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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技工院校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的研究 
◆范瑞雪  黄  博 

（邢台技师学院  河北邢台） 

 
摘要：我国技工院校在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上进行了适合中国

特色的“双元制”探索，但在本土化发展上，仍有许多困难与挑战。通

过深入分析技工院校发展现状，探究技工院校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

模式本土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发展建议和对策，以克服德国“双

元制”水土不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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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职业教育 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双元制”堪称“职
业教育”的典范。“双元制”指的是校企双方共同培养人才的办
学制度[1]。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展“双元制”模式试点工
作，经过几十年探索，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技能人才，但在观念
认识、政策制度、培养模式、校企合作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技工院校发展现状分析 
技工院校是人社部门主管，以培养技术工人为主要目标的学

校[2]，对初、高中毕业生进行学制教育，同时，对失业人员、青
年求职者、退役士兵等群体进行职业培训，向社会输送大量技能
人才。截止目前，全国共有技工院校近 3000 所，毕业生就业率
保持在 97%以上，已成为就业率 高的教育类型，为我国改革创
新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在人社部组织制定的《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中，明确
强调要“推广‘校企双制、工学一体’办学模式”。近些年来，
不少地区和学校采用“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在高技能人才培
养、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增强了服务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力。 

二、技工院校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遇到的问题 
技工院校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了职业教育发

展生命力。经过长期发展，技工院校总体规模维持在稳定状 ，
整体实力在不断增强，但在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本土化
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从外部环境以及自身发展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如下问题：
受传统观念等众多因素影响，技能人才仍存在资格、学历等政策
障碍和体制束缚，职业发展不畅、地位待遇不高、内生动力不足，
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还未形成；技工教育是中等职业教育，由于
管理体制不同，长期以来，在发展导向、人才引进、资金投入、
招生环境等方面缺乏统筹规划，政府、行业部门、教育部门对校
企合作培养模式支持力度不够，招生、生均拨款、教师和毕业生
待遇等方面的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实；各地、各校不同程度的缺乏
“双师”、“大师”，教师和管理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内部管理、
专业建设、人才引培、师资培养等内涵建设有待进一步提升；校
企合作中存在学校热企业冷“两张皮”现象。另外，学校培养标
准与企业用人需求、当地产业发展不相融合，无法适应新形势，
对接新产业、新技术、新业 ，成为优化技工教育的 大障碍。 

三、技工院校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发展建议和对策 
1.优化社会环境 
为更好地改善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本土化的外部环境，

从而加快技工院校发展过程中突出问题的解决。一是激发技能人
才的创造活力，营造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通过对技能人才激励、
培养、使用等全过程综合施策，全面提高技能人才待遇。二是推
动相关改革举措落地见效，重视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从源头和机
制上找到阻碍技能人才工作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解决问题上精准
发力，补齐技工教育发展短板。三是搭建校企融合发展交互平台，
建立以多种平台为依托的长效合作模式。企业积极与技工院校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和校企合作实施方案，明确双方责任与义务，互
派教学人员，消除学校学习与岗位所需之间的矛盾。 

2.努力强化自身 
基于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加强自身内涵建设。一是加强

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在学校教学改革、师
资培养、办学条件等内涵发展上进一步提高。二是加强校际、校
企合作，提高办学水平和校企融合层次。吸收先进院校管理经验，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升技能人才培养水平。与知名企业开展合
作，整合教育及行业、企业资源，实现联合培养、工学交替、双
师带徒，促进高技能人才一体化发展。三是积极推进“双师型”
人才的引培。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专业领头人、教学名师等
培养力度，打造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双师型”师资队伍。 

3.本土化的探索 
对德国“双元制”本土化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实

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法：一是教育模式本土化。把握企业用人需
求，整合企业和学校资源，探索自身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对接
当地主导产业，打造精品专业，与企业共育人才、共享成果。二
是师资本土化。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双师型”、“一体化”
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理论修养和思想认识，加强
对企业能手、专技人员聘用管理。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理念，加强教师、学生之间交流与学习，引进更多复合型高层次
人才，增强服务院校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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