协同育人长效机制。为此，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了《现

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办法（试行）》《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学徒制“双导师”教师管理办法（试行）》《北京经济

管理职业学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实施方案（试

行）》等制度和办法，一系列制度和措施的制定，保证了双

主体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2.2 实现“先招生后招工”的招生招工一体化模式

学校与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针对 2018 级、2019 级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大数据运维）学生通过组织开班仪式、

签订校企生三方协议、举行拜师仪式，明确学徒、学生双重

身份，实现了先招生后招工的一体化模式。

2.3 形成了现代学徒制特征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1）梳理了专业面向岗位，制定了岗位标准

从学生入校起，企业的工程师和学校专业教师对学生进

行高质量的职业指导服务，让学生熟悉职业发展路线和职业

岗位，拓宽了学生职业认知，提高了职业指导的效果，有助

于学生对职业发展路径的准确规划。如图 1。

图 1 学生职业发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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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层级

岗位类别
一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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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本

科暖通运

维

电力运

维

消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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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岗

位

Ⅶ 企业高管、行业专家 12-15 年

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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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运维专家
部门副

总
8-10 年

Ⅳ 高级运维项目经理
高级主

管
7-8 年

Ⅲ 运维项目经理 主管 4-6 年

目标岗位（目标培养岗位）

Ⅱ
暖通工

程师

电力工

程师

消安防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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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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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暖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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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值

班员

消安防

值班员

IT 运维

值班员
—— 0-1 年

（2）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现代学徒制的特点，校企共建专业建设委员会，从

实际岗位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出发，结合现有 IDC 行业标准，

根据数据中心对运维工作人员的要求，对工作过程和典型工

作任务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完成工作任务需具备的职业素质

和职业能力，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

其中，总学时为 2788学时，理论课时为 978 学时，实

践学时为 1810学时，实践学时占总学时 64.9%，如下图 2。

图 2 实践与理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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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构建中国特色学徒制的“课岗融通、能力递进”课程体

系

建成了以行业企业岗位要求为标准，数据中心运维管理

岗位为导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知识、能力、

素质互融递进的岗课对接的课程体系。如图 3。

图 3 课岗融通示意图

以学校德育与企业文化为切入点，将国家职业标准和行

业企业标准融入课程标准，在基础专业模块：以企业课程《认

识数据中心》《IT设备认知》和学校课程《电路实践》《电

子技术》《单片机应用技术》《传感器技术及工程应用》等

为职业基础课程。在专业模块：以企业课程《数据中心供配

电系统运行维护与管理》《数据中心安防系统维护与管理》

《数据中心消防系统维护与管理》《数据中心质量管理体系》

等课程为职业能力课程。在专业拓展模块：以学校课程《电

子产品工艺实训》《电子产品制作》《电子电路设计》《智

能物联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职业拓展课程，以校

企共同开发的 IDC 行业课程《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管理师》

为职业方向，融合高、低压电工操作证、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运维管理师证书（行业）等职业资格标准，借助教育部审批

的 1+X 数据中心 IT运维职业等级证书，构建了“课岗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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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的职业能力课程。在开设特色创新模块：校企合作开

展电子设计大赛、智能机器人大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设置专业创新创业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在专业技能实训、职业岗位实训、轮岗、定岗实习等方

面强化专业技能、协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构建了

以专业岗位认知、电工实训、电子实训、综合技能实训等基

础能力培养。大数据运行维护管理岗位要求的专业核心能力

培养，是以岗位认知、跟岗、轮岗、定岗实习为主，职业岗

位能力逐步提升递进的实践教学过程。在课程体系构建中，

做到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相互平行、课程流程相互平行。课

程知识内容与技术、职业岗位技能培养相互融合。专业核心

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作为交叉

点，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专业技能培养不断线，始终贯穿。如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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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能力递进示意图

2.5 构建多方评价体系

建立突出能力的考核评价体系，体现对学生德、智、体、

美、劳综合素质的评价。在项目化课程的基础上，构建以项

目、任务、过程评价等多元教学综合评价体系，突出专业技

能掌握程度和职业素质养成的考核。并吸纳更多行业企业和

社会组织等第三方组织参与考核评价。通过多样化考核和综

合评价，激发学生自主性学习，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创

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学生的职业

能力。

（1）校内评价体系

考核方式有多种，根据课程的不同采用的考核方式不尽

相同，可以用一种考核方式，也可以用多种考核方式。目前

常用的考核方式有以下几种：笔试、技能考试、岗位绩效考

核以及职业技能鉴定等。

实践性强的课程一般用实践技能考核的方式进行考核，

根据不同的岗位要求确定相应的技能考核。

综合性强的课程则采用项目实施技能考核，考核内容主

要是通过项目开展教学的形式进行，开展这项考核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让学生有效掌握知识、学会运用知识，会在团队合

作、学生的思维模式和创新能力、学生的专业技能掌握熟练

度等方面进行打分，综合评价。此外，项目实施技能考核一

般要考核项目实施过程和实践技能，以达到综合考评的目

的。

对于学生在企业的学习和实践情况，因为相关的课程和

实践是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开设的，所以这部分考核要分别进

行，主要考核学生在企业的岗位学习情况和工作执行情况。

职业资格技能鉴定学校以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技能认

定标准为唯一标准，鼓励和组织学生参加职业资格技能认定

考试，以获得证书为学生评价的认定标准。

（2）校外评价体系

学生在企业学习时，根据企业岗位要求的知识、技能和

素质的进行考核，由“学校的专业指导教师——企业工程师”

组成的双导师来完成。学校的专业指导教师负责学徒专业岗

位知识考核，企业工程师负责学徒的职业素养、职业态度、

职业核心能力的考核。学生考核通过后，修满学校规定课程

学分后，取得专科毕业证和教学要求的职业资格证书，由学

生和企业进行双向选择，双方签订劳动就业协议，成为企业

正式员工。

（3）第三方认证

在学生定岗实习结束后，参加安监、行业、消防等职业

资格鉴定机构的考试，取得国家安监、行业、消防等部门颁

发的特种作业高、低压电工、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师（初

级）、消防设施操作员（四级）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

了能力考核与技能鉴定相融合。如图 5。

图 5 教师、师傅和学生三方评价体系

（4）岗课证一体

针对数据中心岗位技能要求，与企业合作编写《应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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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技术（大数据运维）专业职业能力分析报告》，完成了六

本岗位校内学徒教材编写，完成《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维工

程师（初、中级）》教材和资源建设，参与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运维工程师 1+X 标准制定，并申报第四批 1+X 证书，获批，

实现了岗课证一体化。

3 特色与成效

（1）建立校企“双元分段递进”“双主体”协同育人

模式

学校和企业开展“校企交互学习→企业轮岗→定岗实习

→就业”四阶段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模式，通过“学员

（学生）→学徒（学生）→准员工→员工”双元分段递进，

让学生逐渐适应身份的转变，成为企业合格的员工。

（2）职业岗位需求明确，人才培养有据可依

《数据中心人才标准》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专业技术人

才分为了复合型、专项型及基础型三类人才，聚焦岗位技能

需求，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有据可依。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专业人才类别对照表

规划设计 建设施工 测试验证 运维管理

复
合
型

整体规划设计

工程师

项目经理

技术总工

测试验证项

目经理

系统测试工

程师

运维项目经

理

电气运维主

管工程师

暖通运维主

管工程师

专
项
型

电气设计工程

师

暖通设计工程

师

智能化规划设

计工程师

装饰装修设计

工程师

电气系统工

程师

暖通系统工

程师

智能化系统

工程师

装饰装修工

程师

电气测试工

程师

暖通测试工

程师

智能化测试

工程师

电气运维工

程师

暖通运维工

程师

智能化运维

工程师

消防运维工

程师

基
础
型

助理设计工程

师
助理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3）根据企业要求，校企共同开发行业技术标准，制

定岗位标准，校企共同编写行业技术标准教材。

（4）依据 IDC 行业岗位职业标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采用跟岗、轮岗、岗位培养现代学徒制模式，让学生达到“一

专多能，多岗位成才”。如图 6。

图 6 数据中心学员轮训岗位

4 经验总结

中国特色学徒制试点专业的学生入校时，学生与学校和

与企业签订培养协议，明确未来的就业方向，明晰了岗位能

力需求，学生学习目的明确，学校培养有的放矢，企业用人

来之能战。最终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局面。在实践过程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试点实践、政策先行：只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才

能让实践探索放开手教。学徒/师傅遴选机制、学徒/师傅成

长激励机制、学徒/师傅考核机制、校企合作机制等都必不可

少。

（2）多措并举，金字塔型稳步推进：以多样化教学资

源、多场景教学实践，从专业—专业群—专业集群，从学徒

班—大师班—学徒制专业，集中体现了小步快进的学徒制运

行推广机制。

（3）形成了“双主体”“企业、学校”双元育人体系

通过中国特色学徒制项目建立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

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形成“企业、学校”双元育人

体系，正是这些成功的经验保障本校学徒制专业的第一届毕

业生，80%以上进入合作企业。2020 年 10月，试点专业高

质量通过北京市验收，得到验收专家的高度评价。

5 推广应用

中国特色学徒制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工学

结合、知行合一的有效途径，“入校即入企、学生即学徒”，

是职业技能与工匠精神传承的有效载体。北京经济管理职业

学院正在将应用电子技术学徒制专业的成功经验进行全面

的推广，该校重点围绕核心专业群和特色专业推行现代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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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目前已经建立了校企合作平台，如西门子智能制造工程

师学院、鸿蒙生态联合实验室、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产业学院，

国奥学院、李博生大师工作室、肖永亮大师工作室等，计划

三年内在全校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校企共同培养职业高级

人才，并力争在北京乃至全国形成“经管院”中国特色学徒

制经验范式，进行辐射推广。

参考文献：

[1] 董燕.现代学徒制学业多元评价的探索与实--以五年制商务助理专业为例[J].现代职业教育,2021(39):190-191.

[2] 姚远.现代学徒制及校企合作模式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21.

[3] 王凯强,王苗.现代学徒制“双主体”模式下的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探索--基于“电气自动化海亮班”案例[J].三门峡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0(02):51-55.

[4] 叶品菊,殷兆燕,王红伟,王金雨.现代学徒制视域下“三位一体”创新教学模式的研究[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21,34(02):13-16.

[5] 史新民,沈文明.基于现代学徒制的“校·企·会”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职业技术教

育,2021,42(12):68-72.

[6] 马海国.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下项目绩效管理案例分析--以 J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为例[J].会计师,2020(20):66-67.

[7] 郭强,李红霞.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20(06):69-73.

[8] 段金梅.现代学徒制“双导师”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2(03):44-48.

[9] 刘一沙,刘念.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研究与践行[J].内蒙古煤炭经济,2020(12):95-96.

作者简介：

张拥军（1967.09-），男，河南省封丘县人，汉族，硕士，讲师，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市朝阳区，100102，研究方向：

物联网应用技术与网络通信检测。

卢艳萍（1979.05-），女，湖北省黄石市人，汉族，博士研究生，讲师，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市，100102，研究方向：

5G 和大数据方向。

项目支持：2021 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重大科研项目：《人工智能专业群现代学徒制模式实践》，项目负责人：张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