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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本土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范文静 

（邢台技师学院  河北邢台） 

 
摘要：文章通过对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背景、我国职业教育背景的

分析，结合我国国情和职业教育的特点，在本土化研究上从社会和院校

分析总结出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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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制”教育模式，简称“双元制”，它是一种校企合作
共建的办学制度，职业院校作为“一元”，企业作为另“一元”，
由院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培养技能人才的任务，将院校和企业、理
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紧密结合，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
岗位培训。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相关背景 
1964 年，“双元制”首次出现在联邦德国教育委员会《对职

业培训和职业学校的鉴定》中，到 1969 年在《职业培训法》中
作为一种职业培训体制取得正式地位，至今已成为德国职业教育
制度的一个代名词。德国“双元制”教育为德国经济社会发展培
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应用型人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
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在专业、课程、
教学、考试考核、师资及管理与运行等领域都反映出促进个体发
展、推动经济发展和助力社会融合的价值取向，形成了自身特色。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多个国家开始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
育，借鉴和引进教育模式试图革新本国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
才，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但在引进过程中由于职业教育的复
杂性、条件的差异性等相关因素影响，使得“双元制”模式在引
进过程中发生变化。 

二、我国学习借鉴“双元制”教育模式的背景、存在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研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90 年代出现了专门论述“双元制”职教模式的著作。从总体来
说，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双元制”职业教育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德国企业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动机、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动态、
职业院校课程改革等方面。[1]鉴于此，我们要结合国内职业教育
的现状，在研究其先进的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吸收精髓，学习和
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对我国技能人才培养起到的积极作
用。目前，我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集中在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
开展，但是在实际开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笔者从多元主体
参与、院校长远规划与师资培养两方面浅谈几点看法。 

1.行业、企业的参与度不高 
德国参与职业教育的机构包括政府、行业协会、院校和企业，

企业培训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核心，企业培训学生，制
定实训专业、学习内容和起止时间等。行业协会结合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制定企业的培训大纲，并对企业培训进行监管。但是我国
的企业、行业协会较少参与到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难以及
时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技能的培养效果，
行业协会与院校的合作不足导致院校不能全面了解行业的发展，
进而导致个别专业设置、课程教学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院校培养
的毕业生与行业发展不相符。 

2.院校“长远规划”的缺乏以及师资培养的匮乏 
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岗位需求为导向的德国“双元

制”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因为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差异，在
实际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目前我国一些职业院
校在专业设置上没有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部分院校为了超前快
速发展，没有深入了解“因地适宜”地采取本土化“双元制”教
育，而是采取直接与德方合作，全权由德方负责技能人才培养计
划、组织教学计划、制定教学文件、提供专家指导等，在师资水
平达不到的情况下，花高价聘请外教，导致培养出的毕业生成本
高，院校资金吃力的情况下，负重前行。如果资金紧张中断就会
进而导致在教学过程中，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影响最
终效果。 

三、“双元制”教育模式本土化研究应用反思 

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
方，通过上文的论述，在借鉴和学习其教育模式时，笔者认为可
以从以下社会和院校两个方面考虑： 

1.加强社会宣传，发挥政府、行业、企业多元主体参与 
多元的主体参与可以扩大职业教育的社会参与度，获得更多

的教育资源。发挥行业协会沟通政府、企业与院校的桥梁作用，
发挥行业协会对职业院校发展的指导作用以及在校企合作过程
中的协调监管作用，同时，进一步增强企业“元”在人才培养中
的参与度。许英在《德国职业教育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一文指出，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除了可以为企业自身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以
外，还包括隐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应，如企业直接从职业培训
中获得专业人才、增加企业凝聚力、系统化开发企业人力资源、
减少人力成本等方面，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持久的利益。[2] 

2.院校要研究和推进与区域经济发展、当地产业和企业的一
体化，培养引进“双师型”教师队伍 

探索院校——产业园协同的产教合作模式，构建院校、企业
共同参与的“双主体”的教育模式，促进区域内产业——职业教
育——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以职业能力标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院校立足现有条件，创新体制引进人才，鼓励教师转型发展，职
业教育的师资队伍不仅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和教学水平，还应具备
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生产经验。 

本文通过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相关背景和我国学习借
鉴“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背景、存在问题进行浅显分析，提炼归
纳出两点本土化研究应用的反思：发挥政府、行业、企业多元主
体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来，培养引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研究和
推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与当地产业和企业的一体化，探
索院校——产业园协同的产教合作模式。以期通过对德国“双元
制”职业教育的分析研究，探索出适合本土化发展的大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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